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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雨萌

1月9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
洁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与智昌集团、
物美集团、新华锦集团、科达自控、钰鑫集团
等民营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企业
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真实感受，认真
听取相关企业建议诉求，持续推动解决民营
企业反映的实际困难，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5位民营企业家详细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困难问题，并提
出了具体意见建议。同时，企业家们纷纷表
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回升向好，市场需求和
预期不断改善，企业对2024年的发展前景充满
信心。

郑栅洁对企业家们提出的具体诉求和政

策建议逐一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企业对经
济冷暖的感受和判断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分析
研判经济形势、研究制定政策举措、开展宏
观调控的重要参考，企业家们不断奋斗、永
不言败的精神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下
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梳理参会企业
家们的意见建议，建立好跨地区跨部门协调
解决问题的机制，立足全局，举一反三，会同
有关部门加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力度；发挥好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与民
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解决问题机制作
用，认真倾听民营企业真实声音，持续解决
民营企业具体诉求；梳理已出台政策并加强
政策执行落实，做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的一致性评估；与有关单位一道，积极开展
对青年企业家的系统性培训，厚植人民情
怀、家国情怀，更好传承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是今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的重点工作之一。2023年12月份召
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
2024年的五项重点任务。其中，在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持续激发经济发展
动力活力方面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
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营造鼓励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从个案和整体上协调解
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

此前，郑栅洁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上也曾表示，下
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从加快推进民营经济
促进法立法进程等6个方面采取更多务实举
措，切实疏堵点、提信心、破壁垒、解难题、抓落
实，努力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已获得立法机
关的明确回应。1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称，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促
进法等在内的30件议案涉及的22个立法项目
确有立法必要，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调研论证，
条件成熟时，争取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后立
法规划或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有关负
责同志表示，今年将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
法立法进程，着力构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
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
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
等受到法律保护，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

“自证清白”式监管，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
好稳定预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动“真招”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寇佳丽

1月10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23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以下简
称“指数”）在波动中前行，2023年全年指数累计
上升1.1点，扭转了过去两年指数连续下降局面。
全年指数平均值为89.2，高于2022年的88.4。

作为反映中小企业整体发展状况的数据，
指数的改善显示出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经营状
况正在逐步好转。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
研究员周茂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生产生活持续恢复，经济活动修复，国内
宏观政策提供有力支持，共同为中小企业的信
心提振创造了条件。

从分行业指数看，消费反弹是指数改善的
主要原因之一。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介绍，
2023年全年，旅游、出行、餐饮等需求恢复较
快，接触性聚集性行业恢复明显，一年来住宿
餐饮业指数上升1.6点，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指
数上升1.5点，社会服务业指数上升0.9点。

分季度看，指数运行经历了“两起两落”：一
季度和三季度指数上升，二季度和四季度指数
下降。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生产生活秩
序逐步恢复，企业信心有所回升，加之环比因
素，一季度指数大幅上升（1.3点）；但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不足，恢复基础尚不稳固，二季度指数有
所下降（0.3点）；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落地
见效，三季度指数有所回升（0.2点）；四季度指数
受到多重压力的制约，又出现小幅回调（0.1点）。

今后，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进一步恢复活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周茂华表示，宏观政策仍需
发力，在推动需求侧稳步修复的同时，强化政策
实施的精准性，加大对中小企业在薄弱环节和
重点新兴领域的扶持，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回暖。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朱克力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中小企业仍然处于复杂的市场
环境中，对于各方面的变化，企业应保持足够
的灵活性与韧性。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中小企业
应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顺应数字
化转型趋势，注重提升自身管理与运营水平，
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保持敏锐，及时调整产
品结构和策略。

2023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
扭转两连降局面

谢若琳

近期，A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情重燃。2024
年开年的 7 个交易日，已有 506 家 A 股公司更
新了回购进展，其中，已有47家公司耗资6.46
亿元实施回购。另外，新增19单回购计划，新
增回购金额上限合计23.5亿元。

作为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回
购股份具有优化资本结构、维护公司投资价
值、健全投资者回报机制等作用。上市公司依
法合规运用回购工具，积极回报投资者，可以
有效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向市场传递积极
信号，更有助于稳定股价。许多知名企业在现
金流充沛时，将回购股份当作常态化动作。而
在市场低迷时，上市公司回购的频率往往更加
频繁。

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热情高的同时，关乎

上市公司信誉和形象的回购履约率也受到监
管层关注。2023 年12 月15 日，证监会修订发
布《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明确严防“忽悠
式回购”，增加“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者予以纪律处分”的规
定。证监会表示，将加大回购的事中事后监
管，对利用回购实施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
法行为的，依法严厉查处。

近段时间，证监会对“回购爽约”的上市公
司采取责令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已有上市
公司因承诺回购却不实施被采取责令改正的
监管措施，相关违规行为将计入诚信档案，并
被要求按照整改期限完成回购事项。

需要注意的还有回购用途，公司法规定了
六类股份回购用途，用途不同，所展现的功能
也不同，目前A股最常见的是“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和“用于股份注销”。

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用途，回购本质是
对公司长远发展价值的认可。当然，注销式
回购能够提升公司的每股收益，更直接地起
到支撑股价的效果，对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
益具有积极影响，这也是监管部门鼓励的
方向。

总的来看，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具有积极意
义，但上市公司也应量力而行。一方面，不应
因急于提振股价盲目发布庞大的回购计划，以
免实施过程中影响经营现金流；另一方面，要
做到言出必行，杜绝“回购爽约”的情况。此
外，对于投资者而言，应保持谨慎，尽量全面了
解公司的回购能力和增长潜力，切不可仅凭一
纸股份回购公告而跟风炒作。

506家公司更新回购进展 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熊 悦

近日，上市银行董监高增持自家股票动
作频频。

巨潮资讯网显示，1月8日至1月9日，常
熟银行董监高齐出动增持自家股票。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干晴、李勇、孟炯，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孙明，监事宋毅、沈梅、黄烨等人员
共计增持公司股份39.17万股。其中，干晴
两日分别增持5万股。

1月9日，交通银行发布临时公告，1月8
日，公司监事林至红以5.87元/股的成交均价
增持公司3万股股份。

江阴银行也于1月6日发布部分董监高
及核心骨干人员计划增持公告，因计划增持
方式较为罕见，该增持计划一度引发市场
关注。

相关公告显示，自2024年1月9日起六个
月，该行董事长宋萍，董事、行长倪庆华，监
事长陈开成，5位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14名

增持主体，拟以购买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进行
转股及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该行
股票共计不少于1000万元、不高于2000万
元。此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价格
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该增持计划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增持
主体中，除了常规的董监高人员外，还包括
两位核心骨干人员，即该行常州分行行长黄
国庆、苏州分行行长承晖；二是在增持方式
上，较为罕见地以购买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进
行转股的方式增持。

“鉴于部分可转换债券的当前定价，以购
买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进行转股的方式增持，
成本较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
利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上市银行董监高
增持表明其对自家银行未来发展有信心，这
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

对于此次拟增持股份的原因，江阴银行
表示，基于对该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
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该

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该行及全
体股东利益，稳定该行市场预期，增强投资
者信心。

实际上，2024年开年之际，银行股表现
出一定的韧性，不少机构建议关注分红稳
健、高股息率的银行股。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近一周，银行
板块跑赢沪深300指数0.56个百分点。股息
率方面，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
股42家上市银行中，近一年股息率大于6%
的有13家，占比约为31%。

国信证券研报认为，当前银行板块估值
处于低位，板块潜在利空明显减少，估值下
行风险很小。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记者
表示，近期高股息板块整体走强，银行股具
有较低的估值以及相对稳定的高股息，在基
本面支撑下，银行板块配置价值逐步凸显。
同时，在政策优化以及宏观基本面向好趋势
下，行业估值也有望迎来修复。

新年伊始上市银行董监高增持忙

2024年公募基金发行新动向：
指数型基金花样翻新策略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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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51家子公司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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