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 琪

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
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
（下称“央行”）开展204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
作和40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充分满
足了金融机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为1.8%，较前值下降10个基点；MLF操作利率为
2.5%，较前值下降15个基点。这也是继6月份
MLF、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分别下调10个基点
后，央行再度“降息”。

对于三个月内两度“降息”，民生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认为，这主要源于经济修复的内生动力还不
强、有效需求仍不足，亟须通过降息等政策加
快协同发力以强化逆周期调节，提信心、稳预
期、稳增长。

温彬进一步表示，通过降息，可以带动货币
市场、债券市场，尤其是中长期信贷市场利率的
下降，有助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达
到为企业降成本和促进稳就业、助力稳投资和
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能等目的，为后续国内经
济的稳固回升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本
次时隔两个月再度“降息”，且MLF利率下调幅度
达到0.15个百分点，大幅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意
味着货币政策稳增长力度显著加大。此次政策
利率体系内的非对称“降息”，或与政策面当前
着力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同时抑制资
金在货币市场空转套利有关。 （下转A2版）

MLF和7天期逆回购利率双双下调
业界预计本月LPR将非对称下行

谢 岚

进入8月份，A股市场上的多个定增项目按
下终止键。近日，连云港终止定增项目并撤回
申请，这也是月内第六个终止的定增项目。另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至少已有23个
定增项目终止（撤回），大多数项目是在经历监
管机构严格问询后“知难而退”，也有个别系未
获得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自2020年再融资新规落地以来，A股定增
热情持续高涨，募资规模维持高位，成为再融
资市场的“主战场”。从近期监管动向来看，为
确保再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监管机构进一步
细化了针对再融资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要
求充分论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近期定增项目频频告吹背后的原因，以及监
管机构围绕定增方案问询的“关键词”，提示上市
公司启动再融资要重点注意以下几大问题。

第一，是否过度融资。如何防止再融资变
成“再圈钱”一直是监管重点。年内多家上市
公司收到的问询函里，“融资规模是否合理”相
关表述高频出现。譬如有公司此前已完成多

次融资，明明账上资金充足，却还是马不停蹄
地启动新定增。还有公司定增募集资金规模
远高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

今年以来，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A股定增
市场保持了较高活跃度，无论是发行的上市公
司数量还是融资规模都大幅提升。但对上市公
司来说，也要珍惜投资者真金白银的“信任”，掌
握好融资的“火候”，不应过度依赖融资来支撑
业务增长，尤其是要避免竭泽而渔式的融资。

第二，是否高比例补充流动资金和还债。
多家上市公司被监管机构要求说明定增募资
用于补充现金流的规模及其合理性，补流还贷
比例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可以看到，为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
业、理性融资、合理确定融资规模、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防止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财务性
投资，监管机构对再融资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
日趋严格。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综合考虑现
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
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合理确定募集资金
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规模。

第三，募投项目本身的“含金量”如何。为了

防止拼凑项目圈钱、或给投资者盲目“画饼”，当
前监管机构的问询愈加精细与专业。譬如，日前
披露的《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中就强调，在
前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缓慢或存在延期、募集资
金使用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如上市公司本次募投
项目产品与前募产品相似或仍投向前次募投项
目的，应当充分论证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包括是否重复建设、产能如何消化等。

这也再次提示上市公司们，募投项目要有
非常现实的意义，要能有效助力企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前景、产品技术含
量、对环境的影响、与公司现有管理能力、销售
能力是否匹配等因素。

总而言之，企业在启动包括定增在内的再融
资时，应考虑证券市场承受力、投资者回报，广大
公众股东的增值利益，唯有如此才能保障资本市
场健康持续发展，引导资金流向市场最需要的产
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助力产业发展升级。

上市公司定增频频告吹背后“隐藏”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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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7月份生产需求保持平稳增长，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产业升级稳步推进，民生
保障有力有效，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延续
向好态势。

从主要生产需求指标来看，7月份，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7%；前7个月，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7月份，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环比
增长0.01%。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8%。

产业升级态势持续。技术产业投资较快
增长，前 7 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明显快于全部投资的增速。装备制
造业增势较好，前 7个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1%，继续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

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前7个月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11.9%。

创新和绿色发展势头向好。创新驱
动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科技投入持续增
加 ，相 关 高 技 术 产 品 的 制 造 快 速 增 长 。
前 7 个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
比增长 23.1%，7 月份智能消费品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5.3%，绿色低碳转型持
续深入，新能源产品较快增长，7 月份新
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长 24.9%
和 65.1%。

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67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 ，环 比 下 降
0.06%。前 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4348亿元，同比增长7.3%。全国网上零售
额83097亿元，同比增长12.5%。

付凌晖表示，从消费整体情况看，消费市
场恢复态势仍在持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前7个月，服
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20.3%，明显快于商品零
售额增速；二是文化娱乐消费持续扩大。线
下消费场景恢复拓展，文体演出等娱乐活动
增加明显，带动消费增长；三是网上零售继续
保持活跃。前 7个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1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达到 26.4%，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35%，连续 4 个月提升。
此外，线下消费活动增多，实体店铺零售平稳
增长。

“下阶段，尽管还存在制约消费的一些不
利因素，但是随着经济恢复、居民就业改善、
收入增加以及促消费政策显效，消费有望持
续扩大。”付凌晖表示。

“综合来看，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但经
济持续恢复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较
多，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发展质量
继续提高。”付凌晖说。

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向好态势持续恢复
产业升级和创新及绿色发展势头良好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 16日出版的
第 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中国
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文章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
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
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 5个方面的中
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
涵。这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文章指出，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变为成功实践，把鲜明特色变成独特优势，需要
付出艰巨努力。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中国14亿
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
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
图。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
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
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考虑我国城乡区

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
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
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第二，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
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要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
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第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物质富
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
求。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丰
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第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
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
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
特征。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践行真正的多
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为人类和平
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强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
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
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
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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