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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董事长葛小波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推动股票发行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王蕊

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资本市场尤其如此。

春节以来，国内资本市场初步呈现企稳回升

态势，投资者信心正逐步聚拢起来，但必须清

醒看到，目前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还有待增

强，投资者信心仍需进一步巩固，必须坚持

“以投资者为本”，把“两强两严”监管理念落

到实处。

近日，国联证券董事长葛小波在接受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市场必须高效配置

资源，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资本市场才能够

有持久的生命力。他强调，要切实保护各个环

节投资者的权益，这是一项系统化工作，不能

顾此失彼。长远看，要推动股票发行从卖方市

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保护投资者是一项系统化工作

在葛小波看来，资本市场是一个定价场

所，让融资者让渡部分股权或债权获得资金流

入，投资者在承担相应风险的代价下获得合理

回报，这样资本市场就可以通过交易定价的方

式将资源优化配置到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潜

力的企业。

在此过程中，投资者既是风险承担者，也

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只有投资者能长期

获得可预期回报，才有意愿通过资本市场投入

资金，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资本

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最重要参与主体，

‘以投资者为本’是资本市场生存和发展的

基石。”葛小波说，资本市场伴随企业生命周

期，通过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一级市

场、二级市场形成完整的链条，共同发挥作

用。因此，资本市场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同样

重要。

（下转A5版）

证券时报记者 霍莉

最近半个月，国际现货、期货黄金持续创

历史新高，触及 2200美元关口，实现了 10%的

涨幅。不少从未有过贵金属投资经验的投资

者开始加入购买黄金资产的行列，掀起新一

轮“淘金”热潮。不过，此轮黄金上涨是大牛市

的序曲，还是短期多重市场情绪刺激下的脉

冲，还有待市场验证。

如果说成熟的理财投资者购入黄金是为

了“理性避险”，那么，当前不少缺乏投资贵金

属经验的投资者大举涌入，则带有明显的“羊

群效应”。特别是在当前多种投资方式不及预

期的情况下，许多投资者迫切寻求一个短期能

大幅增值的资产。

实际上，过去一年，金价整体处于强势震荡

上行期。去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的爆雷事件刺

激了国际金价的新一轮上涨，一度从1800美元/盎
司突破到2000美元/盎司。相似场景再度出现，

近期美国纽约社区银行遭遇危机再次刺激了市

场的避险情绪。不同的是，此次金价的短期飙

涨，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叠加，更有明显的导火索。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多个经济体

存在衰退风险、各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等多重

因素，支撑着金价的上行。从历史规律看，由

于美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与黄金价格密

切相关，每一轮美国开启降息都会带动黄金价

格上涨，而近期美联储降息预期再度升温。

金价是否会继续上涨？虽然市场多持乐

观态度，但是短期仍具有追涨风险，毕竟影响

黄金价格波动非预期之外的因素仍时刻存在。

目前，国内投资黄金的渠道主要包括实物

黄金、黄金股票、黄金ETF、黄金期货以及黄金

衍生品或服务型产品。对于缺乏贵金属投资

经验的投资者，就需要选择相对友好的投资方

式，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受“原油宝”穿仓事件的影响，

2021年到2022年间，国内多家银行陆续暂停了代

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业务，或账户贵金

属业务（纸黄金业务）等加杠杆的保证金业务。

在投资渠道方面，黄金ETF、银行积存金、

银行理财“固收+黄金”等产品和业务具有交易

规则简单、启动金较低、变现方便、兼顾流动性

等特点，相对于黄金期货等更适合普通投资

者。国内投资者在进行黄金投资时，应注意选

择与自身风险偏好和目标期限相匹配的投资

方式，以规避暴涨暴跌的市场风险。

理性看待新一轮“淘金”热潮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3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 促进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国家发改委指出，《通知》是在现行办事指南框

架下，优化优质企业外债管理，简化相关要求和流

程，完善相应事中事后监管，在有效提升企业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的同时，切实防范企业外债风险。

《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合理

界定优质企业标准，提升外债管理的精准有效

性；二是简化相关审核要求和流程，增强优质企

业政策获得感；三是保持政策举措的灵活适度

性，积极支持和指导企业合理融资、提高外债资

金使用效益；四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防范企业

外债风险、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审核和流程简化方面，《通知》明确，对优质

企业申请办理外债审核登记，实行专项审核，加

快办理流程。同时，企业可提交包含子公司在内

的计划性合并外债额度申请，实现一次申请、分

次（或内部调剂）使用。

对借用国际商业贷款但暂无法提供已签署贷

款协议、境外发行债券但暂未确定主承销机构的企

业，《通知》明确可予“容缺办理”；不过，《通知》对此

也有补充要求，即企业在借用外债后向国家发展改

革委报送信息时，需补充提供有关材料。

《通知》还明确，信用评级符合一定条件的企

业申请材料中的专业机构法律意见，可由企业内

部法律或合规部门出具。

优质企业借用外债
流程更便利了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召开扩大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

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以及中央

金融委、中央金融办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落实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

胜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对支

持和促进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责无旁贷。中国人民银行要对

标对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重点工作，逐项

细化措施，推动落地见效。

要聚焦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

准有效，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促进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

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持续深化利率市

场化改革，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要聚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提高金

融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完善政策框架和“工具

箱”，优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提升绿色金融服

务能力，构建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养

老金融发展步伐，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要

聚焦稳妥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金

融支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因城施策

精准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满足各类房

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要聚焦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完善金融市

场开放制度，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

时，要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常态化、长效化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和经济责任

审计整改，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

步强化全系统严的氛围。

会议指出，人民银行高度重视全国两会汇集

的社情民意，始终把建议提案办理作为政治任务

和政治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下一步，要按

照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有关工作要求，完善建

议提案办理工作机制，在回应民声上倾真情，在

沟通协商上求共识，在解决问题上见实效，真正

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体现到实际工作中。

央行：持续完善政策框架和“工具箱”

证券时报记者 吴少龙

一方面，伴随着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产

品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不同年龄

投资者人数日益增多，且95%以上为中小投资者。

两者相遇，迸发出巨大的投教内容需求。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

临。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当前，为满足投资

者对金融知识的需求，以券商、基金为代表的

资本市场重要参与主体，积极发挥连接市场和

投资者的“桥梁”作用，在内容、形式、渠道等多

领域跟着场景走，持续积极探索和创新，打造了

一批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投教产品，帮助投资

者更好地学习掌握投资知识，提升投资技能。

在内容创作上精雕细琢

以我国著名作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

小说集《聊斋志异》为故事背景，围绕书生和狐

妖的故事展开，通过书生在赶考路上遇到狐妖

被其迷惑所引发的贪念，将非法集资概念引入

文内，结尾以“鱼为诱饵而吞钩，人为贪婪而受

骗”点睛，提醒投资者警惕高收益投资风险。

以一位探险精神十足的火柴人作为主角，

巧妙拆解和象征性解释“投保”二字，通过独特

视角来探讨投资者保护的概念，每个字的分解

不仅具有深刻的含义，也富有创造性，使得复

杂的金融知识变得更加亲切和易于接受。

从客户理财场景与视角出发，尽可能追求极致

的深入浅出，通过轻松有趣的大白话、简洁清爽的

漫画线条实现“浅出”，通过真实客观的历史数据、

专业准确的投资知识实现“深入”，坚持一个论据

段落必须搭配一幅轻松有趣的漫画，助力更多投

资者更加了解基金投资，坚定长期投资的信念。

在2023年的首届证券时报“5·15全国投资

者保护宣传日”优秀投教作品展播比赛中，国

投证券（原安信证券）的《聊斋新话|书生贪念

遇狐仙，十年科举终成梦》、海通证券的《火柴

人传》、华夏基金的《大白话养基》等作品斩获

一等奖，获得了投资者的喜爱。 （下转A2版）

全天候“3·15”资本市场投教跟着场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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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二手房全面取消限购
新一轮楼市松绑潮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