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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约翰内斯堡8月22日电 当地时间8月
2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约翰内斯堡金砖国
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题为《深化团结合作 应
对风险挑战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
到了关键当口。是坚持合作与融合，还是走向
分裂与对抗？是携手维护和平稳定，还是滑向

“新冷战”的深渊？是在开放包容中走向繁荣，
还是在霸道霸凌中陷入萧条？是在交流与互鉴
中增进互信，还是让傲慢与偏见蒙蔽良知？历
史的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我们的抉择。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企盼的，不是“新冷

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
流。各国要秉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
观，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行动、
愿景转化为现实。

我们要促进共同发展繁荣。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经历千辛万苦，获得了民族独立，
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每
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各国人民都有追求幸
福生活的自由。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
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增进各国人
民福祉。

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只有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
遍安全之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
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
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

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多姿多彩是人
类文明的本色。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

“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
文明冲突。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倡
议合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不同文明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赓续人类文明的薪火。

习近平强调，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
上改变世界版图。无论有多少阻力，金砖国家
这支积极、稳定、向善的力量都将蓬勃发展。我

们将不断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拓展“金砖+”
模式，积极推进扩员进程，深化同其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进世界多极化
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多个国家正在叩响金砖
的大门，中方真诚欢迎大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
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
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大国博弈
的冲动，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
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
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
人才优势。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将始终是世
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构
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随着中
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中国必将对世
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为各国工商界提供更大
空间。

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

阎 岳

活跃资本市场，需要市场中的存量资金动
起来，需要更多的增量资金有序入场。正所谓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在证监会近日确定的活跃资本市场、提振

投资者信心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中，强调“在引
入更多中长期资金方面，重点是营造有利于中
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并提出六条具体
措施。在壮大和优化机构投资者力量方面，证
监会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虽然机构投资者不是天然的中长期投资
者，但在中长期资金构成中，机构资金显然是
中坚力量。基于这一逻辑，壮大和优化机构投
资者力量，需要重点考量三个问题。

首先，中长期资金要能够“引得进”。
现在，我国机构投资者种类已经实现多元

化，且内外资机构都有入口。这些机构投资者
持有的资金有的天然属于长期资金，但也有短
中期结合操作、流动性较强的资金。引进长期
资金，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降费让利。

现在中长期资金入市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以保险资金为例进行探究。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26.8万亿元，其中股票和
证券投资基金占比只有12.91%。此前的阶段
性高点为2020年的13.76%——当年12月9日，
为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监管部门对保
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设置差异化监管比例，
规定最高可至公司总资产的45%。可见，保险
资金入市的空间是有的。

笔者认为，让长期资金主动增加权益类资
产占比，考验的是资本市场生态环境建设，土
壤、温度、湿度都合适，就会有长期资金来落地
生根。希望部际协调工作加快一点，促进险资
等长期资金扩大入市规模。

其次，中长期资金要能够“留得住”。
引入中长期资金的目的是要让这些资金

“扎根”市场，与投资标的共同促进、共同成长，
而不是做摘桃子的机会主义者。

证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长期
资金持股占比不足6%，远低于境外成熟市场
普遍超过20%的水平。笔者认为，根本原因
是全市场缺乏长期投资理念，同时，激励长

期投资的政策环境也有不足。当务之急是
建立起以长期投资业绩为导向的长周期考
核机制，形成种桃子者先摘、多摘桃子的市
场氛围。

第三，中长期资金要能够“用得好”。
中长期资金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交易机制上进行改革创
新，为中长期资金做出更多制度性安排。需要
统筹考虑打通各类投资品种之间的藩篱，提升
投资便利，推出能够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创新
产品，在确保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优化监管流程
增强交易的畅通性，以及健全完善税收、会计
等需要横向协同的配套制度机制。总之，监管
部门要千方百计从活跃市场、便利长期资金的
角度出发，为这些中长期资金能够“用得好”

“用得恰到好处”创造条件。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在引入更多

中长期资金，构建活跃资本市场新生态的当
下，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怎样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扎根长高”
——“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思考之四

本报记者 吴晓璐

8月24日，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
新”专板（以下简称“专板”）开板。截至目
前，首批9家备案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中，4家
专板已经开板，另外几家正在筹备中，计划
近期开板。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区域性股
权市场（即“四板市场”）已成为培育上市公
司的“苗圃”。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
高质量建设专板既是各地政府培育发展中
小专精特新企业的“有力抓手”，也是资本市
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支点”，更是打通四
板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的“关键节
点”。

支持举措渐次落地
专板建设提速

四板市场主要服务当地中小企业，早期

定位于融资和交易。但由于服务企业规模
较小，融资能力不强，且多为夫妻店，股东数
量少，转让需求较小，经过一段时间后，四板
市场进入瓶颈期。

近年来，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
善，以及国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四
板市场需加强与全国性证券市场的合作衔
接，积极融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样一来，
才能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助力，为当地
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35
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共服务企业19万家，培育
专精特新“小巨人”12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7900多家。服务企业中，累计转沪深北交
易所上市121家，转新三板挂牌871家。综合
来看，区域性股权市场为新三板和A股共输
送992家企业。

为使区域性股权市场更好服务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2022年11月份，证监会与工信
部联合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区域性股权市

场“专精特新”专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提高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
新”专板建设质量。

今年6月份，证监会公示首批9家“专精
特新”专板建设方案备案名单。此后，广东
股交、蓝海股交、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北股交专板先后开板；另外，浙股交、甬股
交、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计划在近期举行开
板仪式。

江西股交副总经理孙辉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将继续完善入板相关制度，优化
专板建设，并加快举办开板仪式。

在各地专板紧锣密鼓开板的同时，《指
导意见》中专板企业的相关服务举措落地。
8月4日，全国股转公司推出四板企业申请新
三板挂牌的两种便利机制，传递资本市场支
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投早投小投科技的
信号，贯通了“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交
易所”发展路径，延长了各市场支持专精特
新企业的发展链条。 （下转A2版）

“专精特新”专板落户区域股权市场提速
“四板市场”将成培育上市公司新“苗圃”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3日电 2023（中国）亚
欧商品贸易博览会签约总金额达5210.37亿元，
展览规模、参展国际客商人数、贸促活动数量等
多项数字创历届商博会之最。

23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
行的商博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商务厅
党组副书记、厅长邢涛介绍，本届商博会商贸
交流成果显著，线上4600家、线下1300余家企
业参展，围绕绿色矿业、粮油、棉花和纺织服装
等自治区“八大产业集群”开展了64场贸促活
动 ，共 签 订 经 贸 合 作 项 目 360 个 ，总 金 额
5210.37亿元。

本届商博会吸引参展参会客商1.87万名，参
展参会规模为历届商博会之最。有来自亚洲、
欧洲、非洲、美洲等4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
际组织的800余名嘉宾、工商界人士、知名学者
出席展会，国际客商1000余人。

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祝
贺香告诉记者，本届商博会群众关注度和参与
度高涨，观展逛展群众超10万人次。展品丰富、
符合观众消费需求，现场实际销售额超过1亿
元，进口商品展区人气最旺，巴基斯坦展位芒果
单日成交超20万元。

2023（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以“弘扬
丝路精神 深化亚欧合作”为主题，于8月17日至
21日在乌鲁木齐举办。

2023（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
签约总金额超5000亿元

锚定创新驱动航向
“注”造创新成长高地

..........................A4版

本报记者 邢 萌 田 鹏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正式实施，开启了资本市场“增量+存量”改革新
篇章，在中国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中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历经三载春秋，在注册制的加持下，创业板
重焕新颜，彰显活力与韧性。创业板聚焦核心优
势，打造高成长优质企业聚集地、高水平创新动
能策源地、高质量民营企业主阵地“三大高地”。

注册制改革以来，创业板企业“高成长”特
色日益鲜明，培育壮大了一批聚焦主业、坚守创
新、业绩优良的优质企业，先进制造、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企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
显，已然成为高成长优质企业聚集地。

在先进制造领域，创业板上市公司面广质
优，夯实“制造强国”发展基石。新材料企业技
术不断更新突破，带动产业向高精尖方向前
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推动中国制造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生物医药企业不断打造创新高
地，助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领域，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创新
突破，筑牢“数字中国”发展底座。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一直是创业板的“传统强项”，位居板块战
略性新兴产业首位，新上市公司中也涌现多个单
项冠军，拥有细分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

在绿色低碳领域，创业板上市公司初具规
模与特色，壮大“双碳”战略力量。节能环保作
为绿色低碳领域主要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注
册制下，创业板代表性节能环保新上市公司，坚
持创新发展之路，着力解决环境保护与治理中
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创业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
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成为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高水平创新动能策
源地成色愈加浓厚。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创业板公司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在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研发中百花齐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
重要践行者。据统计，先后有144家创业板公司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4家公司拥有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144家公司拥有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231家公司拥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229家公司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创业板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认真落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决策部署，推动民营企
业实现量增质升，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
供了有力支持。截至2023年8月23日，创业板民
营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700余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近350家。

三年来，创业板切身切实践行着“汇聚创新
资本，激发成长动力”的使命，“三大高地”拔地
而起，激励更多高成长优质企业加速聚集、高水
平创新动能持续激发、高质量民营企业不断涌
现，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足“马力”。

（更多报道详见A4版）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三周年：

“三大高地”新动能
持续集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