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十年，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非凡成绩。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对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大幅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显著拓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
要突破，股票发行稳步推进注册制试点，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得到体系化改善；沪深港通、
沪伦通启动，A股纳入国际指数并不断提升比重，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这十年，《证券日报》社全景式记录下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改革开放历程，见证了许多重
要历史时刻，亲历了无数精彩瞬间。本报特制作《资本市场非凡十年·见证》系列专题片，
内容详见证券日报网。

公募REITs虽然是资本市场新面孔，但其
对应的底层资产——基础设施建设早已成为

“中国名片”之一。不过，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
些短板，如资产较重、建设周期长、社会资本参
与度有限等。而公募REITs正是补齐这一短板
的有力工具。为了让投资者更直观地了解这一
新生事物，本报对底层资产进行深入调研报道。

2021年端午节，首批公募REITs上市在
即，记者奔赴3个城市进行采访。记者去合肥
调研富国首创水务REIT的底层资产——十
五里河污水处理厂，见证生活污水从“浊流”
变“清波”的蜕变；去上海走访华安张江光大

园REIT的底层资产张江光大园，看到了其抗
经济周期能力极强的“底气”，产业园所在的
区域集纳了逾 40万就业者，在园区内就可完
成产业链对接，这对企业入驻诱惑巨大；在北
京，记者参观了中金普洛斯REIT的“京籍”底
层资产——北京空港物流园，亲身感受从机
场驱车不足20分钟货物便可到达物流园这种
便捷的方式。

发展公募REITs 市场是我国经济、资本
市场高质量增长的内在需求。记者也坚信，
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评估，公募REITs仍
然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

盘活万亿元级基础设施资产的新逻辑

这次见证故事与三年前黄浦江畔一声清
脆而又绵长的锣声有关。2019年7月2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记者有幸见证了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刻——科创板开市。

那一天清晨，上海世纪大道喜鹊登枝，记
者到达上交所时，已经人声鼎沸，场地布置热
烈而隆重，无论是主视觉，还是嘉宾的着装，
甚至于大屏幕，大家都选择了同一种颜色，那
就是红色，让记者深深地感受到，资本市场有
一种红叫“科创板红”。

上午 9:29:55，全场集体为鸣锣进行倒计
时，当大家从 5喊到 1时，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与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举锤敲锣，开
启了资本市场发展新篇章。锣声响起的同

时，首批 25家上市企业的开盘集合竞价结果
揭晓，大屏幕被红色“霸屏”。

锣声响起之后，来到合影环节。几乎所有
的嘉宾在镜头前做出了另一个不约而同的选
择，那就是伸长手臂竖起大拇指“点赞”。这
是对数以百万计默默创新的科创企业的点
赞，是对“有速度、有温度、有高度”的科创板
的点赞，是对改革创新的资本市场的点赞，是
对有活力、有韧性的中国经济最诚挚的点赞。

三年后的今天，科创板已成“硬科技”企
业上市首选地，产业集聚和示范效应逐步显
现。不过，未来的路需要一步一步坚定的
走下去，相信科创板的精彩永远都在下一
个瞬间！

资本市场有一种红叫“科创板红”

2020年 8月 24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创业
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记者非
常幸运地收到了仪式邀请函，成为这一历史事件
的见证者。

当日一早，记者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接驳车前
往深交所。当接驳车驶入深南大道，汇入匆匆的
车流，看着车窗外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掠过，这种
视觉上的感受，或者说冲击，就是在，这里是深圳，
一座骨子里带着改革创新，带着“敢为天下先”精
神的城市。

上午9点整，仪式在当时新任深交所总经理沙
雁的主持下开始。到了 9点 25分，18家企业代表
和众多嘉宾集体上台，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中国证
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敲钟六下，为创业板注册制时
代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当日开盘后，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 18只新股
集体上涨，为创业板改革和注册制时代的到来博了
一个好彩头。在此，祝愿创业板、深交所在资本市
场深化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深圳“双区”建设、
祖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中谱写新的篇章。

注册制：增量向存量市场改革的“关键一跃”

2019年5月15日上午，“5·15全国投资者保护
宣传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金融街富凯大厦举办，
这是资本市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记者
很荣幸参加了此次报道活动，见证了“5·15全国投
资者保护宣传日”的诞生。

截至目前，A股市场投资者数量已突破2亿大
关。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各方共同努
力。《证券日报》社作为专业财经媒体，一直努力联通市
场各方，见证并推动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落到实处。

2019年5月17日，《证券日报》社主办的“5·19

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从
2019年开始，这一公益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了四年，走过了 10个城市，举办了 22场线上
线下活动。

4年多来，在“5·19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活
动”上，本报已经陆续发布了三份《中国资本市场
投资者保护报告》。记者参与了每期报告的撰写，
从每一期报告的撰写中，深刻体会到保护好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任重道远。这项工作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保护逾2亿投资者，我们永远在路上

经济要发展，基础要牢固，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必然是重中之重。2019年 5月份，证监会提出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上市公司监管的首要目标。当
月，《证券日报》社推出“上市公司提质在行动”系
列报道。

这一系列共刊发15篇报道，比如益丰药房，苦
练基本功，七年的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35%；东方盛
虹，产品差异化，跨界打造全产业链；天宇股份，把好
环保质量双关口，把主业做精、做细、做强等等。

通过走访上市公司，记者发现企业家们特别
务实，他们以问题为导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比

如专注于轨道交通信号研发的交控科技，研发团
队苦心专研十多年，终于实现了中国信号系统从

“0”到“1”的突破，构建起中国自己的信号技术体
系和产业链，走上了赶超世界先进技术的自主化
发展道路。

中国资本市场有近 5000家上市公司，他
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经济发展
越快，就越需要强劲动力，越需要更多上市公
司不断提质增效。作为一名财经记者，将一如
既往，见证并积极参与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
一伟大历史进程中。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基础

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院士，是在 2019年 10月
14日隆平高科第三代杂交水稻种业有限公司的
挂牌仪式上。彼时，已年近90岁的袁隆平院士亲
自挂帅出任公司董事长，这也是他首次在经济实
体中担任具体职务。仪式结束后，记者有幸对其
进行了采访。

在见到袁老之前，对其有着些许刻板印象，
认为顶着“杂交水稻之父”光环的他会是一个严
谨、不苟言笑的人。但在后续采访中，发现他谈
笑风生，非常幽默，沟通起来十分愉悦。彼时，袁

老说要以 20吨/公顷的水稻产量为党的 100岁生
日献礼。虽然很遗憾他没能见证这一时刻，但其
诺言还是兑现了。

在这些年中，记者也走访了湖南的不少农业
类上市公司，这些企业持续研发投入，为粮食生产
做出了努力，有力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

2021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3657 亿
斤，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稻谷总产量超 4200
亿斤，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
上，中国的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

中国的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

2014年 11月 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成为我
国资本市场一件大事。彼时身在北京的记者接到
报道任务后，于开通前一日赶到上海，以期亲身见
证这一历史时刻。

17日，记者很早便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在
第一时间发了条朋友圈，配了两个字“见证”，成为
对这件大事最早的报道。

沪港通开通仪式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
行，于当日上午 9时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开始。
首先，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致辞，祝福沪港通
顺利起航，一帆风顺，圆满成功。同时，时任港交

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也表达对沪港通开通的期盼。
开通仪式结束后，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两位嘉

宾，一位是摩根士丹利的高闻，他说自己很荣幸见
证这一历史时刻，并表达了对沪港通开通的祝福；
另一位是港交所资深顾问李大鹏，他祝中国资本
市场国际化大门越来越宽敞。

放眼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
路会越来越宽，继续为我国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为各国金融机构和
投资者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让
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

沪港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2021年 1月 8 日，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

市大厅里展出一份特别样品——一块生猪
实物。当日，我国第一个活体期货品种
生猪期货正式上市。生猪期货研发用
时近 20年，开创性地解决了标的标准、
交割方式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品
种体系日益丰富，规模体量持续增长。
期货期权品种总量“破百”，铁矿石、PTA
等特定开放期货品种的定价权也愈发

稳固。此外，在业务方面，我国期货市场也
做出了巨大创新。

记者曾于 2018 年跟随调研团前往东北
采访。面对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不免发
出他们与期货市场怎么会产生交集的疑
问。一位农民老伯伯给出了答案，在有了

“期货+保险”后，期货交易所帮他缴了保
费，同时在收成不好的时候，还能获得比农
业险更多的赔付。

2022年 8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
和衍生品法》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期货和
衍生品领域的“基本法”空白得到填补。我相
信，未来我国期货市场将在品种体系、规模体
量、国际化等方面取得更高质量发展。

期货市场在服务国民经济方面优势独特

党的十八大以来，资本市场法治体系不
断完善，市场违法违规成本大幅提高，“零容
忍”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吴承泽因操纵市
场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
刑19年，是当时操纵证券市场罪中最重量刑。

记者是在2021年8月中旬获悉吴承泽操
纵市场案一审判决，彼时已追随这个案子一
年半的时间，这也是记者第二次采访证监会
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操纵市场的案件，采访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时候，看到起诉书和判

决书，都是厚厚的一本，尤其是判决书，有250
多页，里面详细记录了吴承泽的历史案底，其
团伙“抢帽子”操纵的前后布局，以及基于该
案衍生出来的其他违法行为。最终案件水落
石出，也成为资本市场查处的首例利用盘后
票进行“抢帽子”操纵的案件。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采访过程中也切身
感受到市场各方对资本市场的重视，严厉打
击违法行为不仅是资本市场监管者的态度，
也是公检法以及市场各方的共识。

从“最重量刑”感受“零容忍”执法威慑力

2021年 11月 14日，北交所开市前一天，
记者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对其“挂牌”进行
了现场报道，直播刚开始，便有 1000多人涌
进直播间。

“已经有上交所、深交
所了，为什么要设立北交

所？”“北交所的交易规
则是什么样的？”……参
与直播的观众们通过一
个个切身的问题，展露着
对北交所成立的关注。

上午 9 时，“北京证券
交易所”这几个大字吊装完

成，彼时适值初冬，清晨的暖阳映衬着路边墨
绿些许泛黄的树叶，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这
几个金黄的大字交织在一起，这个画面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成为记者日后与朋
友经常交谈的话题，“你看见‘北京证券交易
所’这几个大字没？我可是亲眼看着它装上
去的”！

11月 15日，北交所正式敲钟开市。脱胎
于新三板的北交所，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其设立意义非凡。如今，北交所平稳
运行将近一年，上市公司数量增加至 100多
家，期待未来北交所能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北交所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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