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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萌

近期，随着债券市场“科技板”呼之欲出，
地方政府也摩拳擦掌，抢抓发展新机遇。日
前，深圳市委金融办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
分行等部门召开债券市场“科技板”动员座谈
会，鼓励辖区机构积极争取首批科技板债券项
目。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
债券市场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
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潘功胜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经
济主题记者会上透露，近期，为进一步加大对
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将会
同证监会、科技部等部门，创新推出债券市场
的“科技板”。

简而言之，债券市场“科技板”支持金融机
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三类主
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以精准满足处于不同生
命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求。

具体来看，债券市场“科技板”支持商业银
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
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拓宽科技贷款、债券投资
和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支持成长期、成熟期
科技型企业发行中长期债券，用于加大科技创
新领域的研发投入、项目建设、并购重组等；支
持投资经验丰富的头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创
业投资机构等发行长期限科技创新债券，带动
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以此来看，债券市场“科技板”能够实现种
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科技创新企业
融资“全覆盖”，与股票市场创业板、科创板等
形成协同互补，股债联动，强化市场融资功能，
将有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
质效。

微观层面上，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后，
将促成三方共赢局面。对于科创企业来说，

“科技板”使其融资渠道拓宽、融资成本降低，
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进一步得到有效满足。
符合条件的成熟企业可以直接发行债券进行
融资，早中期企业也能从金融机构、私募股权

投资机构手中获取成本更低的资金。对于金
融机构而言，亦能通过发行债券拓宽支持科技
创新的资金来源，优化业务结构，拓展客户资
源。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也能通过发行长期限
债券，从源头上纾解募资难题，增强投资能力。

中观层面上，债券市场“科技板”支持金融
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形成金
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合力，引导更多债券资金流
向科技创新领域，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宏观层面上，债券市场“科技板”将由中国
人民银行会同证监会、科技部等部门创新推
出，这也充分体现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监管部门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金融“大文
章”。这也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科技创新实力，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国际
影响力。

关于未来部署，潘功胜也明确指出，债券
市场“科技板”会根据科技创新企业的需求和
股权基金投资回报的特点，完善科技创新债券

发行交易的制度安排，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降
低发行成本，引导债券资金更加高效、便捷、低
成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事实上，当前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存在一定
难度，制约了科创企业发展。比如，债券投资
者风险偏好较低，而科创企业不确定性大、投
资风险较高。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满足企业融
资需求的前提下防范债券违约风险？又如何
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提高对投资者的
吸引力？由此，业界对“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降
低发行成本”相关举措颇为期待，期盼债券市
场“科技板”早日落地，尽早解决科创企业融资
难题。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债券市场“科技板”落
地生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力度、深度、广度
势必将大大增强。同时，这也将进一步促进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生根可期

本报记者 孟 珂

3月 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2个月，一揽子存量
政策和增量政策继续发力显效，工业服务业较
快增长，消费投资继续改善，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经济运行起步平稳，
发展态势向新向好。

“经济运行起步平稳主要是指经济运行延
续上年四季度以来的回升态势。在外部不利
影响加深条件下保持了总体平稳。主要体现
在生产稳定增长、需求逐步扩大、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付凌晖说。

从生产来看，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宏观
政策组合效应对工业拉动继续显现，工业生产
较快增长。前 2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5.9%，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0.1个百分
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

对整个工业的增长支撑作用明显。
随着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春节期间假日

经济比较活跃，带动信息技术、旅游交通出行
相关行业的增长，服务业增势较好。前2个月，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上年全
年加快 0.4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分别增长9.3%和8.8%。

从需求来看，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
围，春节期间旅游文化体育市场火热，带动市
场销售回升和服务消费扩大，前2个月，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增速比上年全年
加快0.5个百分点。春节期间国内旅游出行人
次同比增长 5.9%，前 2个月，旅游服务平台交
易额增长超过20%，2024年至2025年冰雪季全
国滑雪场累计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22.8%，国产
动画电影打破多项影视票房纪录。

在加大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设备更
新政策作用下，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基础设施

投资增速加快，带动投资增长回升。前2个月，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1%，增速比上
年全年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5.6%，比上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制造业
投资增长9%，增速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长。

在付凌晖看来，发展态势向新向好主要体
现在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宏观政策效果持续
显现、市场预期和信心改善。

从新质生产力情况来看，各方面加力推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积极推动绿色
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了新动能快速成长和绿色
产业蓬勃发展。前 2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新能源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47.7%。

从政策效果来看，今年以来“两重”“两新”
等政策对生产需求拉动继续显现。前 2个月，
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
产量，以及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家具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

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市场预期来看，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

为，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实现突破。2月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
为 50.2%和 50.4%，比 1月份分别上升 1.1个百
分点和0.2个百分点。

付凌晖认为，前 2个月，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主要指标增速稳中有升，新动能培育壮大，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这是在外部不利影响加
深，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应该
说非常不容易，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需求偏弱，部分企
业生产经营还面临不少困难。”付凌晖表示，下
阶段，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
国两会精神，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
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强化创新驱动，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有效保障
和改善民生。

国家统计局：前2个月国民经济起步平稳 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

本报记者 刘 琪

3月1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5年2月份
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
显示，2025年2月份，银行结汇11324亿元人民币，
售汇12070亿元人民币。2025年1月份至2月份，
银行累计结汇24364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28358
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2月份，银行结汇1579
亿美元，售汇1683亿美元。2025年1月份至2月
份，银行累计结汇3394亿美元，累计售汇3951亿
美元。

2025年2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入42068亿元
人民币，对外付款39986亿元人民币。2025年1月
份至2月份，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85775亿元人
民币，累计对外付款85599亿元人民币。

按美元计值，2025年2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
入5866亿美元，对外付款5576亿美元。2025年1
月份至2月份，银行代客累计涉外收入11951亿美
元，累计对外付款11926亿美元。

谈及2025年2月份外汇收支形势，国家外汇
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2月份外汇
市场运行平稳，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2月份企
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顺差290亿美
元。从主要渠道看，一是我国外贸平稳发展，货
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648亿美元，继续处
于历史同期较高水平。二是国内经济回升向好
和科技发展提振市场信心，2月份外资净增持境
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达127亿美元。三是服务贸
易、投资收益资金流出处于季节性低位。2月份
银行结售汇差额趋向基本均衡，衡量企业、个人
购汇意愿的购汇率明显回落，市场预期和交易保
持理性有序，境内外汇供求总体平衡。

“展望未来，我国外汇市场将继续保持平稳
运行。”李斌表示，一方面，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
发展，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
消费，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稳定预期、激发活力，将推动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稳定外贸发展，鼓励外商投资，有助于促进跨境
资金均衡流动。此外，我国外汇市场更加成熟、
富有韧性，“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
理框架不断完善，防范化解外部冲击的能力进
一步提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

2月份外资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
合计达127亿美元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资本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重要
性进一步提升。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拓宽财产性收入渠
道。其中，股市成为拓展财产性收入、助力消
费的重要抓手，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彰显。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股市
财富管理功能的深化将显著提升储蓄向投资
转化的效率。通过发展权益类投资工具，可
引导储蓄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另一方面，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
制对消费市场具有乘数效应。通过完善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与长期投资文化培育，可使居
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激活消费市场潜力，推
动形成“投资—消费—生产”的动态平衡。

“《方案》提出稳住股市，有助于形成消
费市场与资本市场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助
力经济增长。”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魏凤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

在稳股市方面，《方案》提出，加强战略
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加快打通商业
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
市堵点，强化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
理，依法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和上市
公司股东违规减持等行为。

其中，“加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
制建设”延续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表
述。杨超认为，战略性力量储备的构建可能
涉及平准基金的制度设计，通过“财政注资+
央企股权划转+市场募集”的混合模式形成
资金池，在市场异常波动时发挥稳定作用。

在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方面，去年9
月份以来，证监会会同相关方面先后出台了
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

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举措。
在杨超看来，后续举措预计将围绕制度

优化与资金引入“双线”推进。一方面，深化
长周期考核机制改革是核心方向。财政部、
人社部等部门正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社保基金
五年以上以及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三年以上
长周期考核机制，以降低短期波动对资金配
置的干扰，引导其聚焦长期价值投资。同时，
证监会计划提高公募基金三年以上长周期考
核比重，进一步强化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
导向。另一方面，政策层面将重点疏通中长
期资金入市堵点，包括适度放宽社保和险资
的权益投资比例限制，简化审批流程，并通过
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提升资金入市意愿。

“财政部、人社部、证监会的政策协同，
有效解决了以往因考核周期差异导致的资

金错配问题，为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构建了
‘投资—收益—再投资’的良性循环通道。”
中央财经大学资本市场监管与改革研究中
心副主任李晓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随着各项政策落地实施，杨超表示，预
计 2025年A股市场有望迎来超万亿元的长
期资金流入。其中，保险资金预计成为主要
贡献者。

强化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

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在A股中市值

占比较高，这些企业做好市值管理，对提升
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3 月 17 日，A 股共有
1440 家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占 A 股上
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为 26.68%；央企国企控
股上市公司市值合计 42.25 万亿元，占比
46.78%。

去年 11月份、12月份，证监会、国务院
国资委先后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
号——市值管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企
业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下转A2版）

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彰显 助力消费投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