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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为进一步扩内需稳经济，一系列促消费
措施陆续落地。

自7月18日起，北京市面向全市消费者发放
“重逢美好”餐饮消费券，由政府和提供餐饮类服
务的平台企业共同出资，推出外卖类、到店类、养
老助残类三种消费券累计1亿元。

无独有偶，深圳市总工会自7月18日起，启动
“千万礼券惠职工 百万职工助消费”活动，通过深
圳工会线上职工服务平台“深工惠”小程序向职工
会员陆续发放共6000万元的“惠工消费券”，更好地
满足广大职工购物、美食、旅游等多元消费需求。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作
用不言而喻。但今年以来，在国际局势不确定
性增加、国内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
持续承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
降0.7%，其中二季度同比下降4.6%。

基于此，7月份以来，提振消费的措施加速出
台。7月5日，商务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抓好
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扶持政策贯彻落实工作的通
知》，全力帮助餐饮企业和从业者渡过难关。7月7
日，商务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搞活汽车流
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扩大汽车消
费。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多措并举扩
消费，确定支持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措施。

其中，通过发放消费券、拓展消费场景，提振信
心、释放消费潜力，能够有效促进经济持续恢复。例
如，以不久前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活动（第一阶
段）公布的“成绩单”来看，核销率达94.27%。由此推
算，北京、深圳等地促消费举措的积极效应值得期
待。而随着疫情防控更加精准，促消费政策落地见
效，消费需求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集中释放。

为确保接下来的促消费措施更为精准。一是
持续加码提振大宗消费，可适当放宽对汽车购置
税减半的时间和金额；二是持续发放消费券，支持
餐饮、旅游等重点消费场景。此外，消费券的承载
平台也应因地制宜，例如三线以下的地区，应考虑
线下平台发放。

总的来说，我国消费韧性强、潜力足的特点没
有改变。展望下半年，需在促消费的同时，灵活运
用多种政策工具，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保障
失业保险和稳岗资金发放，加快落实退税减税降
费等减负纾困政策。从更深层次来看，则需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化社
会民生领域改革，于逆势中开新局，进一步激发经
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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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昌校宇

科创板做市商制度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7月15日，上交所发布并施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
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
指南第8号——科创板股票做市》，对科创
板做市交易业务作出更加具体细化的交
易和监管安排。至此，券商可根据上述规
则及证监会5月份发布的《证券公司科创
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相关要
求，进行一系列技术测试和递交做市交易
业务资格申请。

《证券日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独家获
悉，预计首批获得试点资格的券商或接近10
家。具体来看，目前已有4家至5家券商通过
上交所组织的多轮技术系统评估测试等，并
获得交易所出具的验收报告，准备向证监会
递交业务资格申请的相关材料。此外，另有
4家至5家券商正在进行技术系统改进等工
作，本周内有望通过相关测试。

“科创板做市制度兼具创新性和挑战

性，也给券商带来了发展机遇。”天风证券上
海自营分公司做市业务部经理倪海威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板做市业务有助于
增加券商和科创板上市公司的黏性，券商在
跟随公司发展的同时，可以衍生更多业务收
入。同时，做好科创板做市服务，通过准确、
稳定的报价能力为科创板市场投资者提供
流动性支持，有助于提升券商竞争力和品牌
效应。

券商发力筹备科创板做市业务
具备先发优势公司或深度受益

上述规则鼓励具备相关资格的证券公
司提供科创板股票做市服务，由此引来券商
跑步入场。招商证券衍生投资部执行董事
唐胜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预计，

“据我所知，目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券商均
在准备科创板做市业务资格申请，根据上市
公司公告，已有超10家券商通过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关于开展科创板做市业务的议案，后
续需向证监会申请行政许可，然后再与上交

所签订相关做市商协议等，全部流程完成后
即可开展做市业务。”

招商证券正根据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制
度安排，紧锣密鼓地准备科创板做市资格申
请事宜。唐胜桥介绍，“公司董事会前期已
决议通过申请科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业务资
格并试点从事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
议案，下一步公司准备向监管机构提交业务
资格申请材料。”

国金证券也在筹备相关申请工作。公
司投行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期，国金证券已完成上交所科创板
股票做市交易业务技术测试和专项检查。
目前在准备上市证券做市交易业务资格的
相关申请材料，将尽快向证监会进行材料
报送，力争成为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
首批做市商之一。”

在做市制度方面，上述负责人介绍，国金
证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组织架构及团
队人员配备齐全、内控制度及风控措施、系统
建设及应急机制等各方面均已建立健全，符合
科创板股票做市商的总体要求。（下转B1版）

科创板做市商制度进入落地阶段
首批获试点资格券商或近10家

本报讯 据上交所网站7月18日消息，7月18
日至7月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召开第十二次
会员大会，为期5天。会员大会是上交所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凝聚会员单位力量共同治所的重
要平台，对上交所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鉴于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本次会议采用
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主要审议2021年上交所理
事会、总经理、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预决算报告
及关于授权理事会在特定情况下审议和通过预决
算相关文件的议案。会员单位代表可通过上交所
会员大会系统审阅材料、投票表决、反馈意见。

上交所表示，将继续凝聚广大会员单位的
力量，共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交易所。通过本次会员大会的召开，上交所
希望能与广大会员单位一起，更好地把党的全
面领导融入交易所治理体系，统筹好风险防控
和市场发展，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持续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努力开创上交所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吴晓璐）

上交所：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

本报记者 吴晓璐

7月18日，证监会网站消息显示，证监会
近日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中证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交易。相关合约正式挂牌交
易时间为2022年7月22日（周五）。当日，中金
所发布《关于发布中证1000股指期货和股指
期权合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通知》以及相关
系列规则。

中证1000股指期货和期权合约标的是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发布的中证1000指
数。中证1000指数由A股中市值排名在沪深
300、中证500指数成份股之后的1000只股票组
成，是宽基跨市场指数，与沪深300和中证500
等指数形成互补。

此前，中金所已经上市3个股指期货产品
和1个股指期权产品，分别为沪深300股指期
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以及

沪深300股指期权。
中证1000股指期货交易代码为IM，合约乘

数为每点人民币200元，以当前中证1000指数
约7000点计算，中证1000股指期货的合约面值
约为140万元。目前已上市3个股指期货产品
合约规模约在90万元至130万元之间，中证
1000股指期货的合约规模与现有已上市3个股
指期货产品合约规模相当。

据中金所规定，中证1000股指期货各合约

上市初期的交易保证金标准为合约价值的
15%。由此计算，交易一手中证1000股指期货
需要大约21万元。另外，中金所对沪深300股指
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中证1000股指期货和
上证50股指期货的跨品种双向持仓，按照交易
保证金单边较大者收取交易保证金。即不论品
种、不分合约，如果投资者双向持仓（一买一
卖），中金所单边收取合约保证金较大者的交易
保证金，可以有效降低市场成本。 （下转A2版）

中证1000股指期货和期权交易获批
7月22日正式挂牌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满足投资者避险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