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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岚

A股上市公司博深股份近日披露了一份关
于“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的内部审核制
度”的公告，在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的
规范要求、审核程序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
规定。

比如，不得涉及未公开重大信息、不得选
择性发布或回复、不得迎合热点、及时回应市
场质疑，以及明确规定董事会秘书是互动易平
台信息发布与管理等相关工作的负责人，对在
互动易平台发布或者回复投资者提问涉及的
信息进行审核等。

这显示出，随着监管机构围绕信息披露持
续释放强监管信号，对于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合规问题，上市公司正从
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建设。

上交所“上证e互动”和深交所“互动易”设
立的初衷，是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平台进行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自愿性
信息发布，作为上市公司法定信息披露的有益
补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投资者互动平台当
前已经成为部分上市公司“乱说话”“说错话”
的高发地，近日就有思美传媒、苏大维格等公
司因在互动平台上乱蹭热点而被监管机构
处罚。

对此，上市公司主动作为，进一步强化信
息披露工作的精细化管理，通过“自选动作”设
立专门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信息披露内部审核
制度，显然有利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强化风险
责任意识，从源头上预防违法违规行为的发
生，更好地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深投资者对
上市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不断提升投资价值。

而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强化监管执法、
严格事后追责固然非常必要，但净化市场环
境，维护市场稳定运行，还需促使上市公司查
漏补缺、精益求精，提高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
水平。因此，笔者呼吁其他上市公司效仿博深
股份的做法，主动设立投资者互动平台信披内
审制度，在更好地合法合规良性发展的同时，
也将信息披露这一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
基石夯得更牢更实。

为上市公司主动设立
互动平台信披内审制度点赞

本报记者 孟 珂

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下降0.3%，环比上涨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0.3%。

CPI方面，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以下同
为“2023年 11月份”）下降 0.5%转为上涨
0.1%。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9%转为
上涨0.9%，影响CPI上涨约0.17个百分点。非
食品价格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
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CPI下降0.3%，降幅比上月收
窄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7%，
降幅比上月收窄0.5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
约0.70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5%，涨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
0.38个百分点。

从分项指数来看，食品中，猪肉价格同

比下降26.1%，降幅收窄5.7个百分点，影响
CPI下降约0.43个百分点，是带动CPI同比下
降的主要因素；鸡蛋、牛羊肉、食用油和禽肉
类价格同比降幅在1.7%—8.4%之间。非食
品中，中药材价格同比上涨17.7%，涨幅比上
月有所回落；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同比分别
上涨 6.8%和 5.5%，飞机票价格同比下降
7.3%；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小汽车价格同比
分别下降6.4%和5.4%，降幅均有扩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
表示，2023年12月份，受寒潮天气及节前消
费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CPI环比由降转涨，
同比降幅收窄；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0.6%，涨幅保持稳定。

PPI方面，从环比看，PPI下降0.3%，降幅
与上月相同。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3%，降幅与上月相同；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PPI下降2.7%，降幅比上月收

窄0.3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3.3%，降幅收窄0.1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
下降1.2%，降幅与上月相同。主要行业中，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价格分别下降7.9%、1.9%，降幅分别收
窄0.3个和0.4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降幅在1.6%—6.3%
之间，均有收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
降16.5%，降幅扩大0.7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价格分别下降4.3%、3.9%，降幅分别扩
大0.3个和0.4个百分点。另外，文教工美体
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价格上涨4.1%，化学纤
维制造业价格上涨1.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价格上涨0.4%。

在董莉娟看来，2023年12月份，受国际
油价继续下行、部分工业品需求不足等因素
影响，全国PPI环比下降，同比降幅收窄。

2023年12月份CPI、PPI同比降幅均收窄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23年
12月份及2023年全年金融数据。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17万亿元，
同比少增2401亿元。2023年全年人民币贷
款增加22.75万亿元，同比多增1.31万亿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3年12月
份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主要原因是当月
特殊再融资债券资金用于置换城投平台存
量贷款持续推进，对新增贷款规模有一定
影响。

“2023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1.31
万亿元，主要源于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约2.5万亿元，背后是稳增长政策发力带动基
建贷款增速加快，以及政策面持续支持制造
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保持

30%以上的高增。”王青说。
社融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万亿元，比2022年同
期多6169亿元。202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累计为35.59万亿元，比2022年多3.41万亿
元。另据2023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
报告显示，初步统计，2023年末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为378.09万亿元，同比增长9.5%。

王青表示，2023年12月份社融同比多增
主要源自政府债券融资多增以及企业债券
融资少减。全年来看，2023年新增社融同比
多增3.41万亿元，这是货币政策在总量方面
发力的集中体现。从结构上看，2023年政府
债券融资大幅多增，占新增社融的比重达到
27%，较2022年提升4.7个百分点，表明当前
政府债券正在成为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
渠道。

数据显示，2023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

余额292.27万亿元，同比增长9.7%。狭义货
币(M1)余额68.05万亿元，同比增长1.3%。流
通中货币 (M0)余额11.3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全年净投放现金8815亿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3年M2增速受到政府债券
发行提速及支出节奏变化、信贷需求不足等
诸多因素影响。

展望2024年，王青认为，2023年四季度制
造业PMI运行在收缩区间，稳增长政策需求加
大，这会对新发放贷款形成一定推动作用。
由此，预计1月份新增贷款大概率会保持同比
多增，多增规模大约会在4000亿元。另外，受
低基数影响，1月份债券融资也有望实现同比
多增，预计新增社融规模也将保持同比多增
势头，宽信用进程将在1月份延续。此外，考
虑到一季度将是2024年稳增长政策发力的关
键阶段，降息降准有望落地。

2023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2.75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5.59万亿元

云南昆明云南昆明：：节日饰品走俏节日饰品走俏 喜喜庆年味渐浓庆年味渐浓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本报记者 杜雨萌

1月12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获悉，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准
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精准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
需求，将有助于房地产行业企稳。一方面，加快
优质房地产项目审批流程，尽快形成实物投资，
将有助于房地产投资企稳。另一方面，暂时遇
到困难的项目受到融资支持，将有助于减少项
目交付风险，改善行业预期，促进需求释放，有
利于房地产市场企稳。”

《通知》明确，指导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立由城市政府分管住房城乡建设的负责同志
担任组长，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金融监管
总局派出机构等为成员单位的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以下简称“协调机制”）。协调机制要
明确工作分工，强化统筹谋划，细化政策措
施，将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定期组织各方会
商，及时研判本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和房地产
融资需求，协调解决房地产融资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推动房地
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保障金融
机构合法权益，指导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开发
企业平等协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自主
决策和实施。

在筛选确定支持对象方面，《通知》称，协调
机制根据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情况及项目开
发企业资质、信用、财务等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原则，提出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
单，向本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推送。同时，对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逃废金融债务等问题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项目，要提示金融机构审慎
开展授信。

《通知》要求，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评估协调机制推送的支持对象，对正常开
发建设、抵押物充足、资产负债合理、还款来源
有保障的项目，建立授信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
程、缩短审批时限，积极满足合理融资需求；对
开发建设暂时遇到困难但资金基本能够平衡的
项目，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通过存量贷款展
期、调整还款安排、新增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
同时，加强贷款资金封闭管理，严防信贷资金被
挪用于购地或其他投资。

《通知》强调，协调机制要加强工作统筹，为
金融机构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协调有关部门
加快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对符合条件的房地产
项目要尽快为其办理“四证”；加强信息共享，及
时向相关金融机构提供项目建设运行、预售资
金监管等信息；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机构
做好在建工程等抵押提供支持，保障金融机构
债权安全。要进一步压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主体
责任，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项目销售、处置
存量资产、引入投资者等方式改善自身现金
流。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真实反映资产负
债、销售经营等情况，合规使用信贷资金，进一
步增强银企互信。

两部门：建立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吴晓璐

1月12日，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证监会
发行司司长严伯进、上市司副司长郭瑞明、机
构司副司长林晓征等出席，介绍新股发行节
奏，上市公司分红、回购，以及投资端改革、中
长期资金入市等情况。

林晓征表示，证监会将研究制定“逆周期
布局”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对逆周期布局的正
面激励，引导机构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切
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继续把好IPO入口关

对于新股发行节奏，严伯进表示，2023年8
月底以来，证监会加强逆周期调节，阶段性收

紧IPO，合理把握新股发行节奏。下一步，证监
会和交易所将继续把好IPO入口关，从源头提
升上市公司质量，做好逆周期调节工作，更好
促进一二级市场协调平衡发展。

在谈及注册制下新股发行定价相关情况
时，严伯进表示，试点注册制以来，证监会坚持
辩证系统思维，在推进新股市场化发行的同
时，全面加强发行承销各环节监管，通过制度
安排、过程监管、监督检查等手段，督促市场各
方归位尽责，抑制阶段性出现的抱团压价和大
比例超募两种不合理倾向。

全面实行注册制以来，证监会借鉴试点
注册制成功经验，继续严格监管发行承销行
为，引导网下投资者合理报价、督促发行人和
承销机构审慎定价。同时结合不同板块特
点，在完善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

定价、配售机制基础上，兼顾中小投资者利
益，在询价对象范围、网上网下分配比例等方
面做出差异化安排。新股发行承销机制运行
总体平稳。

针对极端超募现象，严伯进表示，证监会
和交易所坚持从严监管，监测约束异常报价行
为，督促发行人和承销机构充分提示风险、审
慎定价，严肃查处询价定价环节违规行为。从
效果看，2023年9月份到12月份，新股发行平均
市盈率有所回落，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的比值明显下降，未出现大比例超募。

推动分红意识不断增强

分红方面，据郭瑞明介绍，近年来，上市公
司分红水平稳中有升。近五年，沪深上市公司

分红金额逐年增长，累计分红8.4万亿元，分红
金额超过当期融资额。2023年，共有3361家沪
深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全年现金分红总
额2.13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平均股息率达
3.04%，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相比处于中上游
水平。

郭瑞明表示，证监会将在尊重公司自治的
基础上，更好发挥监管的引导约束作用，推动
上市公司不断增强分红意识，优化分红方式，
培育分红习惯，提高现金分红水平，进一步增
强投资者获得感。

回购增持方面，近三年，沪深两市年均537
家公司披露回购方案、拟回购金额1462亿元；
年均628家实施回购、回购金额1016亿元。年
均367家公司披露股东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259亿元。 （下转A2版）

证监会：将研究制定“逆周期布局”激励约束机制
继续把好IPO入口关，推动上市公司不断增强分红意识，研究制定《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