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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冷翠华

3月21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今年1
月份保险业经营情况。数据显示，按
可比口径，行业原保险保费（注：文中
保费皆指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71亿
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86%，保险
金额同比下降26.78%，原保险赔付支
出增长1.23%。

具体来看，1月份人身险公司取得
保费收入8341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 长 4.02% ，保 险 金 额 同 比 下 降

7.36%，赔付支出同比增长 14.25%。
同时，1月份财产险公司取得保费收
入 1829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3.12%，保险金额同比下降28.84%，赔
付支出下降15.41%。

从保险机构的不同业务来看，今
年1月份行业意外险保费收入为91亿
元，同比下降27.2%。其中，财产险公
司意外险保费收入为48亿元，同比下
降30.4%。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验
室主任陈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意外险具有很高的杠杆属性，保费低、
保额高，1月份意外险保费收入的大幅
下降是财险公司保额大幅下降的主要
原因。

同时，行业健康险保费收入为1233
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人身险公
司健康险保费收入890亿元，同比下降
2.5%；财产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为
343亿元，同比增长14.7%。“财产险公
司只经营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健康险业
务，1月份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健康
险保费增长出现分化，说明当前健康险

中的重疾险市场仍然较为低迷，而以医
疗险为主的短期健康险仍然保持较快
增长。”陈辉表示。

此外，1月份，财险公司的车险保
费收入为82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基
本持平。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1月份国内汽
车产销量同比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车险保费增长，但
随着生产生活的全面恢复，经济持续
复苏，预计后期车险保费将实现同比
增长。

1月份行业保费与保险金额形成“剪刀差”
意外险保费收入下降是主因

本报讯 3月21日，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称，2023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乡
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部署，
乡村振兴票据以中央一号文件精神
为指引，持之以恒引导金融活水“灌
溉”美丽乡村。

2020年12月份，随着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三农”工作
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交易商协会深刻总结前期扶贫
票据经验，聚焦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于2021
年3月15日研究推出乡村振兴票据，
募集资金用途聚焦“三农”发展。这
也是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首次推出
支持乡村振兴、市场化引导社会资本
服务“三农”发展的专项产品（乡村振
兴贴标债）。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末，共

有131家企业发行乡村振兴票据1500
多亿元，发行金额占公司信用类乡村
振兴债比重超7成，支持项目覆盖全
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农
民就业增收、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形成良好示
范带动效应。2月22日，农业农村部
发布《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
实施意见》（农发〔2023〕1号），提出要
扩大乡村振兴票据发行规模，进一步
明确了前进目标。

交易商协会表示，乡村振兴票据
推出以来，广大市场机构积极参与，
为债券市场支持乡村振兴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从春耕到秋收，从民生到
安全，乡村振兴票据紧扣每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不断创新完善支持乡村振
兴的切入点、发力点和细分领域，乡
村振兴票据覆盖的地区和发行人业
态日益丰富多元。 （杨 洁）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截至2月末共有131家企业
发行乡村振兴票据1500多亿元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近年来，证监会通过创新试点的
方式，不断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
路径，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
司（简称“天津OTC”）就是其中一块
儿“试验田”。

2021年11月份和2022年2月份，
天津OTC先后获批证监会关于区域性
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和“制度
和业务创新试点”资格，至今已经一
年多。近日，天津OTC董事长周华敏、
天津OTC总经理汪雪春向《证券日报》
记者介绍了创新试点工作的进展情
况，并围绕“专精特新板”建设、全面
注册制下的发展机遇进行阐述。

“一年来，我们紧抓两大试点叠
加重要机遇，首年14项创新试点量化
业务指标中有8项指标超额完成。”周
华敏表示。

首先，集聚一批优质企业，为挂牌
上市“牵线搭桥”。据汪雪春介绍，去
年，天津OTC新增上市培育层企业234
家，新增“专精特新板”“科创专板”“优
服100”和产业链重点企业300家、私募
基金投后企业55家。截至去年年底，
天津OTC服务的科技型和专精特新企
业同比分别增长63.64%和66.28%。

其次，整合一批专业化融资平
台，解企业融资之“渴”。汪雪春表
示，去年升级“津心融”平台运营，累
计入驻金融机构达84家，新增授信约
95亿元。此外，整合“津心融”“基津
汇”等多平台融资功能，与多家商业
银行在企业资源对接、创新产品研发
等领域合作，2022年为企业实现融资
114.75亿元，累计促成65家融资转让
层企业实现融资6.56亿元，市场累计
实现融资已达718亿元。

最后，加速推进区块链生态建
设，提供股权质押登记“一站式”服
务。周华敏表示，目前，工商系统对
接二期项目顺利推进，能够为托管、
挂牌企业提供股权质押登记线上“一

站式”业务服务。试点以来，先后为
56名客户提供股权质押设立服务48
笔，质押注销服务106笔，质押融资金
额近32亿元。

去年6月15日，天津OTC“专精特
新企业上市后备板”（即“专精特新
板”）开板。谈及板块建设情况，汪雪
春表示，截至目前，实现71家企业挂
牌，储备企业52家，通过工信部重点
支持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服务
示范平台服务企业100多家。

目前，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塔基”，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周华敏表示，未来天津OTC
将重点从以下三方面重点工作发力：

一是全面落实天津区域性股权
市场业务和制度创新试点任务。积
极构建企业分层服务、机构参与市
场、综合金融服务、创新基础支持和
政策配套支持的“3+2”体系，在挖掘
聚集企业、规范培育企业、助推企业
上市、综合金融服务四个层次上发
力，力争用三年时间，形成功能完备、
灵活高效、安全规范、符合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和天津高质量
发展需要、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区域
性股权市场。

二是全面落实区域性股权市场
区块链试点建设要求。构建“监管
链-业务链”双层链架构，推进区块
链+上市预备企业梯队库、企业培育
孵化生态、数字化融资、监管对接等
四大应用场景建设，为全面注册制下
企业上市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三是持续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
有机联系和推进服务创新。打造构
建区域性股权市场拟上市企业规范
辅导平台，提高注册制下交易所审核
的效率和效果。结合天津本地金融
要素资源优势特色，在股权投资和创
业投资份额转让、财务顾问、认股权、
股权激励等领域，贴近当地中小微企
业多元化需求，持续推进业务品种和
服务模式创新。

天津OTC：全力落实创新试点
高质量建设“专精特新板”

本报讯 3月21日，银保监会网
站发布消息称，中国银保监会消费
者权益保护局近日发布《关于2022
年第四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
通报》（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指出，中国银保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2022年第四季度共接收
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69555件。
其中，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21559
件，占投诉总量的31.0%；股份制商
业银行26247件，占比37.7%；外资法
人银行341件，占比0.5%；城市商业
银行（含民营银行）11202件，占比
16.1%；农村中小金融机构3872件，
占比 5.6%；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6334件，占比9.1%。

《通报》指出，2022年第四季度，
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29981件，占投
诉总量的43.1%。

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投
诉中，信用卡业务投诉7251件，占国
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33.6%；
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诉中，
信用卡业务投诉19673件，占股份制

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75.0%；在涉及
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中，信用卡业
务投诉155件，占外资法人银行投诉
总量的45.5%。

2022年第四季度，涉及个人贷
款业务投诉28545件，占投诉总量的
41.0%。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的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9625
件，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
的44.6%；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投诉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3739件，
占 股 份 制 商 业 银 行 投 诉 总 量 的
14.2%；在涉及外资法人银行的投诉
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134件，占外
资法人银行投诉总量的39.3%。

2022年第四季度，涉及理财类
业务投诉 4476件，占投诉总量的
6.4%。在涉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
投诉中，理财类业务投诉1473件，占
国 有 大 型 商 业 银 行 投 诉 总 量 的
6.8%；在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投
诉中，理财类业务投诉1647件，占股
份制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6.3%。

（刘 琪）

银保监会：

2022年第四季度共接收并转送
银行业消费投诉69555件

本报讯 据北交所官网，为践行“透
明审核、便企惠民”理念，提高发行上市
审核公开透明度，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制定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业务办理
指南第 3号——申报前咨询沟通》（以
下简称《申报前咨询沟通指南》），于 3
月21日发布并施行。

北交所开市以来，一直坚持开门
办市场、为市场主体办实事，建立了审
核全链条咨询沟通机制，并在实践中
不断优化，对提高申报与审核质量发
挥了积极作用。本次发布实施《申报
前咨询沟通指南》，是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业务办理指南 1号——申报
与审核》关于申报前后咨询沟通相关
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前期实践经验，进
一步细化申报前咨询沟通的具体做

法，明确市场主体预期。
对于申报前咨询沟通阶段沟通交

流问题的整改规范、核查和披露情况，
北交所将在后端审核问询环节统筹考
虑。通过申报前咨询沟通、直联审核等
服务机制，有助于夯实北交所高效审核
基础，打造预期更明、效率更高的上市
服务品牌，更好服务创新型企业和民营
科技企业上市发展。

在全面实行注册制背景下，北交所
对申报前咨询沟通机制进行标准化、规
范化、便利化，有助于更好消除信息不
对称，便利市场主体顺畅、高效申报上
市。

一是广覆盖。为所有筹备上市的
企业提供涉及规则理解相关重大问题
的业务咨询服务，及时答疑解惑；对于
申报确定性较强的进入辅导阶段的企
业，提供覆盖规范整改事项、监管审核
关注事项、申请文件编制等的全面深入

的沟通交流。企业在申报挂牌前沟通
直联审核机制事项的，可参照《申报前
沟通指南》的规定执行。

二是畅渠道。筹备北交所上市的
企业，可通过线上沟通系统提交沟通申
请，北交所将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回复
和办理。

三是深沟通。北交所目前申报企
业均是新三板创新层公司，审核人员可
以在了解企业监管信息、公开信息等基
础上，提供“一企一档”的精准申报前咨
询沟通服务。已报辅导的企业可就核
查发现的需规范事项、监管审核重点关
注的事项、招股说明书等文件编制情况
等与审核人员深入沟通。

四是紧跟进。北交所安排专人持
续跟进发行人、中介机构沟通事项，发
现涉及新的审核监管重点关注事项的，
将通过电话、书面等方式跟进沟通。

五是强监督。明确参与人员应严

格遵守廉政纪律、工作纪律和保密纪
律，北交所参与咨询沟通的工作人员按
照规定做好内幕知情人管理登记，实现
全过程留痕和监督。

为便利企业充分用好申报前后的
咨询沟通渠道，北交所将通过电子邮件
向进入北交所发行上市辅导阶段的各
企业发送《北交所关于申报前咨询沟通
的温馨提示》，告知申报前咨询沟通渠
道，并提醒廉政要求。保荐机构为企业
提交申报材料后，将在业务支持系统收
到一份《受理温馨提示》，包含申报后沟
通咨询渠道、审核流程、廉政提醒等内
容。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在中国证监
会的领导下，坚持服务立所理念，持续
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及时回应市场
主体关切，着力打造市场信赖、服务友
好、廉洁透明，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一流
交易所。 （邢 萌）

北交所完善申报前咨询沟通机制
提高发行上市透明度

本报记者 邢 萌 韩 昱

3月20日，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
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简称

《报告》）显示，在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带动作用下，我国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规模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
长到2022年3.09万亿元，首次突破3万
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10.4%，自“十三
五”以来已连续7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财政支持研发投入预计将会继
续保持高增长的发展态势。”中国财政
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
群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财政对科技研发的支持主要立足
于基础架构和关键领域，既可以直接
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快重
点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又有助于
为技术应用推广发挥有力支撑作用，
推动我国技术研发加快发展。

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报告》显示，2022年，在突出体现
“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导向下，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得到强化，
科技创新不断推进，发展新动能也不
断增强。

其中，相关支持性的财税政策发
挥了显著效用，比如，数据显示，2022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础研究支
出增长13.5%，基础研究投入大幅增
加。同时，对企业基础研究、设备购置
实施税收优惠，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100%，并
阶段性将范围扩大到所有适用行业。
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增支持
543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支持启动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遴选出98
个公共服务平台，支持2000多家试点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2023年，财政政策对科技创新的
支持依然积极。财政部官网于3月16
日发布的《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报告》显示，在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层面，将从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方面入手。

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安排65亿
元、增加20亿元，推进建设各具特色的
区域创新高地。

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产
业基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133亿元、增加44亿元，着力支
持集成电路等关键产业发展。落实税
收、政府采购、首台（套）保险补偿等支
持政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一
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此外，还将优化国家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运行，支持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科技
成果、专利技术等转化运用和产业化。
研究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
加大对战略关键领域产业链和工业基
础领域中小企业的支持等。

张依群表示，相关财政政策将对
科研领域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具体而言，通过经费支持、税收优惠、
基金引导、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对电
子通讯设备、数控精密机床、人工智能
运算、生物医药研发等薄弱环节提供
一系列财政政策资金支持，将提升我

国高端技术产品研发能力，促进企业
加快转型和产业技术升级。

资本市场引入金融活水

当前，研发费用投入屡创新高，
极大地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进一步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国家
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研发经费
投入已从国家投入为主向企业投入
为主转变，上市公司成为研发投入
重要力量，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
供金融活水。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
强，研发活动积极性持续提升。得益
于国家创新支持政策的不断发力，通
过税收优惠支持，促进产学结合，畅通
成果转化渠道，优化科创企业融资环
境等多角度支持，鼓励企业进一步加
大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引导对‘卡脖
子’领域的技术攻关，强化对高新技术
领域发展的支持。”川财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沪深交易所数据显示，2022年前
三季度，科创板公司合计研发投入金
额达681.1亿元，同比增长33%，研发投
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为16%。君实
生物等30家公司研发投入超过5亿元，
云从科技等60家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超
过30%；创业板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
用合计超1100亿元，同比增长26%。

“上市公司拥有资本市场融资优
势，而且在行业内有一定的领先地
位，能够成为研发投入的主力之一。”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

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研发经费
以企业投入为主是创新的一般规律，
我国在对研发经费采取了相关税收
抵扣安排之后，更多企业会增加研发
经费支出，研发投入金额和强度不断
提升，有利于推动企业技术和产品不
断升级。

郑磊进一步表示，上市公司可以通
过再融资，不断增加对新技术的研发投
入。特别是创新科技的一些赛道，如新
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通常会得
到投资者热情响应。

全社会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规模首破3万亿元
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成效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