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 萌

今年以来，我国证券行业坚持“稳中求
进”，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总体发展保持向好态势。

证券行业通过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等方面取
得了新的成效。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
示，2022年上半年，证券行业积极服务实体
经济实现融资2.71万亿元，引导金融资源流
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是证
券行业发展的宗旨和天职，是证券行业高质
量发展的第一要义。”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
安青松表示，证券行业在“强化金融服务功
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上，主动站位践行新
发展理念，努力为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包容性贡献行业力量。

畅通服务实体经济血脉
助力企业直接融资

今年上半年，我国证券行业资本实力不
断提升，业绩持续向好。

中证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证
券行业总资产为11.20万亿元，净资产为2.68
万 亿 元 ，较 2021 年 末 分 别 增 加 5.69% 、
4.27%。受今年二季度经营持续向好驱动，
证券行业经营业绩逐步修复。2022年二季
度全行业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一季度分别
增长68.57%、120.02%。

上半年，证券行业牢牢把握资本市场各
板块功能定位，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不

同类型、不同阶段企业的差异化发展需求，
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

“今年以来，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成
效凸显，一方面，行业积极参与多层次资本
市场建设，通过多元化的服务，针对性地满
足各类型企业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行业快
速响应绿色金融等重要战略，利用碳中和债
券、蓝色债券和转型债券等特色产品助力实
体经济发展。”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上半年，证券行业共服务171
家企业实现境内首发上市，融资金额达
3119.20亿元，同比增长45.78%。其中，科创
板 、创 业 板 上 市 企 业 家 数 占 全 市 场 的
71.35%，融资金额占64.98%。具体来看，在
科创板首发上市的“硬科技”企业54家，融资
1155.56亿元；在创业板首发上市的成长型创
新创业企业68家，融资871.17亿元。

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
不断增强。截至2022年6月末，A股战略性新
兴行业上市公司超过2200家，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市值占比由2017
年年初的约20%增长至约37%。

另外，2022年上半年，证券公司承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含ABS）906.17亿元，同比
增长34.94%；承销发行乡村振兴债券119.54
亿元，同比增长3.52%，为绿色循环经济发
展、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行业高质量发展迎来机遇期
“四新”趋势愈加清晰

证券行业在助力企业直接融资的同
时，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

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变，进而助力实体经济
发展。

2022年以来，证券公司持续提升投资管
理、产品创设、资产配置、市场营销等能力，
积极推动财富管理业务转型，不断满足居民
日益多元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截至2022年6
月末，证券行业服务客户资产规模达70.27万
亿元，行业财富管理的客户基础不断夯实。

分析人士认为，财富管理业务的快速发
展有赖于庞大的居民投资群体,其有效推动了
个人财富向资本市场长线资金的转化,既助力
实体经济发展，又为居民带来长线投资回报。

“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是
市场的中介机构。近年来，证券行业服务实
体经济成效显著，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大
量资金，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南开大学金
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潜力，随着我
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证券
行业高质量发展仍处于重要机遇期。”中国
证券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首先，专业化
营造行业发展新生态。行业正由传统的“通
道+自营”为主的业务结构向“以客户为中
心”的综合服务模式转型。其次，特色化引
导行业发展新方向。证券公司尤其是中小
型证券公司探索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成
为证券公司不断塑造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再次，国际化创造行业发
展新机遇。证券公司国际化业务有望为业
务发展贡献新动能。最后，数字化贡献行业
发展新动力。金融科技赋能证券行业全面
提升业务效率、拓展业务边界、降低业务成
本并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证券行业资本实力不断增强
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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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1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将关于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大会副秘书长陈希就二十届中央委
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了说明。

会议通过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
选举办法。会议还通过了监票人、总监
票人名单，待正式选举时提请大会通过。

党的二十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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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敏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是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所在。

9 月 6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
制的意见》强调，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
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
攻关；9月2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
合发布公告，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
度，进一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促进
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受益
于其赋予的发展韧性。数据显示，2012年A股
总计有366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均超1亿元。
十年来，在这366家公司中，有55家市值增长
在 4 倍以上，包括比亚迪、海康威视等在内的
14家公司已成长为千亿元市值上市公司。正
是研发投入的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含量日益提
升，这些“优等生”得以脱颖而出。

高水平科技创新离不开企业苦练“内功”。
科技创新往往具有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大
的特点。当企业面临技术方向、产业落地、资金
投入等难题时，唯有坚定信念，才能撷取硕果。

高水平科技创新离不开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企业创新发展的保
障。在关键技术领域，企业要对核心环节、重要
产品展开攻关，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实
现关键技术领域自力更生、安全可控。

只有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才能让更多的“优等生”涌现，推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高水平科技创新
让更多“优等生”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