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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刘艺文

资本市场高质量建设任重道远，投资者信

心尚未完全恢复。证监会提出“以投资者为

本”理念和“两强两严”监管思路，着眼于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提升投

资者信心，意义重大。

财通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章启诚近日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提法恰逢

其时，符合市场提振信心的意愿，是民心所

向。章启诚表示，证券公司需从投行业务、投

资管理、财富管理和自身对股东的回报四方

面入手，贯彻落实“以投资者为本”理念。他建

议充分发挥监管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严格

执行“两强两严”。

“两强两严”监管思路
提振市场信心

章启诚表示，“两强两严”“以投资者为本”

提法体现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

出时点恰逢其时，符合市场提振信心的意愿，

是民心所向。

章启诚认为，“两强两严”的监管思路和

“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体现了监管部门回应

市场各方关切、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态度和决心，进而提升广大投资者的获得感，

从而真正实现稳市场、稳信心。

章启诚介绍，“两强两严”监管思路和“以

投资者为本”的理念，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一项重要举措，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迈上了

更高质量、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章启诚认为，

以财通证券为代表的券商，应从四方面加以落

实和执行：

投资银行方面，真正体现把定价权直

接还给市场、交给投资者，对券商执业质量

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为券商加大对企业

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帮助企业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带来业务

机遇。

投资管理方面，提升投资核心竞争力，

积极为投资者创造回报。积极关注新竞争格

局下的投资机会，主动挖掘和培育优质企业

及投资项目，不断优化投资组合，稳步扩大

投资规模，持续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提

高专业决策和判断力，以稳健卓越的业绩努

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回报。

（下转A3版）

财通证券董事长章启诚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发挥监管考核“指挥棒”作用 严格执行“两强两严”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大庆，这是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

市，有着辉煌的历史。与国内很多资源型城市

一样，大庆也一度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

2024年，是“工业学大庆”号召提出 60周

年。证券时报记者前往大庆实地采访了解到，

大庆主动拥抱时代发展趋势，以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升级为核心，跳出资源型城市发展

周期。继获评“2022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后，大

庆又摘得“2023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大奖，成

为国内资源型城市数字化转型样本。

大庆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对传统行业赋

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2年、

2023年，大庆数字经济规模连续两年站上千

亿元大关，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企业逾千家，覆

盖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工业互联、油服软件

和信息服务等多元产业。

数字化赋能传统油田

3月 14日 13时 40分，在大庆油田第一采

油厂第三作业区中四采油队（以下简称“中四

采油队”）的数智集控室内，王春莉和同事坐

在电脑前，一边认真监控实时传送的数据，一

边分析并记录。

1996 年，王春莉正式进入大庆油田工

作，她在一线采油岗负责油水井管理和现场

调控水量。2023 年，中四采油队被大庆油田

确定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试点单位，王

春莉于同年 7月被调往中四采油队数智集控

室工作。

“没有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前，我们

两个人负责管理61口井，不但工作量大，而且

井下出现一些问题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

处理。”王春莉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实现了数

字化、智能化管理后，现在我们两个人负责

165口井的管理工作，在数智集控室内就可以

实时远程管理，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对水量

进行调控，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据中四采油队队长王一伦介绍，在中四

采油队管辖的 3.98平方公里范围内，基础设

施包括 665口油水井、15座计量间、2座注入

站、1座转油站。其中的 210口油水井、6座计

量间、2座注入站是在2023年从其他兄弟单位

划转而来。

（下转A5版）

资源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庆样本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3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 2024 年 1—2 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数据显示，1—2 月份生产、投资和

消费等指标持续恢复，就业总体平稳，新动

能、新业态较快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

爱华表示，前两个月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

态势，起步平稳。虽然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

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

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正在累积

增强，加上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实现全

年 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条件有支

撑，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多项经济指标表现向好

从生产看，1—2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0%，比上年 12 月份加

快 0.2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5.8%。从需求看，1—2 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5%；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4.2%，比上年全

年加快 1.2 个百分点；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8.7%。

部分指标 2月环比表现同样亮眼。如 2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6%；服

务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 0.9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月增长 0.03%；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月增长0.88%。

刘爱华表示，今年前两个月，随着宏观组

合政策靠前发力，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加上春

节假期的有力带动，国民经济起步平稳、稳中

有升。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1—2月份国民经济各主要

指标好于预期、强于季节性，说明经济回升不

止是恢复性增长，更有持续向好、全面改善、供

需平衡的积极变化。

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

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高于去

年全年，超出市场预期。据Wind统计，市场机构

对于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一致预期

值为 3.0%。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5.08 万亿

元，同比增长4.2%。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 6.3%，制造业投资增长 9.4%，房地产开

发投资下降9.0%。

不少接受采访的市场人士认为，制造业投

资增速表现超预期是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超预期的重要原因。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王青表示，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全年

6.5%的增幅。“制造业投资正在高位提速。”王

青说，原因在于：一是政策面继续加大对制造

业转型升级、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支持力度，

二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产能利用率开始回

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总体

趋于收窄、去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

实现月度同比正增长，特别是受企业贷款利率

持续下行影响，当前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持续

高于贷款利率，制造业内生投资动能也在增

强。王青表示，制造业投资有望延续 2023年四

季度以来的增速加快势头。

民生银行研究院研报也认为，在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推动下，

制造业投资仍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刘爱华表

示，当前中国制造业正处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

提高的重要关口期。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都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下转A2版）

前两月中国经济回升向好起步平稳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3月 18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纳A样本

一季度定期调整正式生效，本次常规调整新增纳

A样本股 76只，其中沪市 40只，深市 36只。2023
年 9月定期调样新纳入的 600余只A股纳入因子

（即市值调整系数）同步由12.5%提升至25%。

调整生效后，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共已纳

入 1973只A股样本，A股在新兴市场、全球市场

指数中权重分别已达到约 6.1%、0.6%。市场分析

人士表示，本次调整预计可为A股带来超50亿元

增量资金，同时也将会提升外资主动资金对A股

的配置热情和交易活跃度。

近期，北向资金整体已在持续逆势加仓，体

现出A股资产在政策面、基本面积极改善下的配

置吸引力。截至 3月 15日，北向资金今年以来净

买入金额达到 706亿元，其中仅 2月以来即达到

851亿元，已超过2023年全年。

除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外，富时中国A50指

数也于同日一并生效，本次调整调入4只样本，分别

为光大银行、海光信息、陕西煤业和中国广核，调出4
只样本，分别为药明康德、爱尔眼科、宁波银行、洋河

股份。调整后的沪市样本数37只，深市样本数13只。

富时罗素纳A指数样本调整
预计带来增量资金超5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霍莉

在移动新媒体时代，人气即“流量密码”。

银行传统的获客端口多为网点、手机APP等

自建渠道，微信公众号运营也已日臻成熟，成为

营销的重要阵地。但是移动新媒体的发展，对新

零售的获客逻辑带来冲击，正在改变银行传统的

营销方式。

从微博、微信公众号到抖音、快手，短视频正替

代图文，成为大众接受信息的流量入口。通过拥有巨

大流量的短视频平台实现公域获客，已成为现实。

商业银行如何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

矩阵，抢占大众注意力、刷新自我形象、提升品牌

影响力，才不至于丧失未来的新客群？

“短视频+直播”的重要性逐渐被各家银行重

视。不少银行已经在尝试，入驻了视频号、B站、抖

音、小红书等平台。在常态发布的短视频中，银行

员工“兼职”网红，跳舞、唱歌，或是将最新的网络

“梗”转变成科普银行金融知识，或是演绎风趣幽

默的情景短剧进行反诈宣传。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常态化的发布，

意味着需要有趣的内容持续输出，既考验“软件”

能力——短视频的“人设”、直播主播是否得到粉

丝喜爱；又考验“硬件”配置——后台的运营人员

和专业设备等因素的支持，才能达到黏客的效

果。这两者皆需创意和资金成本的投入。不少国

有银行、股份行总行或分支机构的视频号运营，

外包给运营公司；也有一些银行出于成本等因素

的考虑，自建团队、招募金融主播人员自我运营。

这里面做出尝试的更多是中小银行、理财公

司，以及国有大行的地方分支机构。例如泰隆银行

的“人设”“许阿舅”，招商银行的“鱼万蛋”，浙商银

行的品牌短剧“财富管理N课”，平安银行的数字主

播“平安小财娘”，恒丰银行的“恒丰小剧场”。还有

建设银行河南郑州金水文博支行的视频账号“金

水建行”，该视频账号常驻出镜的员工叫郝友柴，

其个人标签是“一名想当行长的大堂经理”。

虽然尽力朝着轻喜剧风格转变，但是能火出

圈的还是少数。更多的是短视频品牌定位模糊、

同质化明显、标签不突出、辨识度不高。

短视频天然带有泛娱乐化属性，如何适应时

间碎片化时代的特点，在前 5秒捉住用户的注意

力，并找准“人设”定位，考验着银行一线创作人

员的才艺。

银行发力“短视频+直播”
看着热闹要想出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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