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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系”大撤离
滨化股份战略转型何去何从？

............................A3版

月内拟购董责险A股公司
同比增10家

............................B1版

张 颖

今天，备受各方瞩目的中国移动
在A股市场进行网上、网下申购，发
行价格为57.58元/股，或成为近10年
来A股最大IPO项目。这也意味着，
三大运营商将在“大A”聚首。此外，
昨日春立医疗“回A”申购，此前其已
于2015年在港交所上市。

红 筹 企 业“ 回 A”跑 出“ 加 速
度”。对此，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多重
因素叠加，红筹企业“回A”是恰逢其
时、水到渠成的事情。

科创板已迎接多位“游子”回归。

去年2月份，华润微成功登陆科创板，
成为红筹上市第一股。此后，格科微、
中芯国际、九号公司等陆续回归A股，
成功在科创板上市。

为了吸引红筹企业，政策不断加
码，为更多企业的“回归”拓宽道路。

2018年3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
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
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允
许试点红筹企业按程序在境内资本
市场发行存托凭证上市；具备股票发
行上市条件的试点红筹企业可申请
在境内发行股票上市”。

2020年4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

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
安排的公告》；同年6月份，上交所公
布《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
市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为红筹
企业回归提供便利。

今年9月17日，证监会正式发布
《关于扩大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试点
范围的公告》，试点行业范围从原来
的7个扩大到14个，其中特别提到具
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红筹企业申
请纳入试点不受行业限制。

而在一系列政策背后，是注册制
改革的加速推进。注册制带动资本
市场扩围，拓宽了企业股权融资的渠

道，有效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速“资
润”实体经济。

年内A股IPO数量和募资总额已
刷新历史纪录。按首发上市日统计，
截至12月21日，年内A股IPO数量已达
504家，相比2020年全年的437家增长
15.3%；募资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
至5181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7.8%。

可见，日益壮大的资本市场正在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
能。在三大电信运营商齐聚A股后，

“三桶油”也有望相聚A股（9月26日
港股上市公司中海油发布公告称拟
申请A股发行上市）。这不但为红筹

回归树立榜样，而且也为市场和投资
者营造出多赢局面。正如中国移动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杨杰在
IPO路演上所表示，“中国移动将努
力成为A股市场优质标的，以更加优
异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相信
随着A股市场不断成熟与完善，越来
越多优秀的实体企业将登陆资本市
场，续写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移动今日发行 红筹加速“回A”续写新篇

本报记者 邢 萌

最近，禾迈股份将用大笔超募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消息受到市场
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 iF⁃
inD数据梳理，12月份以来截至12月
21日，A股共有25只新股上市，其中
21只超募，占比超八成，均来自科创
板或创业板。从超募情况看，9只新
股超募2倍以上，最高达9倍。这也
使投资者对超募资金的使用颇为关
注——超募的钱用到哪了？

记者发现，从12月份相关公司
公告来看，超募资金主要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新项
目等。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大笔超
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合规但不一
定是最优解。上市公司应将超募资
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领域，增强核
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企
业和投资者带来良好投资回报，形
成良性循环。此外，募集资金使用
相关规则也有优化空间。

多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记者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梳
理发现，12月份以来，至少有28家上
市公司披露了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从使用用途看，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有17家，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的有9家，其余则用于投资新项目
等。另外，也有上市公司对超募资
金进行了多样化安排，同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与购买理财产品。

“超募资金通常可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借款，属于
拓展主营业务。超募资金有明确
的使用规范，企业经营有各自的战
略决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所有
资金都用于经营才是最正确的选
择。”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
凯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然而，有些上市公司将大笔超
募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
也引发部分投资者质疑。有上市公
司表示，用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
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将大量超募资金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并不是最合理的选
择。”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大量资金在企业闲
置，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企业在短
时间内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应该
想办法引导这些资金回到市场中去，
使资金更高效地利用起来。”

“大部分实业公司欠缺专业的投
资能力和风控能力，而且，将超募资
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也不符合证券
市场募集资金的初衷。”华泰联合证

券执行委员会委员张雷对记者表示。

鼓励超募资金投向主业

记者注意到，12月15日，有科创
板公司宣布，将超募资金用于收购
并增资所在产业链企业，增强主业
竞争力。

上述公司公告称，拟使用7000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所在产业链某
企业60%股权，同时再用部分超募
资金对其增资，增资完成后将持有
该企业66%股权，取得控股权。公
司认为，该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公司主业布局，提升经营效益，增
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上市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收
购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这是需
要重点鼓励的方向。”张雷表示，将
资源配置到优质产业中，通过发展
主业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
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全社会
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资金的良性循
环。 (下转A2版)

月内逾八成新股超募 专家建议优化规则引导资金使用

综合央视网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更
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统计
工作的一项基本职能。要坚持方法科
学、遵循规律、及时准确、真实可靠、防
止虚假，坚决遏制“数字上的腐败”，提
升统计监督有效性，使监督结果经得起
实践和历史检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统计保障。
《意见》提出五方面主要任务，包

括着力提升统计督察效能，持续加大
统计执法力度，依法独立履行监测评
价职能，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
的统计监督，以及建立健全统计监督
协同配合机制。

在着力提升统计督察效能方面，
《意见》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
碰硬，统筹开展常规统计督察、专项统
计督察和统计督察“回头看”，压紧压

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原则上每5年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开展常规统计督察，并根据需要对
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针对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问题突出的地区和
部门，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

对于持续加大统计执法力度，
《意见》指出，进一步健全统计违纪违
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制度，完善统
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依规依纪依法

对责任人追责问责。进一步拓宽统
计违纪违法线索获取渠道，完善举报
制度，统筹运用统计督察、巡视巡察、
数据核查等工作成果，提升发现问题
线索的能力。对各地区清理和纠正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文件和做法情
况进行全面检查，不得将统计机构作
为完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
单位，不得要求下级机构或调查对象
按照指定数值填报数据，不得随意调
用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数据作为各

项评比表彰和资格认定依据等。
针对依法独立履行监测评价职

能，《意见》提出，加快统计制度方法
改革，持续推进国家统计数据和地
方统计数据有效衔接，不断优化完
善统计监测评价体系。更加注重统
计监测的客观性、预警性、有效性，
结合政策要求、区域特点、数据规
律，深度监测评价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和实际效果，揭示问题风险，提出
政策建议。 （陈 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

提升统计督察效能 遏制“数字上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