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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专项债年内新增发行
规模逾1.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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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8月17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再度
突破万亿元大关。这是自今年7月21
日以来连续第20个交易日成交额破
万亿元，创出自2016年以来新高，仅
次于2015年大牛市。

回溯A股成交额连续突破万亿元
的历史，最值得纪念的当属2014年—
2015年。2014年12月5日，沪深两市成
交额首次突破万亿元，2015年5月8日

至2015年7月8日期间，A股曾经连续
43个交易日成交额突破万亿元。由
此，也掀起了2014年—2015年一轮波
澜壮阔的大牛市，2015年6月12日上证
指数一度高攀至5178.19点，成交总额
也登上高峰，突破2万亿元，刷新了A
股有史以来最高成交记录。

时过境迁，如今已“物是人非”。
目前的A股“日均活跃度、承载

量”正在大幅提升。2021年8月份以
来，A股日均成交金额1.3万亿元，截

至8月17日收盘，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仅为1.45%。可见，现在的A股市场，
难以在巨额成交的推动下，再度演绎
一波全面牛市。

笔者认为，在万亿元成交额的背
后，A股市场也出现了上市公司数量
增加、投资者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
及入市资金量的不断涌入等一系列
数量级的增长。量变的积累正悄然
推动A股市场发生生态质变。

现在的中国股市已跳脱之前炒

作中小市值、炒作概念股，逐步形成
崇尚长期主义、价值投资的新生态体
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A股的
牛市将以局部化的长周期慢牛取代
以往全面化的短周期快牛、疯牛。

从量变到质变，也就是从渐变到
突变的过程。

从具体变化来看，首先，上市公
司的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在退市
制度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平稳全面推
进的背景下，A股市场募资新生态已
渐渐形成。

据统计，2015年1月1日，A股上
市公司共有2533家，市值达308770.9

亿元。截至2021年8月17日，A股上市
公司增至4442家，市值达682429.5亿
元。其中，2020年A股累计发行新股
399只，合计融资金额达4726亿元，新
股发行数量仅次于2017年，融资额则
创近十年新高。今年以来至今，A股
上市新股达319只。

普华永道预计，2021年A股资本
市场IPO企业数量将达430家—490
家，融资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超过
5000亿元。 (下转A2版)

A股市场生态正从量变走向质变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
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
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
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
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农办

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问题的汇报，听
取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
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
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
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
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
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
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正在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
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
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
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
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
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
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
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
环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
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
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
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
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民生保障建设。要坚持循序渐进，对
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
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
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
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
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
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
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
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
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会议强调，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
协调性、包容性，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
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
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
投入，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
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要加
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

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
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
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保护产权和知
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
规范健康发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
共同富裕舆论引导，为促进共同富裕提
供良好舆论环境。要促进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几年
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务院金融
委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
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推进工作，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

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

定，意义十分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
作。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
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
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
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
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要落实地方
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畅通机制、明
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要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升金融系统干部
队伍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
融风险，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做好金融
市场舆情引导。要加强金融法治和基
础设施建设，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挥
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监测、管理、处置
等环节的基础作用。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183家上市公司
宣布涉足氢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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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不到 20天的时间，两场重磅会
议均提及“跨周期调节”。7月30日
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
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
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
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8
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
求抓好政策落实，针对经济运行新
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

长期以来，“逆周期调节”是我国
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之一，而在近一年
的时间里逐渐被“跨周期调节”所取
代。去年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
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
均衡”，这是“跨周期”说法首次出现

在中央级别的会议通稿中。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逆周

期调节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
经济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温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我
国经济运行不仅受到短期、周期性
因素影响，同时也要看到中长期、
结构性因素影响。因此，不能单纯
依靠逆周期调节来熨平短期的波
动。为了更好地解决短期的周期
性因素和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
响，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
系，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有必要
进一步完善。

从过去的“逆周期调节”，到当前
的“跨周期调节”，如何更直观地理解二
者的区别和使用场景？ (下转A2版)

跨周期调节着眼中长期 下半年财政政策或担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