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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概伦电子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长
刘志宏将向母校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捐赠其间接持有的 178 万股公司股
份。这部分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41%，市值超过 4000 万元。

事实上，近年来，上市公司董事长、实控
人直接或间接向母校捐赠已成为风潮。

譬如，今年 4 月份，天德佑酒董事长李银
会 向 母 校 北 京 大 学 捐 赠 市 值 1 亿 元 的 股
份。再往前，还有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直
接向母校河南农业大学捐赠 10 亿元，盛视科
技董事长瞿磊向母校东南大学捐赠 120 万股
股票，新光光电董事长康为民向母校哈尔滨
工业大学捐赠 582 万股股票，宁德时代董事
长曾毓群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捐赠 200 万股
股票。

企业创始人、高收入群体向母校捐赠并
不少见，赞赏与争议之声皆有。不过，从近年
来上市公司董事长、实控人向母校捐赠情况
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鲜明的新特点、新趋
势。

一是捐赠方越来越多的来自于高科技、
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上市公司。

譬如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制
造商，概伦电子主营为向客户提供被全球领
先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企业长期广泛验证和
使用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产品及解决方
案，盛视科技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

二是通过捐赠协议明确资金使用方向，
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从源头与高校合作培养企业
和产业链急需的人才。例如，概伦电子此次
在公告中表示，董事长捐赠目的是“促进学校
集成电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培养更
多的集成电路学科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是
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基础科学研发，实
现跨越式创新。

三是捐赠方越来越倾向于捐赠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而非现金，受赠方主要获得的是这
部分股份的分红收益或转让相应股份取得的
对价。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
技创新已成为发展全局的核心。这也集中体
现在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的上市公司尤其
是“硬科技”公司身上，它们对优秀人才高度
渴求，希冀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
础科技领域作出大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
域取得大突破。

上市公司董事长、实控人向母校捐赠，
也因此成为与高校加强产学研合作的优选
模式——既“近水楼台”，又高效精准。通过
捐赠协议，相关各方加强深度合作，促进优秀
人才或科研成果向上市公司流动。

同时，人才聚集、科研创新突破助力上市
公司占据竞争制高点，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壮
大，实现业绩提升，这也将进一步增加捐赠股
份市值提升，最终形成一种产学研合作的正
向循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相信这些上市公
司董事长和类似的捐赠模式会成为很好的榜
样，带动越来越多 A 股上市公司股东和高管
们加入其中。

上市公司董事长
向母校捐赠“新模式”值得肯定

本报记者 刘 琪

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宣
布，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
管理，继续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资金来
源，引导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央行、国家外
汇局（下称“外汇局”）决定将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上调至
1.5，于2023年7月20日实施。上一次调整为
去年10月份，这一参数从1上调至1.25。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境融资宏观审
慎调节参数”是“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
限”中的一个计算因子，上调该参数可以提高
对应的风险余额上限，便于境内企业和金融
机构增加跨境融资额度，有利于跨境资金流
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同时，境内外汇资金
增加后，相应结汇需求增加，也能起到稳汇率
的效果。

“在我国外债规模适量、结构合理、风险
总体可控的背景下，这一措施有助于维护跨
境资金合理有序双向均衡流动，维护外汇储
备规模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维护外汇市场

平稳健康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双向波动，促进内外平
衡。”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部总监庞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是
重要的宏观审慎调节工具。2016年，央行、外
汇局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
架，并将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设为1。

2020年以来，“参数”经历了多次调节。
2020年3月份，央行、外汇局将全口径跨境融
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2020
年12月份，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央
行、外汇局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
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2021年1月份又将
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25下
调至1。去年10月份，央行、外汇局将企业和
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
上调至1.25。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吴丹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参数”上调和外债额度扩容
后，境内市场的美元流动性将有所增加，将缓
解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外部压力，有利于
外汇供求平衡，引导市场对汇率走势保持合

理预期，因此可视为稳汇率信号。
从市场反应来看，Wind数据显示，在“参

数”上调消息发布后，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应声强势上涨，快速逼近7.16关口，截至7月
20日17时，盘中最高触及7.162，较前日收盘
价7.2197回升超57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同样涨幅明显，盘中最高触及7.1752，
较前日收盘价7.2321回升近570个基点。

“近年来，在应对多轮外部冲击的过程
中，人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也具有
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央行副行长刘国强7
月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
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应对各种冲击，维护
外汇市场平稳运行。至于说具体的政策工
具怎么样，我们会根据情况的需要合理使
用，政策工具就是拿来用的，需要就用，不需
要就不用，需要用哪一种就用哪一种，这要相
机抉择”。

温彬认为，未来“汇率工具箱”依旧较为
充足，主要包括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远期售汇
风险准备金率、跨境融资杠杆率、境内企业境
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等，可在必要时继
续对市场预期进行合理有效引导。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至1.5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声强势上涨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7月2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研究加强耕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
改造利用等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
实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充分挖掘
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
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

会委员丁薛祥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央

财办（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实施一系
列硬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
总量持续下滑趋势。同时要清醒认识到，我国
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粮化”、“非农
化”问题依然突出，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
稳固，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新时代新征
程上，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而是更加艰
巨。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尊重规律、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进一步加强耕

地保护。
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

突出把握好量质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
续利用等重大要求，进一步采取过硬实招。要
压实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确保
18亿亩耕地红线决不突破。要全力提升耕地
质量，真正把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
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
田。要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将各类
对耕地的占用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坚持

“以补定占”，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要
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种粮抓粮积极
性，建立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耕
地保护合力。加强撂荒地治理，摸清底数，分
类推进，因地制宜把撂荒地种好用好。要积极
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加强科技研发和生
产投资，探索有效发展模式，突破我国传统耕
地稀缺的自然条件限制。对违规占用耕地进
行整改复耕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保护农民
利益，加强宣传解读，适当留出过渡期，循序渐
进推动。

会议指出，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
护和改良的重要方面，我国盐碱地多，部分地区
耕地盐碱化趋势加剧，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
用意义重大。要充分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

力，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提升，有效遏制耕地
盐碱化趋势，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要
全面摸清盐碱地资源状况，研究编制盐碱地综
合利用总体规划和专项实施方案，分区分类开
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因地制宜利用盐碱地，向
各类盐碱地资源要食物，“以种适地”同“以地适
种”相结合，加快选育耐盐碱特色品种，大力推
广盐碱地治理改良的有效做法，强化水源、资金
等要素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盐碱地综合利
用的指导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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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记者从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获悉，20日上午，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31家省级监管局和5家计划单列市监
管局、306家地市监管分局统一挂牌。这标志
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取得阶段
性成效。

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多项涉及金融监管领域，
包括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5月18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省市两级派出机构统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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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邢 萌

2023年上半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向好、
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创业板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整体向好，盈利面进一步改善，发展质量稳
步提升。

数据显示，截至7月19日，创业板共计166
家公司披露了 2023年半年度业绩数据，其中
150 家 公 司 预 计 上 半 年 实 现 盈 利 ，占 比
90.36%。51家公司预计盈利金额大于1亿元，
占比31.93%。109家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占
比 66.06%，其中 61家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大于 50%，占比 36.97%；27家公司营业收入实
现翻番，占比16.36%。

试点注册制为创业板注入新活力，上市公

司质量持续提升。截至 7月 19日，已有 479家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登陆创业板。其中，67家
公司披露了 2023年半年度业绩数据，共计实
现净利润 60.52 亿元，平均实现净利润 0.9 亿
元，同比增长6.12%；65家公司实现盈利、46家
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占比 97.01%、69.70%，
其中，19家公司净利润增幅大于50%。

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创业板超过
六成公司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其中 121家
预披露了 2023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双碳”政
策助力新能源产业公司业绩高速增长，新能源
产业共计 4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平均
实现净利润2.81亿元，同比增长68.59%。数字
创意产业公司业绩稳定增长，平均实现净利润
1.29亿元，同比增长2.75%。

随着国家推动智能制造，制造业自动化转
型提速，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创业板机械设
备行业业绩保持稳定增长，共计 27家公司披
露业绩预告，平均实现净利润 1.61亿元，同比
增长 15.75%。26家公司实现盈利，18家公司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其中 9家公司营业收入增
速超过50%。

随着通信行业在 5G 发展和物联网技术
应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制造强国、网络
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创
业板通信行业共计 10家公司披露业绩预告，
平 均 实 现 净 利 润 2.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6%。10 家公司均实现盈利，9 家公司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其中 3 家公司营业收入增
速超过 50%。

166家创业板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 逾九成预计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