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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网9月12日消息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作
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
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手段。要加快健全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
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
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
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意见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到2025
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以生态
保护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

度日益健全，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为基本取向的综合补偿制度不断
完善，以受益者付费原则为基础的市
场化、多元化补偿格局初步形成，全
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显著增
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的
局面基本形成。到2035年，适应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基本定型。

意见指出，要聚焦重要生态环
境要素，完善分类补偿制度。包括
建立健全分类补偿制度，逐步探索
统筹保护模式。要围绕国家生态安
全重点，健全综合补偿制度。包括
加大纵向补偿力度，突出纵向补偿
重点，改进纵向补偿办法，健全横向
补偿机制。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包括完善市

场交易机制，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
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要完善相关
领域配套措施，增强改革协同。包
括加快推进法治建设，完善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发挥财税政策调节功
能，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要树
牢生态保护责任意识，强化激励约
束。包括落实主体责任，健全考评
机制，强化监督问责。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吴 珊

除张小泉（9月6日）、菜百股份（9月8日）上周上
市外，目前五芳斋、天津同仁堂、德州扒鸡、西安冰峰
等老字号企业也均在竞逐IPO，努力寻找破圈之路。

老字号往往是曾得到过广泛认同和良好信誉
的品牌。不过，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一些老
字号却日渐式微。在笔者看来，一些老字号必须转
型发展。借力资本运作擦亮金字招牌，IPO上市只
是第一步，接下来，老字号们必须做到全面发力，才
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老字号发展需要各地强化政策支持。我们发
现，为进一步发挥老字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各地政府部门正加大力度保护老字号品
牌，扶持老字号企业，培植老字号根基。北京市商
务局将老字号纳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商业项
目支持范围，对符合条件的老字号项目最高可给予
评审核定总投资的30%固定资产投资补助；上海市
商务委持续推进老字号重振和“一品一策一方案”，
实施老字号品牌保护工程、传人培养工程、数字焕

新工程和国潮出海工程……基于各地扶持政策的
相继落地，据商务部监测，2020年虽然受到了疫情
影响，但仍有75%左右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实现了盈
利。今年端午节期间，企业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
长了21.7%。

商务部表示，将围绕“一老一新”工作，着力促
进消费。在发展老字号方面，完善促进老字号保护
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支持举措，不断激发老字号创新
活力，持续推进老字号嘉年华，指导各地和电商平
台把握“金九银十”重要节点，聚焦中秋国庆假期，
推出系列专属促销活动。

老字号发展需要资本市场发力助推。早在
2008年商务部等14部门就印发了《关于保护和促进
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鼓励发展较好的
老字号企业开展资本运作，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
企业上市。截至9月10日，登陆A股市场的61家老字
号企业中，有36家企业总市值超过百亿元，9家企业
总市值突破千亿元。

老字号发展需要自身发力探索创新。近年
来，很多老字号企业通过研新品、上“云端”、扩渠

道，焕发年轻的姿态和潮流形象。前有杏花楼联手
故宫推出国潮范儿月饼、大白兔联合气味图书馆做
奶糖味儿香氛、吴裕泰开冷饮窗口，后有皇上皇举
办盲盒活动、黄鹤楼文创月饼玩混搭、北冰洋开茶
饮店、北京稻香村卖奶茶。这些贴着“老字号”标
签，却走到了潮流前线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消
费者的心。

不可否认，跨界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是老品牌
在原有积淀和产品形象上的延伸和拓展，当两个产
品以“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的方式实现“合体”，这
本身就非常具有话题性和趣味性。但这种创新变
革需要老字号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精准研发产品供
给，不能为了赚快钱、炒流量而忘失初心。

老字号们跻身资本市场，意味着其具有强烈
的发展动力，我们乐见其成，更要祝福穿越百年的
老字号们在新时代的征途中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
发展之路。

老字号竞逐IPO 创新发展须多方合力

本报记者 包兴安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
场”）自7月16日上线交易以来，到9月13日运
行将满60天。截至9月1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
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844.7万吨，累计成
交额4.2亿元。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整体上看，碳交易市场向好趋势明
显，碳排放通过市场调节的功能开始释放，碳
交易市场逐渐活跃，正在按照规则和预设轨
迹步入正轨，市场开始走向良性循环发展。

全国碳市场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第一
个履约周期纳入2162家企业，总共覆盖45亿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9月1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
放配额（CEA）挂牌协议交易成交量3040吨，
成交额13.4万元，收盘价44元/吨，较前一日上
涨4.79%，相对于全国碳市场上线时48元/吨
的开盘价下降了8.3%。

据记者梳理，截至9月10日，在全国碳市场
运行的41个交易日中，CEA日均成交量为20.6
万吨。从成交方式来看，其中，挂牌协议成交
量为541.2万吨，占比64%，挂牌协议成交额2.8
亿元，占比66.7%。大宗协议交易成交量为
303.5万吨，大宗协议交易成交额1.4亿元。

“从成交量和成交额两大数据来看，全国

碳市场上线运营之后，交易双方仍处于试探
和摸底阶段，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仍具
有不确定性，交易规模仍处于市场整合时期
的低位，预计这种情况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宋向清表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刚刚
启动，企业持观望态度在所难免，交易双方在
价格上互相试探和摸底也是市场常态。但由
于碳配额发放已经逐渐收紧，且欧美韩日等
制定了更高的自愿减排贡献目标，从全球“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地位进行趋势分析，碳交
易价格逐步攀升将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只有当碳配额价格高于减排边
际成本的碳价，才能有效发挥碳排放权交易
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推进碳中
和。这必然意味着未来碳交易规模和价格可
能会双双提升，碳交易市场活跃度和交易频
次亦将显著提升。”宋向清说。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碳市
场虽然刚刚起步，交易规模不大，但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一是国家“双碳”发展目标给予
碳交易政策支持，有利于碳市场快速发展；二
是首批进入碳市场交易的电力行业是碳排放
量最大的行业，在碳市场领域极具代表性、影
响性和引导性；三是我国碳市场交易规模会
随着石油化工、钢铁建材、冶炼制造、民航运
输、造纸印刷等行业的进入呈加速发展态势，
我国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覆盖

领域最广的碳交易市场；四是碳市场将成为
我国低碳绿色发展的风向标，通过碳排放权
交易，推动环保减排低碳绿色在技术、人才、
应用、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发展，加快完成
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目标。

“未来在继续坚持全国碳市场总量控制
的前提下，建议适度进行结构调整，以纳入重
点排放单位的企业发电总量为基准值，计算
出每家企业的碳配额，从而为不同区域不同
行业不同企业的有效减排进行配额定制。”宋
向清表示，下一步还需要扩大碳交易市场宣
传力度，增加碳交易平台，减少碳交易环节，
畅通碳交易信息，为碳交易市场增加活力和
动力。

张依群建议，需要从四个方面发力全国
碳市场建设：一是建立规范的交易规则，建立
碳交易的合理指标分配和定价机制，保护交
易双方合法利益。二是逐步扩大碳交易规
模，将更多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企业纳入碳
交易市场，推动企业由被动减排向主动减排
方向发展。三是鼓励碳市场跨行业交易，通
过碳交易实现碳平衡发展，也有助于促进企
业转型实现行业平衡。四是建立碳排放减排
鼓励政策，对达到减排数量标准的给予碳排
放配额奖励，实现减排技术和碳交易市场的
融合对接。总之，要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力求
把中国打造成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中心，以碳
为突破口，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技术跨越。

碳市场运行将满60天成交额4.2亿元
下一步建议从四方面发力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张军兵

9月12日晚间，*ST海航和*ST基础分别发
布《战略投资者招募进展公告》《出资人权益调
整方案》，确定了各自的战略投资者并制定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由此，这一备受瞩目的重
整案终于迎来重要进展。

根据公告，*ST海航已经确定战略投资者
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若投资完成，
战略投资者可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ST海航
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包括，将以海航控
股现有A股股票约1643667.39万股为基数，按
照每10股转增10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转增
股票约1643667.39万股，转增后，海航控股总
股本将增至3324279.42万股。

另一方面，*ST基础确定战略投资者为海
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ST基础的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具体包括，将以现有A股股票约
390759.25万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20股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转增股票约781518.49
万股，完成业绩承诺股份注销后，海航基础总
股本约1142530.96万股。

在权益调整公告中，*ST海航和*ST基础都
表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后，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将得到实质改善，可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
力得以提升。同时，部分股票用于保全子公司
经营性资产，也能够使得子公司保留在公司体
系内继续经营，继续发挥协同效应，最大限度
维护公司整体的营运价值，降低重整成本，使
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海航控股股份成为有价
值且有潜力的资产，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
合法权益。

根据最近发布的2021年半年报显示，*ST
海航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3.3亿元，同比增
长56.54%；归母扣非净利润-35.15亿元。*ST
基础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6亿元，同比增长
36.13%；归母扣非净利润3.19亿元。

京衡郑州企业重整重组部主任张华欣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航空和机
场两板块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意味着海
航重整取得重大进展。下一步将会涉及一些
更细的具体事务，比如投资资金的到位及使用
情况、债权人企业的经营管理、重整计划草案
的拟定等事项，具体事宜还得看法院裁定批准
的重整计划。”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长沈萌认为：“海航破
产的核心原因是其前期的快速扩张导致负债
率高企，而短时流动性紧张导致资金周转困
难。此次引入的两个战略投资者，虽然从背景
来看缺乏航空与机场运营的经验，但有望提供
资金支持以缓解两家上市公司的债务压力。
这说明海航集团的破产重组目标明确，即不发
生更大范围系统性风险。”

海航战投确定：

辽宁方大拟接手航空主业
海南控股拟入局机场板块

信用卡收费猫腻多
自动分期能挤出多少“水分”
..........................B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