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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2 月 4 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

满主持召开党委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

院有关会议精神，部署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工作。

会议强调，要积极会同有关方面以更

大力度统筹抓好稳定市场各项措施的落实

落地，稳预期、稳信心，坚决防范市场异常

波动。

会议提出，要加快推进上市公司调研走访

工作，切实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加大优质上

市公司支持力度。严把上市公司入口关，加大

退市力度，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要深入排

查违法违规线索，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恶

意做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等重大违法行

为。要鼓励和支持各类投资机构加大逆周期

布局，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要认真倾听

广大投资者的声音，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证监会召开党委会议部署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工作

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稳定市场措施落实落地

A4
融券业务监管新政效果显现
转融券融出股数持续下降

A2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送来新年政策“大礼包”

A3
回购“接力赛”
超30家公司再出手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商务部2月4日消息显示，2023年，我国对外

投资合作平稳发展。统计显示，2023年全行业对

外直接投资 10418.5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

5.7%（折合1478.5亿美元，增长0.9%）。

其中，2023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169.9
亿元人民币，增长 16.7%（折合 1301.3亿美元，增

长11.4%）。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2240.9亿元人民币，增长28.4%（折

合318亿美元，增长22.6%）。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1338.8 亿

元人民币，增长 8.8%（折合 1609.1亿美元，增长

3.8%），新签合同额 18639.2 亿元人民币，增长

9.5%（折合 2645.1 亿美元，增长 4.5%）。我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9305.2亿元人民币，增长 9.8%（折合 1320.5亿美

元，增长 4.8%），新签合同额 16007.3 亿元人民

币 ，增 长 10.7%（折 合 2271.6 亿 美 元 ，增 长

5.7%）。

日前召开的全国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援助

执行工作会议强调，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援助执

行工作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会议要求，2024年，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

来，立足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统筹发展和

安全，推动对外投资创新发展，引导产业合理有

序跨境布局，加强对外承包工程规范管理，规范

对外劳务合作市场秩序，加强对外援助执行管

理，强化境外风险监测防控，推动对外投资合作

和对外援助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3年我国全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逾1万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房地产融资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近期，多地已就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的落实采取积极行动。

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消息，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近日召开。

会议要求，2024 年要重点做好十个方面工

作，其中提到围绕“稳预期、防风险”，推动建

立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坚持“房住不炒”定

位，加快构建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加快建立

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持续做好个别头

部房企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动化解一批问

题楼盘等。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数据显示，2023
年广东全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35万亿元，

居全国第一；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达 2.52 万亿

元，居全国第二。新开工筹集建设各类保障性

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30.8万套（间），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 2000个；支持租、购等住房消费

提取住房公积金 2475.3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1191.3亿元。

此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

近日召开 2024年工作会议暨“四新”工程建设

动员会。会议也提出持续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

控，强化信用风险管理，加快推进深圳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分类推进重点机构改

革转型。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近日

召开2024年工作会议提出，要紧扣金融监管总

局系统年度重点任务目标，进一步细化目标清

单，坚决抓好贯彻落实，其中也提出要抓重点

领域，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快推进上海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阻隔各类风险

交叉传染。

此前，多个城市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

制，并向当地金融机构推送首批房地产项目

“白名单”。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以项目清单制的形式，

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落地实施，也

是解决预售资金监管难题，确保不会出现大规

模保交楼和烂尾楼现象的关键措施。最近一段

时间各地都会发布类似的“白名单”，并推送项

目给金融部门，相关的贷款投放也会紧随其

后，逐步让市场形成共识，进一步稳定房地产

市场。

多地加快推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见效

证券时报记者 陈雨康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叹服于杭州的繁荣，

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刚刚过去

的2023年，杭州再度大放异彩：除了第19届亚

运会成功举办，杭州经济总量也跻身“2万亿方

阵”，城区人口突破1000万，成为超大城市。

GDP数字的焕新，只是城市蓬勃发展的一

个缩影。走进杭州，证券时报记者看到，经济结

构调整、产业生态转型、资本市场赋能、科技

研发创新等已形成合力，推动着这艘经济巨

轮向着“2万亿”之后的新航标扬帆起航。

跨入“2万亿方阵”

2023年，杭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059亿

元，增长5.6%，正式跨入“2万亿方阵”。

从“1万亿方阵”跨入“2万亿方阵”，杭州

“奔跑”速度越来越快。数据显示，杭州GDP走

势是一条渐趋陡峭的增长曲线：从1000亿元到

5000亿元，用时 12年；从 5000亿元到 1万亿

元，中间隔了6年；从1万亿元到1.5万亿元，用

时4年；从1.5万亿元到2万亿元，也仅用4年。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是杭州迈入“2万亿

方阵”的重要推手。数据显示，2023年，杭州市

服务业增加值达 140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拉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89.0%，成为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

其中，以信息软件业为主体的营利性服务业增

加值增长9.3%，比上年加快7.7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已是新名片

2019年，杭州发布“新制造业计划”，首次

将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列为高质量发展“双引

擎”。经过5年发展，数字经济已是西湖之外的

杭州“新名片”。

记者注意到，2023年，杭州预计数字经济

增加值 5675亿元，比上年增长 8.5%；对GDP
贡献进一步提升，占比达 28.3%。以机器人等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

增速也高于规上工业增速，持续擦亮“数字经

济第一城”的金字招牌。

“公司在享受杭州市数字化红利、打造数实

融合示范企业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杭氧股

份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葛前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未来将在“杭氧云”打造、智能工厂建

设、全国各地气体公司数字化智能运行方面加

大投入，加快推动技术迭代、产业升级。

“中控技术诞生在杭州，这些年的快速成

长得益于杭州优越的经济产业发展环境。”中

控技术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公司是杭州

重点发展的智能物联产业的“链主”企业之

一，近年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下转A2版）

“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擎起“2万亿”增长曲线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2月4日，证监会通报了打击欺诈发行、财

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情况。证监会

表示，将从提高发现能力、完善工作机制、强化

责任追究、突出打防结合等方面综合施策，不

断铲除造假滋生土壤，切实维护市场诚信基

础，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自 2021 年 7 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来，证

监会进一步加大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信息

披露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持续净化市场生

态，提升上市公司可投性。统计显示，近三年

共办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397件，同

比增长近20%，作出行政处罚523件，涉及1932

名相关责任人，对168人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向

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16件，坚决清除

“害群之马”，加速促进“优胜劣汰”。

证监会表示，始终对欺诈发行行为予以全

方位“零容忍”打击，坚决阻断发行上市“带病

闯关”，从源头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是强化立体化追责，让造假者“倾家荡

产、牢底坐穿”。如科创板上市公司泽达易盛、

紫晶存储的IPO发行文件存在重大财务造假，

证监会分别对两家公司及责任人处以14250万

元、9071万元罚款，公安机关对十余名责任人

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投资者获得超过13亿元

民事赔偿。

二是贯彻“申报即担责”理念，“一查就撤”

休想“一走了之”。严肃查处5起在发行申报阶

段报送虚假财务数据的案件，对蓝山科技、思

尔芯两家公司及其责任人，证监会分别处以

1300万元、1150万元罚款。

三是坚持全覆盖打击，涵盖申报、注册、发

行等重点环节，涉及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

交所等重点板块。如思创医惠、起步股份披露

虚假年度报告并使用虚假财务数据欺诈发行

可转债，证监会分别对两家公司及责任人处以

9970万元、7700万元罚款。

财务造假方面，近三年，证监会共办理财

务造假案件203件。证监会介绍，强化了对“关

键少数”的责任追究。奇信股份、宏达新材时

任实际控制人被证监会分别开出 1400 万元、

1000万元罚单；康美药业、獐子岛时任董事长

分别被判处12年、15年有期徒刑。同时，重拳

打击恶性财务造假行为。对易见股份、江苏舜

天等重大恶性财务造假案件分别作出合计

2410万元、1430万元罚款。 （下转A2版）

证监会：综合施策不断铲除造假滋生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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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

国斌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会。会

议指出，要全力扩大市场需求，促进节假日热点

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重大项目及早

投产达效，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当前工业经济发展的

新形势新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

部署上来，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巩固和增强工业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深入推动工业稳增长政策

落实落细，强化工业经济运行调度督导，多措并

举支持企业稳产稳岗，确保一季度工业经济开好

局、起好步。要全力扩大市场需求，促进节假日热

点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重大项目及

早投产达效，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要加强工

业经济运行监测，加强关联性指标分析，及时掌

握了解形势变化，加强风险研判应对。要充分发

挥部门合力，持续加强对困难行业、中小企业的

帮扶和服务水平，加力保障要素供给，妥善应对

近期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

工信部：全力扩大市场需求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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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8年7倍”曾遗憾错过
超200只公募基金今又重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