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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充分
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大力提升保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金融
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若干意见》要求，深刻把握保险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内涵，牢固树立服务优先理念，助
力筑牢经济安全网、社会保障网和灾害防控
网。提出到2029年，初步形成覆盖面稳步扩
大、保障日益全面、服务持续改善、资产配置稳
健均衡、偿付能力充足、治理和内控健全有效
的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框架。保险监管制度体

系更加健全，监管能力和有效性大幅提高。到
2035年，基本形成市场体系完备、产品和服务
丰富多样、监管科学有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保险业新格局。

《若干意见》强调，要严把保险市场准入关，
严格保险机构持续监管，严肃整治保险违法违规
行为，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保险业风险。要丰
富巨灾保险保障形式，积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扩大健康保险覆盖面，健全普惠保险体系，提

升保险业服务民生保障水平。要聚焦国家重大
战略和重点领域，服务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提升保险
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持续健全保险市场体
系，持续深化保险业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要提升产品定价精准性，提高数
智化水平，增强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健全
央地协同工作机制，深化部际协调联动，强化推
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协同。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本报讯（记者田鹏）9月11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
所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5号——简明
信息披露》（以下简称《简明信息披露指南》），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次指南的发布旨在进一步
提高信息披露针对性及有效性，降低优质实体
信息披露成本，提升融资效率。

信息披露是债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核心。
近年来，上交所按照分类监管理念，严把入口
关，对优质发行人，支持其提升信息披露及时
性、有效性，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对风险较高的
发行人，强化信息披露要求，细化风险揭示内
容，着力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在前
期工作基础上，为进一步体现扶优限劣的精神，
减轻优质市场发行人的信披负担，增强信披可
读性，上交所制定了《简明信息披露指南》。

《简明信息披露指南》明确了优质主体公司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申报材料编制和存续期信
息披露的简化安排，引导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循
重要性、针对性原则，重点披露有利于投资者作
出价值判断的事项。

在适用主体上，除优质市场参与主体及符
合条件的科创债、绿色债发行人外，进一步支持
最近两年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均为A的上市
公司适用简化信披安排。

在简化披露事项上，重点作出三方面措施
安排：一是简化申报文件编制，整合归并董监高
对申报文件和募集说明书的书面确认意见等同
类申报文件，对发行上市申请和挂牌转让申请
等文件提供简化模板，并明确容缺受理机制。
二是简化募集说明书和计划说明书信息披露内
容，以列表形式逐章说明信息披露简化事项，支
持知名成熟发行人以列表形式简要分析半年度
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形成简要披露、索引式披露
等多项格式参考文本，将简化披露的内容规范
化、标准化，并明确在审项目财务数据提交时
限。三是明确存续期定期报告简化或豁免披露
事项，提供索引式披露示例。

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将在中国证监会的指
导下，继续加强以偿债能力为核心的债券信息
披露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工作中实践经验，及时
回应市场合理需求，夯实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基础。

上交所发布债券简明信披指南
提升信息披露针对性和有效性

本报记者 杜雨萌

9月11日，《证券日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今
年1月份至8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
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775亿元，同比增长
10.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

据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国铁集团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优质高效推进铁路建设，加强施工组织
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生态环保措施，确保了工
程进度和质量，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
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进入8
月份，铁路重点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川青铁路镇
江关至黄胜关段建成通车，极大便利旅客前往
黄龙、九寨沟等著名旅游景区；宣城至绩溪高
铁、包头至银川高铁惠农至银川段、龙岩至龙川
高铁梅州西至龙川西段、渝昆高铁重庆西至宜
宾东段开始试运行，上海至苏州至湖州高铁已
启动静态验收；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
进展，南京至芜湖铁路改造工程南京南隧道进
入盾构施工阶段、西安至延安高铁武家塬隧道
贯通、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全线隧道贯通。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
铁集团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着眼提升铁
路网整体功能和效益，抓好联网、补网、强链工
程，精心组织在建项目施工，加快重点项目前期
工作，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作出积
极贡献。

前8个月全国铁路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

全国碳市场迎首轮扩围
行业上市公司积极行动
............................B2版

苏诗钰

今年以来，服务消费以蓬勃之势崛起，成
为经济发展的“金字招牌”，在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持续
增强，去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82.5%，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
器”。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消费
快速增长，其对GDP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至2023年，全国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
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分别增长15.1%、
11.4%和10.3%，增速高于消费支出总体水平。
可以看出，服务消费的“金字招牌”，正闪耀着
璀璨的光芒。

具体到上半年服务消费类上市公司业绩
来看，相关公司经营稳健，展现出强劲发展动
能。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居民旅游出行

继续复苏，社会活力进一步提升，机场、旅游及
景区、酒店餐饮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20.7%、28.3%、3.4%。

笔者认为，随着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
的不断创新，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含金量”也
将不断提升，这主要缘于三方面力量的推动。

其一，得益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随
着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居民收入较快提
高，消费者对各类服务消费的意愿增强，居民
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消费场景活跃，
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带动居民服务性消费
支出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
消费支出6200元，同比增长9.2%，快于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增速2.4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支出
比重为45.6%，比上年同期上升1.1个百分点。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
零售额4.3个百分点。

此外，假日出游需求旺盛，居民出行体验提
升，餐饮、交通、文旅等相关服务消费增势表现

良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继春节长假出
行消费大幅增长后，“五一”和端午假期国内旅
游出游人次同比分别增长7.6%和6.3%，出游总
花费分别增长12.7%和8.1%。上半年全国铁路
客流大幅上涨，京沪高铁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23.77%，首次突破60亿元，创上市以来新高。

其二，离不开不断创新的消费新模式。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传统的服务模式已
经很难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相关企业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使得服务消费更加高效、便捷、个
性化，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体验。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前5个月，数字
服务消费增势稳健，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
持两位数增长，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
务总量同比增长11.9%。相关上市公司在积极
响应这些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利用科技创新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创新服务模式，以此来实
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归功于政策支持营造的良好环境。
今年以来，一系列鼓励消费、促进相关行业发
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如相关部门创新开展了

“消费促进年”系列活动，扎实推动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落地见效，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促进
服务消费平稳增长。下半年以来，政策力度加
码，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
8月初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从6方面提出20项重点任务。

总的来说，凡事成之，必在干之。推动服
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
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只有不断提升服
务供给质量，加强创新能力，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才能让服务消费这块“金字招牌”更加熠熠
生辉，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服务消费动能强劲 助力上市公司业绩“含金量”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持续升温。9月份以
来，沪深两市已披露8单重大资产重组计划，
例如，中国船舶拟吸收合并中国重工，国泰君
安证券拟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思林杰拟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科凯电子控股权，
中国五矿拟入主盐湖股份……

去年以来，特别是新“国九条”出台以来，
证监会多措并举激发并购重组市场活力，进
一步优化重组政策环境，并购重组正进入“活
跃期”。数据显示，自5月份以来，上市公司共
披露46单重大资产重组项目，7单发股类重组
提交证监会注册。

未来，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和市场生
态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有望持续活
跃。从并购主体来看，国有上市公司有望成
为并购的主要主体；从并购目的来看，更多上
市公司通过产业链并购实现资源整合，发挥
协同效应；从并购领域来看，“硬科技”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主流，另外，证券行业
将有更多市场化并购重组诞生。

国企并购重组呈三大特点

国有企业整合重组，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
要内容和路径。上述46单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中，国有上市公司发布的有23单，占比50%。

从并购特点来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有
三大特点，首先，聚焦主业发展，提质增效。
如9月2日，中国船舶拟吸收合并中国重工，打
造船舶第一股，以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和兴装强军主责主业，加快船舶总装业务高
质量发展，同时规范同业竞争，提升上市公司
经营质量。

其次，向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集中。如7月19日，华电国际发布公告
称，拟购买华电集团多项发电资产，以优化能
源业务结构。另外，将优质火电资产注入华
电国际，可以充分借助资本市场价值发现机
制打造中国华电旗舰常规能源上市公司，助
力发挥火电在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及能源保供
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能源
安全战略。

最后，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发
挥产业引领作用。如9月5日，紫光股份公告
称，通过全资子公司紫光国际以支付现金的
方式向HPE开曼购买其所持有的新华三29%
股权已完成交割。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通
过紫光国际持有新华三的股权比例将由51%
增加至81%。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增强数字经

济产业布局，发挥协同效应，提升核心竞争
力，同时增厚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今年以来，国企重组数量多、节奏快、方
向明确。”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期从事国资研究的学者王绛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国有企业
进一步加强市场化资产重组，围绕强化国有资
本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
功能以及提升国有企业价值进行重组。

“下一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以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为重点任务，在推动未
来产业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
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加强投入，并深
化改革。”王绛表示。

“硬科技”企业并购活跃

今年以来，“硬科技”企业并购较为活跃，
助力技术创新与资源整合。自6月份《关于深
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八条措施》（以下简称“科创板八条”）
发布以来，科创板并购重组风生水起，截至9

月11日，近20家科创板公司发布产业并购方
案，其中，4家为重大资产重组。

其中，生物医药行业典型案例不断涌
现。6月25日，艾迪药业拟增持控股南大药
业，构建尿激酶产业价值链的整合业务模
式，有助于上市公司发挥产业协同作用，实
现优势互补，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可持
续发展能力及整体实力；7 月 2 日，心脉医
疗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受让心脉医疗联营
公司Optimum Medical Device Inc.72.37%股
权，加强公司在主动脉介入医疗器械研发、生
产、销售等领域的协同。

“科创板八条”提出，“支持科创板上市公
司着眼于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收购优质未盈
利‘硬科技’企业”。6月21日，芯联集成发布
重组预案，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收购未盈利资产芯联越州剩余72.33%股
权。这是“科创板八条”后首单收购未盈利资
产的方案。

“一系列鼓励并购重组的政策密集出台，
为并购重组市场回暖创造了条件。”银河证券
策略首席分析师杨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科创板八条”支持科创板上市
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整合，收购优
质未盈利“硬科技”企业等，进一步活跃“硬科

技”领域并购重组。

证券行业“强强联合”加速

今年以来，在政策支持和鼓励下，券商并
购浪潮再起。3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
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
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提出到
2035年的建设目标：形成2—3家具备国际竞争
力与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力争
在战略能力、专业水平、公司治理、合规风控、
人才队伍、行业文化等方面居于国际前列。

新“国九条”提出，支持头部机构通过并
购重组、组织创新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科创板八条”提出，鼓励证券公司积极开展
并购重组业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此后，多家券商通过并购重组强化业务
协同，提升市场竞争力。8月8日，国联证券
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
买民生证券控股权；8月21日，国信证券发布
公告称，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购买万
和证券53.09%股份，收购万和证券控股权；
国泰君安、海通证券9月5日晚间双双发布停
牌公告，国泰君安证券拟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 （下转A3版）

并购重组进入“活跃期”沪深两市月内已披露8单重大资产重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