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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晓璐

12月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
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以下
简称《纲要》）。在完善金融强国建设司法保障
机制方面，《纲要》提出，依法惩治资本市场违
法犯罪行为，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机
制，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健全完善
金融领域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衔接机制，协同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纲要》所传递出的信号指向了最高人民
法院对于未来法院系统在资本市场法治保障
过程中的工作重点和要点。”华东政法大学国
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的刑法惩治将会成为一个工作的重点，将金融
消费者权益与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列，其实
也区分出了在证券市场与其它领域金融市场
不同市场参与人保护标准的不同。

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多次强调，
严打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违法犯罪
行为。如5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证券
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依
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资本
市场秩序，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完善执法司法部门配合制约机制。6月份，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个财务造假典型案例，依

法整治财务审计秩序、有效遏制财务造假工
作，不断加大对财务造假等行为惩治力度，坚
守法治和诚信底线，构建公开透明、诚信为本
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对资本市场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在“5·15全
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表示，证券行政
监管与证券司法审判是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
展、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两大主要力量。最
高人民法院将继续与中国证监会加强监管协
作，共同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纲要》是未来五年人民法院系统改

革规划和实施推进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依法惩
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保护等工作做出安排，彰显了依法从严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和协同配合加强投资
者保护的决心。

对于《纲要》提出的“健全完善金融领域行
政执法与司法审判衔接机制”，郑彧表示，行政
执法与司法审判衔接方面目前在理论上虽有争
论，但共识却在一步一步增强。比如，金融领域
行政执法中的一些证据或者处罚的结果在民事
审判过程中作为当事人援引的事实证明的使
用。未来，无论是行政执法部门还是司法审判，
应该在“以法律为准绳”的框架下对于金融法律
的条文、立法目标、法律理论形成共识。

《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发布

最高法：依法惩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 田 鹏 毛艺融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资本市场作为链
接资本与科技、产业的关键枢纽，在服务新
质生产力方面，大有可为。

近年来，资本市场稳步纵深推进多维度改
革，已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下了坚实基础。在
融资端，从科创板、创业板，到北交所，再到新
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提
升包容性，使更多拥有核心技术和良好发展前
景的企业能够更加畅通地获得融资。在投资
端，监管层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等措施
降低了投资成本，也增强了资本市场稳定性。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资本
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对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与壮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章
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点燃引擎

资本市场在新质生产力创新进程中扮
演关键角色。从早期的风险投资到私募股
权投资，这些资本力量如同甘霖，为科技创
新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不可或缺的资金支
持，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关。

许多新兴的人工智能企业正是在资本
的助力下，在算法优化与产品创新方面取得
突破，也获得不错的估值。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估值超过 10亿元的大模
型AI独角兽企业，包括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稀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川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零一万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如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IPO）及增发等，为成长型企业注入大量
资金血液，使其得以在扩大生产规模、拓展市
场版图以及推进技术升级等方面大展拳脚。

以低空经济产业链为例，包括低空制
造、低空基建、低空运营等多家企业早已登
陆A股市场，借助上市融资加速发展。今年
以来，随着低空经济政策相继落地、相关应
用场景不断拓宽、产品商业模式愈发成熟，
也带来了低空经济产业规模的增长。同花
顺 iFinD数据显示，以可比数据统计，截至12
月 26日收盘，298只低空经济概念股总市值
合计达4.20万亿元，同比增长17.97%。

当前，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而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是重视科技创新，与科技创新更
为匹配的融资模式是直接融资，迫切需要资
本市场发挥更重要的功能。

“资本市场能够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功
能，更精准匹配科技创新在时间、空间、企业
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章俊表示，在跨期
配置方面，长期股权融资、风险投资、债券等
多种金融工具能够容忍企业短期内的亏损和
不确定性，形成与科技企业发展周期相匹配
的资金供应。

疏通经络

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完善的
产业生态构建，即打破行业藩篱与技术枷
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创新。在这
个过程中，资本市场是疏通产业经络、促进
要素流通的核心枢纽。

一方面，上市公司借助资本市场平台，通
过并购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技术、人
才、市场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攻克技
术难题，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新质生产
力相关产业生态加速走向集约，构建起一条
高效运转、创新活跃的产业协同创新链。

为此，今年以来，监管将目光频频锁定
于并购重组领域，旨在以此为有力杠杆，撬
动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协同发展。例如，9月
24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强调，“支持上市公司
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布局，引导更多资
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聚集。”

Wind数据显示，9月24日至12月26日期
间，累计有145家A股公司更新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涉及券商、半导体、机械设备等领域。

例如，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钨高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柿竹园公司”）100%股
权的申请于日前顺利过会。

据悉，中钨高新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硬
质合金和钨、钼、钽、铌等有色金属及其深加
工产品和装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贸
易业务等。其交易标的公司柿竹园公司的主
营业务为钨、钼、铋多金属矿采选及萤石综合
回收、钨精矿冶炼加工和铋系新材料研发。

中钨高新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该笔交易有助于公司形成集
钨矿山、钨冶炼、硬质合金及深加工的完整
钨产业链，整合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
强上市公司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产业基金同样是资本市场整
合资源的重要抓手。由政府引导基金与社
会资本携手设立的各类产业基金，往往聚焦
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特定新质生产力领
域，通过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精准投资，
有力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发展与协同创新，逐
步构建起完整且富有活力的产业链条与创
新生态群落。

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包括深圳、上海、
北京等地已设立或筹备设立人工智能产业
基金，参与优质人工智能企业的投融资。截
至 12月 26日，年内A股上市公司拟发起的
产业并购基金中，有31只的投资领域涉及人

工智能，预计募集规模上限超6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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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等工具
和手段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完善产业
链布局、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多元化发
展。从目前的政策趋势来看，并购重组将进
一步脱虚向实。政策将支持上市公司围绕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进行并购重
组，包括跨行业并购、有助于补链强链和提
升关键技术水平的未盈利资产收购。

把准航向

事实上，资本市场对于新质生产力而
言，不仅是坚实的服务者与资源整合者，更
是具有前瞻性的引领者，能够引导资源向战
略性、创新性前沿领域倾斜，推动新质生产
力不断迈向更高层次的升级与突破。

具体来看，在制度创新层面，我国多层次
资本市场针对新质生产力企业的独特性量身
定制差异化上市标准与制度框架，淡化传统
盈利指标，转而着重考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
度、技术创新实力以及市场发展潜力等关键
要素，从而吸引更多尚处于成长初期但创新
活力充沛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平台，为
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情注入强大动力。

例如，今年 6月份，证监会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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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八条”）提
出，适应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投入大、周期
长、研发及商业化不确定性高等特点，支持
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科创属性
突出的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在科创板上
市，提升制度包容性。

随后，11月29日，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奕材”）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正式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成为

“科八条”发布后，受理的首家未盈利企业。
受理西安奕材科创板 IPO申请，充分表

明资本市场对国家战略行业优质企业上市融
资的支持。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
力科技自立自强，是科创板的初心和使命。

与此同时，企业也应该抓住资本市场机
遇。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合伙人叶晓红建
议，在资本市场运作规划上，科技企业更应

发挥主动性，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并
购等功能，加速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通过
精准对接投资者需求，展现企业的成长潜力
和价值创造能力，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支持
与关注。同时，应注重风险管理，确保资本
运作的稳健性与可持续性，为企业的快速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在投资者培育维度，资本市场通
过系统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以及大力发展机
构投资者群体，积极倡导长期价值投资理
念，引导投资者将目光更多投向企业的创新
内核与长远发展前景，为新质生产力企业营
造稳定且理性的资金支持环境与合理的市
场估值体系，激励企业心无旁骛地投身于长
期创新探索与战略规划布局。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推行了一系列针对
性政策举措。例如，证监会大力发展指数基
金，权益类 ETF规模先后突破 2万亿元和 3
万亿元大关；9月份，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联
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
见》，推动形成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

章俊表示，科技型企业非常需要长期资
本的加持，资本市场可以吸引养老金、保险资
金等耐心资本投向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科技
创新企业，为企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持。

展望未来，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发
展研究会会长程凤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下一步，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
推动市场制度改革，提高优质资产供给，增
强市场的吸引力，为中长期资金提供更多
优质投资标的；同时，发展多元化金融产
品，鼓励推出适合中长期资金需求的资产
管理产品等。

章俊建议，一是优化资本市场体系支持
科创企业，强化科创债与机构投资者作用；
二是着力培育耐心资本，畅通创投资本的退
出渠道；三是出台新质生产力企业认定标
准，加快构建科学评估与风控体系；四是全
面推行“两强两严”的监管新模式，加快完善
注册制配套监管机制。

凭借创新驱动的活力源泉、整合资源的坚
实脉络以及引领发展的明确航向，资本市场为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与壮大注入磅礴动力，助力
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扬帆远航，成为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

资本市场向“新”聚力 助推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
本报记者 王 宁

12月26日，广州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
所”）新能源金属品种板块迎来新成员——多晶
硅期货和期权，这是继工业硅、碳酸锂品种后，广
期所上市的又一新能源金属品种。

在多晶硅期货挂牌仪式上，证监会期货监管
司司长李至斌出席并宣读批复文件，广东省政府
副秘书长黄明忠等出席活动。

广期所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15时收盘，
多晶硅期货成交量达33.13万手，持仓量为3.97万
手，成交额为416.35亿元。总体上看，多晶硅期
货市场运行有序，投资者参与理性，实现了平稳
起步的预期，为12月27日上市的多晶硅期权打下
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多晶硅期货首批上市合约包括
PS2506、PS2507、PS2508、PS2509、PS2510、PS2511
和PS2512，从当日价格走势看，主力PS2506合约开
盘价44000元/吨，收盘价41570元/吨，较挂牌基
准价38600元/吨上涨7.69%。

证监会官网显示，今年以来，包括红枣期权、
玻璃期权、鸡蛋期权、玉米淀粉期权、生猪期权、
瓶片期货、铅期权、镍期权、锡期权、氧化铝期权、
原木期货、原木期权、瓶片期权、多晶硅期货和期
权等15个品种陆续获同意注册，且全部在今年内
先后完成上市交易，这些新品种涵盖了农产品、
能源、金属等多个领域，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
济提供更多有力工具。综合来看，在新品种上市
中，期权成为主力军。

业内人士表示，期货市场作为金融衍生品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产业
升级的功能日益凸显。2024年，期货市场迎来了
多个新品种上市，这些新品种不仅丰富了市场结
构，更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和精细化的风险管
理工具。其中，农产品领域的新品种尤为引人注
目，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产品期货市
场的功能发挥也愈发重要。今年新上市的农产
品期货品种包括生猪期权、玉米淀粉期权、鸡蛋
期权和红枣期权等，这些品种不仅具有广泛的种
植和消费基础，更在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此外，多晶硅期货及期权推出也是一大亮
点。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等领域的期货品种逐渐崭露头角，今年多
晶硅期货及期权正式上市，为能源市场提供更为
灵活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推动能源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多家期货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随着期
货市场新品种数量不断增加，期货公司也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为了抓住这些机
遇并应对挑战，期货公司需要从加强新品种的研
发和创新能力，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建设，以及
加强市场拓展和投资者教育工作等，不断提升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

多晶硅期货及期权昨日推出
期权成年内上市新品主力军

多家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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