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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今日在京开幕

本报两会报道组 张 敏 郭冀川 周尚伃

3月3日下午，2024年全国两会首场新闻发
布会——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副
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刘结一介绍，全国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将于3月4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
堂开幕，3月10日上午闭幕，会期6天。

刘结一在会上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民营
经济、就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话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
意味着我国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对于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刘
结一表示，展望未来，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足，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良好基础和
有利条件，经济长期向好态势将持续巩固和增
强，前景光明。

“这几天，许多政协委员从各地来参会，

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春节假期出游热、消费
旺、年味浓。冰雪哈尔滨、古城喀什和许多城
市精彩纷呈、人潮涌动。”刘结一在新闻发布
会现场谈到，据文旅部统计，今年春节假期8
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元，同
比增长47.3%，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和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创历史新高。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提升生活品质的
需求蕴含着巨大消费潜能，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强劲动力。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
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创新、
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始终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去年7月份，《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
见》发布，各地区各相关部门陆续出台配套
政策措施，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民

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

刘结一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不少民
营企业家，他们了解一线情况，深知市场动
态，积极反映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社情民意，参
与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活动，为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言献策。
一年来，大家感到，各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的政策聚焦解决实际问题、破解发展难题，
提振了大家的信心，增强了他们的底气。“在
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大趋势下，民营经济前
景可期，民营企业大有可为”。

针对社会关注的年轻人尤其是应届毕业
生就业话题，刘结一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
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作出
一系列具体部署。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多措并
举，形成稳岗扩就业合力。2023年，各级政府
各类资金直接支持就业创业超过3000亿元，

并采取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城乡困
难群众就业等针对性措施，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1244万人。这是来之不易的，也为继续打
好政策组合拳，持续释放政策促就业红利，加
力稳固就业向好态势，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
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的港澳客车数量大
幅增加，港澳居民“北上”消费成为潮流，大湾
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

“五年前的2月18日（2019年2月18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五年来，大湾区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
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去年4月份，
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时提出，使粤港澳
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刘
结一介绍，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3万亿元，专
利能力位居全球四大湾区之首，成为全球最
具前景的增长极之一。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刘结一：

经济长期向好态势将持续巩固和增强

本报记者 周尚伃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吸
引了不少外资机构来华展业兴业，作为国内
证券行业的新力量——外资券商正加速在华
布局、拓展业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同时，
内资券商跨境业务发展也不断提速，存量规
模已超万亿元。

外资券商持续补全业务资质

3月1日晚间，上海证监局核准摩根士丹
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一是
增加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二是将“债券(包括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自营”变更为“证券自

营”。同时，上海证监局也表示，摩根士丹利
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应当为证券投资咨询、
证券自营业务依法配备有关人员、业务设施、
信息系统和经营场所。

同日，证监会也对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融资融券业务资格事项提出反馈意
见，一是需要补充说明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
包括各项业务收入、利润情况，就公司是否符
合“现有业务经营管理状况良好”进行论证。
二是需要补充说明公司QDIE产品的投资标
的、业绩及风险情况及上述资质获批情况。

2月9日，证监会对花旗环球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设立独资证券公司花旗证券（中国）有
限公司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涉及六项内
容，包括财务状况、信用评级及展望以及更新

近三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
保荐业务的国际排名情况等。

目前，国内外资控股券商共有9家，并且
队伍还在持续扩充。渣打证券计划于今年上
半年正式展业，还有18家拥有外资背景的券
商正在排队申请设立。

中信建投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赵然
表示：“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资
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我国持续扩大金融对外
开放力度，在银行、保险、券商、公募基金等众
多行业和相关领域逐渐放宽外资机构市场准
入要求，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合资公
司和独资公司等多种形式参与我国金融市
场，为相关行业带来了更加多元的产品服务
和经营理念。” (下转B1版)

证券业双向开放提速 外资补“资质”内资忙“跨境”

马方业

春暖花开日，两会又开时。
从今天开始，肩负着人民重托，来自全国各

地、各行各业、各族各界、各个党派的全国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齐聚北京，共商国是，同赴

“春约”。今天率先召开的是全国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明天，即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也将隆重举行。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
喜庆之年，也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
之年，亦是我们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和改革发展重任，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高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高质量促进
经济发展之年。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和新的发展征程上，
全国两会的召开，必将继续吸引国际国内众多
目光关注。毕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
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如何谋划发展，不仅关系着
14 亿中国人的福祉，也关系着世界经济的复
苏。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

GDP规模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稳居
世界第二，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
大贡献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自信开放、奋
发有为、韧性活力的中国，将为当前动荡不安的
世界带来更多的稳定性和更多的发展新机遇。

不过，在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
和困难。对此，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已经指明：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
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
性、不确定性上升”。对于如何克服当前困难，
如何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后，已在
2023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
重大部署，即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
后破”12字要求。按照惯例，每年的全国两会都
会对经济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和落实。我们完
全可以相信，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关贯彻落实
上述12字要求的相关政策建议，诸如围绕“高质
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水平培育新质生
产力”等提出的相关建议、如何制定2024年经济

增长目标、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壮大民营经济以
及对赤字率、政府债规模的设定等财政发力方
面的政策部署……一定会有精彩纷呈的“春消
息”“好声音”陆续传来。

在此，我们特别要谈谈中国资本市场。全
国两会期间，“资本市场”作为焦点热词从来没
有缺席过。今年以来，市场各方对资本市场的
关注度，较以往两会前更是明显升温。

众所周知，自去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
信心”以来，一系列积极的资本市场政策陆续推
出。这表明，党中央对强大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助力科技创新的期望值，达到了一个新高
度。然而开年伊始中国股市表现明显与中国经
济良好基本面不匹配。

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资本市场可能的危
机时刻，在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证
监会短时间内密集发声，重拳出手。

2月7日，新任“掌门人”履新后，证监会抓住
极短的时间窗口，密集展开工作。其中，召开的一
系列座谈会，就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化解风

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业界反响良好。不仅如此，相关举措及时回应了
投资者的关切，充分释放了监管层搞活资本市场，
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决心。对此，股市以“八连阳”
表达了市场的“涨”声。2月27日，证监会召开了资
本市场法治建设座谈会。会议指出，资本市场的
规范要求极高，法治兴则市场兴。加大法治供给
的正能量，同样赢得了市场的喝彩与“涨”声。

春节前后，证监会铁腕立规，“零容忍”执
法，强监管碰硬，重塑出了中国资本市场一片清
朗空间。证监会这种加大法治供给、提升执法
效能、强化司法保障，发挥法治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中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的做
法，无疑会成为金融系统的两会代表与委员们
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时，这也是资本市场各
方对两会的热盼点。

期待和热盼是梦想的种子，时间则是奋斗的
朋友。只要大家踔厉奋发，同心同德，向“新”而
行，向“高”而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2024年全国
两会的召开，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经济以科创赢未
来，以新质生产力促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也必将
强力推动龙年的资本市场在法治化、市场化和国
际化征程中开好局，起好步。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向“新”行向“高”攀 凝心聚力奔未来
——写在2024年全国两会开幕之际

本报两会报道组 李乔宇

截至 2023年 12月底，我国A股市场机构投
资者持股占比 23%，虽然较 2018年底增长已超
过 6%，但与美国、中国香港等境外成熟市场机
构占比均超过50%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
勤认为保险、养老金等作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
资者，参与权益投资比例需进一步提高。而制
约中长期资金入市除“可见”的投资上限外，还
有多方面“隐性障碍”。

贾文勤建议，第一，加强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顶层设计。围绕引入中长期资金强化政策协同
和监管协作，在中央金融委的统筹协调下，加强
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门、人社部门等交流互通。

第二，研究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并弱
化指标对权益投资的约束。适度提高每一区间偿
付能力充足率所对应的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上限。

第三，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全面建立3年以
上的长期考核机制。构建投资管理机构、投资
经理、产品和组合等多层面相互衔接、协调统一
的考核体系，引导机构全方位建立健全与长周
期考核相适配的管理制度，切实转变以往以年
度考核为主的理念和惯性。

第四，多措并举提高养老金权益投资比
例。推动完善年金基金投资管理相关制度规
则，研究将年金基金按照风险偏好划分为不同
的投资组合，实施差异化投资运作，对于风险承
受能力高、距离退休时间较长的，可适当提高权
益投资比例。推动将个人养老金制度扩展至全
国，适时加大个人养老金领域的税收抵扣力度，
鼓励增加缴存规模。

第五，鼓励公募基金主动优化服务。引导基
金公司以满足中长期资金投资需求为导向，加大
对盈利较稳定、估值较合理、抗波动属性较强的
红利型股票发掘力度和基金产品开发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

进一步消除
中长期资金入市“隐性障碍”

折价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公募机构积极参与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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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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