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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日，我国中医药领域的基础性、
纲领性法律——《中医药法》落地实施将满5
年。过去的5年，法律护航下，我国的中医药产
业迈入了振兴发展的快车道，系统性、全方位、
深层次、清单化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拉满弓”。

在谋篇布局和顶层设计上，中医药的发展
频频迎来政策东风。让业内倍受鼓舞的是，
2021年2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
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2年3月
份，《“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发布；近日，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
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系列政策的落地
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指明方向，为行业发展增添
助力。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给中医药发展插
上了翅膀。建立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临床
试验“三结合”的中药注册审评证据体系，积极
探索建立中药真实世界研究证据体系，为中医
药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今年4月份，国家药
审中心发布《基于人用经验的中药复方制剂新
药临床研发指导原则（试行）》，大大优化中药
新药审评策略，破除“以西律中”的评价方式。

数据更能彰显行业律动的方向。2016年
至2021年我国中药新药共获批20个，其中2021
年获批12个，同比2020年增加9个，超过2017年
至2020的总和。我国的中医药创新研发蓄势
勃发，从中药类上市公司积极进行研发投入也
可以看出。2017年，A股71家中药企业研发投
入总额为62亿元，而截至2021年年底，该数据
已经增长至超百亿元。

讲好中医药故事、做好中医药文化传播让
中医药深入生产生活。2021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央宣传部等联合印发《中医药文化传
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旨在挖掘
整理中医药蕴含的文化内涵，推动中医药文化
知识普及。笔者注意到，同仁堂、广誉远等老
字号企业在积极践行、传播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凝聚的瑰宝。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顶层设计、创新研发、文化
传承、人才培养等，都以尊重中医药的发展规
律为准绳。守正才能传承，创新才有发展，才
能真正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 （更多报道详见A4版）

中医药振兴全方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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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显示，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货
币政策一直是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增速与名义GDP
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以实现就业最大化目标。

易纲介绍，过去10年来，中国的市场利率水
平稳中有降。自然利率水平主要由资本边际产
出率和人口长期发展趋势所决定。中国利率形
成机制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中央银行通过运
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目前定期存款
利率约1%-2%，银行贷款利率约4%-5%，同时

债券和股票市场较为有效地运行。考虑到通
胀水平，可以看出实际利率水平是相当低的，
金融市场得以有效配置资源。

我国实行的是灵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汇率制度。与
20年前相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约25%，对
一篮子货币的名义汇率升值约30%，实际汇率
升值幅度更高。

“中国的通胀前景较为稳定，CPI同比增长
2.1%，PPI同比增长6.4%。保持物价稳定和就业
最大化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易纲表示，“今年以
来，受疫情和外部冲击等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一
定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将继续从总量上发力以
支持经济复苏。同时，我们也会强调用好支持

中小企业和绿色转型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另外，针对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问题，易纲

谈到，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首要和最重要的职
责是维护价格稳定。话虽如此，一些央行仍有政
策空间，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绿色转型。

易纲表示，为促进绿色转型，人民银行做了
很多工作。人民银行于2018年将优质绿色债券
和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并
在去年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利
率均为1.75%，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为具有
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低成本融资。

截至今年5月末，人民银行通过两个工具
向相关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资金2100多亿元，带

动减少碳排放超6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
中国年碳排放量的0.6%。

易纲介绍，截至2022年3月，中国绿色贷款
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增长迅速。中国境内绿
色债券余额约1.3万亿元，在全球位居前列。

易纲还指出，为公平高效地实施绿色货币
政策工具，在设计和实施支持绿色转型的货币
政策工具的全过程中，均要做到信息公开透
明、监管严格到位。

易纲表示，在国际领域，人民银行与各方
一道，积极引导市场资金支持气候变化应对。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通过多双边平台推动
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更好地服务我自身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货币政策将继续从总量上发力支持经济复苏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今年 7月份，科创板将迎来新一轮解禁
小高峰。如何尽可能减少集中解禁减持对公
司股价的冲击，成为业内共同关注的焦点。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询价转
让是科创板对股东减持模式的一种制度创
新，也是一种积极探索。其在维护市场稳定
性、交易公平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证券日报》记者据上市公司公告梳理，
截至目前，共有 18家科创板公司的 24批股
东完成询价转让，顺利“交棒”专业机构投资
者，成交金额约132亿元。

提供更便捷退出渠道

科创板创设询价转让机制，在不对二级
市场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为股东提供更加

便捷的退出渠道。
6月25日，新风光发布询价转让结果公

告，公司董事、第三大股东何洪臣转让
181.94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30%，定价
28.5元/股。受让方为博时基金、深圳市恒泰
融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6家机构。值得
注意的是，这是 5月份以来，新风光股东启
动的第三次询价转让，此前，公司国资股东
山东高新分别转让1%、1.5%的股份，两次定
价分别为21.39元/股、23.30元/股。

事实上，上述 18家科创板公司大多为
基本面良好的行业龙头，其中除了新风光股
东完成 3批询价转让外，天奈科技、西部超
导、金山办公和中微公司 4家股东均先后完
成了2批询价转让。

谈及询价转让机制，某家已完成 2批询
价转让的科创板公司证代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科创板询价转让的定价交易环节公
允透明，表达了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公开评

价。同时转让股份为总股本的 1%以上，也
减少了股东大额减持对股价的冲击。

根据询价转让规则，询价转让价格下限
不得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简称交易均价）的 70%。
而上述已完成的 24批询价转让底价在交易
均价的 70.76%至 96.91%之间，平均为交易
均价的85%，其中16批最终定价超过底价。

“询价转让在一定程度上会让投资者在
价格区间上有所预期。参照合理估值情况
来看，效果明显。”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
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种减持方式各具特色

除询价转让外，科创板股东较高比例减
持常用方式还有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这三
种减持方式各具特色，均不会对二级市场产
生直接影响。 （下转A2版）

科创板24批股东询价转让132亿元
多条退出路径搭建减持“缓冲区”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为服务迎峰度夏能
源保供，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开展煤炭价格
监督检查工作，今年6月到9月为集中检查期，重
点检查电煤，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
法行为。

这是记者27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
据介绍，对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
格秩序，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
量囤积煤炭，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提高
煤炭价格，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煤炭价格上涨
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通过搭售、大幅
度提高运输费用、收取其他不合理费用变相提
高煤炭价格等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依规
处理。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
开展煤炭价格监督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