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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11月7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电唐纳德·特朗普，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

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

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希望双方秉持相

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

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

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致电詹姆斯·万斯，

祝贺他当选美国副总统。

习近平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致贺电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明 11月 7日在参加

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时表

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市

场，可投资性持续增强。中国证监会将不断拓

展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放眼未来，中国市场依

然是全球投资的沃土，欢迎更多国际投资者来

华展业兴业。

李明指出，中国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要求，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努

力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

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国证监会始终坚

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为国际投资者打造良好

投资环境。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新“国九条”，中

国证监会系统制定修订了50多项制度规则，形

成了“1+N”政策规则体系。当前一批重点措施正

在紧锣密鼓地落实，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具体来看，发行上市方面，更加突出“硬科

技”特色。上市公司方面，围绕分红、回购、退市

等方面出台若干政策措施，持续提升上市公司

投资价值，加强投资者保护，提高投资者回报水

平。今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3600多家公司披露

2023年度分红方案，较去年同期增长11%，分红

金额达到了2.2万亿元；沪深两市新增披露1345
单回购方案，预计回购金额上限合计为1866亿

元。交易监管方面，对程序化交易监管作出全方

位、系统化新的规定。 （下转A2版）

证监会：中国资本市场可投资性持续增强
将不断拓展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欢迎更多国际投资者来华展业兴业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自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以来，资本市场出

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市场活力和信心逐步

提升，资金持续入市，并购重组日益活跃。

伴随着宏观基本面的持续向好以及支持

资本市场增量政策的密集落地，市场对于资

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预期普遍乐观。清华

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表示，增强市

场内在稳定性的改革开了个好头，后续政策

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政策稳定性，是决定资本

市场能否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待

改革协同持续加强，确保各项改革举措可操

作可落地取得实效。

市场迎增量资金

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关

键一环，就是分类施策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

堵点痛点，构建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

特别是人民银行首次为支持资本市场而创设

的两项货币政策工具——证券、基金、保险公

司互换便利（SFISF）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为资本市场持续带来增量资金。

截至目前，获准参与互换便利操作的证

券、基金公司有20家，首批申请额度已超2000
亿元，超过首期规模的四成，平均单家额度超

百亿元。

中金公司非银金融及金融科技行业首席

分析师姚泽宇表示，从中长期影响来看，互换

便利的落地有利于从机构端为资本市场引入

规模化的增量资金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时从情

绪角度向市场注入信心并提振活跃度，对维护

市场的长期稳定运行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的落地方面，A股

上市公司及股东踊跃申请积极参与，持续以真

金白银为公司价值提升注入信心。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已有超 60家上市公司及股东申请回

购增持贷款，累计贷款额上限超过 180亿元，

包括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企业。

从上市公司公告来看，不少上市公司回购

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大股东则通过

持续增持体现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

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华泰证券研报指

出，上市公司申请回购增持贷款为资本市场注

入更多稳定资金，有助于平滑市场波动，增强

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下转A2版）

资本市场活力信心双提升 全面深化改革在路上

证券时报记者 秦燕玲

海关总署 11月 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
月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增长，出口同比增速远

超市场预期。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为 36.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2%。其

中，出口20.8万亿元，增长6.7%；进口15.22万

亿元，增长3.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前

10个月我国外贸平稳增长，规模持续扩大、结构

不断优化，全年外贸质升量稳目标可望实现。

10月，进出口总值为 3.7万亿元，同比增

长 4.6%。其中，出口 2.19万亿元，增长 11.2%，

远超市场预期；进口1.51万亿元，减少3.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执行总监冯琳指

出，极端天气等短期扰动因素消退使得 10月

出口增速超预期，去年同期基数偏低、出口新

动能保持强劲增长，也使得出口高增。

分地区来看，今年前10个月，东盟仍是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总值

为 5.67 万亿元，其中，对东盟出口 3.36 万亿

元，增长12.5%；自东盟进口2.31万亿元，增长

3.8%。对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均实

现了正增长。数据显示，前 10个月，我国对欧

盟出口 3.04 万亿元，增长 3.5%；对美国出口

3.04万亿元，增长4.9%。同期，我国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6.94万亿元，增长

6.2%。其中，出口 9.48万亿元，增长 8%；进口

7.46万亿元，增长3.9%。

“民营企业灵活应变的经营特点，以及在

外贸领域逐渐做大做优做强的发展态势，为

外贸发展不断注入了新的活力。”海关总署副

署长王令浚此前曾提到。

从最新情况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活力，

助力外贸发展。前 10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9.85 万 亿 元 ，增 长 9.3% ，占 外 贸 总 值 的

55.1%，比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分点。

分产品来看，前10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

品 12.36 万亿元，增长 8.5%，占出口总值的

59.4%。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集成电路、汽车等优势产品继续保持双位数

增长，前 10个月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10.9%、

21.4%、20%。

汽车作为重点优势出口产品，今年前 10
个月累计增速较前三季度放缓2.5个百分点。

冯琳认为，10月汽车出口增速出现下滑源于

上年同期基数抬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欧盟

加征关税影响开始显现。

机电产品中，船舶也延续了今年以来增

长态势。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月，船舶出口

金额同比增长74.9%。据全球航运咨询和研究

机构克拉克森最新数据，今年前10个月，全球

累计新船订单成交量为 1910艘、5416万修正

总吨（CGT），其中，中国承接了 1338艘、3750
万CGT，市场占有率为69%，位居第一。

10月出口增速远超预期 全年外贸有望实现质升量稳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11月 7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

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习近平指出，中马两国不仅是隔海相望的

好邻居，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

伙伴。去年3月，你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们就

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年多来，

双方保持各层级密切交往互动，高质量推进各

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当前，中马两国都处在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

关键时期，双方应以庆祝中马建交50周年暨“中

马友好年”为契机，携手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

设走深走实，助力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为地区繁

荣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发展高水平战略伙伴关

系，继续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中方支持马方坚持战略自主，选择符

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共同实施好“两国双园”等旗舰项

目，打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合作新增

长点，探讨建立减贫交流合作机制。欢迎马方用

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把更多马来西亚优

质特色产品推向中国。中方愿同马方深化高等教

育、文化、旅游、青年、地方等交流合作，拉紧中马

友好民心纽带。倡导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包容，践

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

观，推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

同发展。 （下转A2版）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进博会“牵线搭桥”
科技企业加速落地生根

小众产品也有大声量

详见A4版

图虫创意图虫创意//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