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主编：孙森林 编辑：钟仰浩 组版：晓 梧 E m ail:zhongyanghao@ zqsbs.com ��电话：0755-83501532

2010年 10月 30日 星期六

要 闻

News

上期所上调

橡胶期货保证金

证券时报记者 游 石

本报讯 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影响， 市场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近期天胶市场的波动率

不断攀升， 潜在风险有所加大。 为防范市场风

险，促进天然橡胶期货市场平稳运行，昨日上海

期货交易所发布通知， 决定从

2010

年

11

月

2

日结算时起， 天然橡胶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标

准从

8%

调整到

11%

； 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天然橡胶期货

6

个月

后合约手续费减半收取规定暂停执行。

上期所表示， 维护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是

包括交易所、 会员单位及投资者等市场参与各

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各会员单位配合做

好措施的落实工作，保证交易、结算、交割等各

项业务的顺利进行。同时，进一步加强市场风险

监控和投资者教育工作，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昨日，橡胶期货主力合约大跌

3.53%

，收报

于

30740

元

/

吨。

明年起实施

促就业税收优惠新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推动以创

业带动就业，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近日发布了 《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 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新的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通知》以现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

惠政策为基础，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主要包括：

一是着重支持自主创业。 在已出台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新的就业税收

优惠政策主要针对个体经营者，积极扶持个人

自主创业。 二是扩大享受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人员范围。 同时，为支持和鼓励应届高校

毕业生创业，将毕业年度内的高校毕业生也纳

入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范围。 三是保持

原有政策优惠力度。 四是进一步规范税收优惠

政策管理。

《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税收

优惠政策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执行到期的，

可继续享受至

3

年期满为止。 下岗失业人员再

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未执

行到期的，可继续享受至

3

年期满为止。

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

缓释工具开始试点

证券时报记者 朱 凯

本报讯 为完善市场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市

场效率和流动性，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交易商协

会于昨日发布了 《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

具试点业务指引》。 《指引》的发布，标志着信用

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在银行间市场正式推

出，对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推动直接债务融

资市场持续发展、促进市场价格发现、提高市场

运行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指引》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交易的特性出

发，根据资本实力、交易资质、风控能力等条

件，将参与者分为核心交易商、一般交易商、非

交易商。 其中，核心交易商可与所有市场参与

者开展交易，一般交易商可与所有交易商进行

出于自身需求的交易，非交易商只能与核心交

易商进行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同时，《指

引》 强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基础性与实用

性，要求交易结构简单明确；强调保持较高的

市场透明度， 进一步加强信息集中和披露要

求；强调风险防范与控制，设立风险控制指标

体系，完善配套机制安排。

9 月份银行间债市

发债量环比减少 16.3% �

证券时报记者 贾 壮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

9

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

券

33206.4

亿元，同比增加

9.5%

。

9

月份，银行间

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4573.1

亿元， 较上月减少

16.3%

。 截至

9

月底，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

15.8

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为

15.3

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

96.8%

。

前

9

个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44.7

万亿元，同比增加

22.5%

。

9

月份，银行间债券

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6.5

万亿元， 较

8

月份

减少

12%

；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118.4

亿元，较

8

月份增加

6.5%

。

9

月份，银行

间债券指数有所下跌，交易所国债指数微幅上

涨。 银行间债券指数收盘为

135.78

点，较上月

末下降

0.23

点，降幅为

0.2%

；交易所国债指数

收盘为

126.68

点，较上月末上涨

0.06

点，涨幅

为

0.1%

。

9

月末银行资产突破

90

万亿

不良贷款率降至

1.2%

本报讯 据中国银监会初步统

计，截至

9

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90.6

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4%

。 分机构

类型看，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45.0

万亿元，增长

15.3%

；股份制商业银行

资产总额

14.2

万亿元， 增长

27.5%

；

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

7.0

万亿元，

增长

34.8%

；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

额

24.4

万亿元，增长

22.5%

。

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负

债总额为

85.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19.8%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负

债总额

42.4

万亿元， 增长

14.6%

；

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

13.4

万

亿元，增长

26.5%

；城市商业银行负

债总额

6.6

万亿元，增长

34.6%

；其

他类金融机构负债总额

22.8

万亿

元，增长

22.5%

。

另据银监会数据， 截至三季度

末，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降

至

1.2%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不良率

1.35%

， 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率

0.76%

。 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拨备

覆盖率升至

203%

。 （贾 壮）

江苏创投行业

八项指标全国第一

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江

苏创投行业发展报告会上获悉，截

至去年末， 江苏备案创业投资企业

106

家，注册资本

200.39

亿元，备案

创投管理机构

30

家。除了资本规模

略低于广东位列全国第二， 在创业

投资机构累计数、年度新增机构数、

实际投资案例数量和金额、 年度新

增投资案例和金额、 年度吸引创业

投资金额和占当年

GDP

比重等八

项指标上，江苏都位列全国第一。

其中， 去年全省创投企业对新

兴产业的投资案例共有

236

个，投

资金额

55.95

亿元， 分别占全年新

增投资的

74%

和

76%

。 去年投资服

务业案例

79

个， 金额

41.24

亿元，

分别占当年新增的

25%

和

56%

。

江苏省发改委主任毛伟明表

示，下一步，将着眼于将江苏建设成

为 “我国创业投资企业最集中、创

业投资人才最集聚、创业投资环境

最优越的省份之一” 的战略定位，

发挥好苏州、常州地区的示范带动

作用，继续推动相关扶持政策的落

实和细化，做好对创业投资企业的

服务工作。 （徐 飞）

泰豪晟大创业公司

进驻山西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创业风险

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与泰豪

晟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太原市正

式签约， 这标志着山西泰豪晟大科

技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正式启动，基

金主要投向山西省内具有发展前景

和科技创新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尤

其是省科技厅重点扶持的企业。

作为泰豪科技的控股子公司，

泰豪晟大已经培育、 扶持了数十家

企业在国内上市。 泰豪晟大总经理

李然表示：“相信在省科技厅以及省

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的大力支持下，泰豪晟大一定能够

有效地推进山西本地科技型企业的

快速发展，加快山西省科技成果的转

化进程，未来几年，山西省必将推进

更多科技型公司上市。 ” （邵小萌）

张德江：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凡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要允许中小企业进入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近日在广东

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提高思想认识，落实政策措施，

创新体制机制，改善发展环境，突破发

展瓶颈，促进中小企业新发展新提升，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 张德江在广

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就中小企业

发展问题进行调研， 了解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政策落实情况和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 他充分肯定了广东中小企

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 并指出中小

企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

收入、扩大社会就业、保障改善民生、

促进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必须把支持

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重

要的位置， 努力营造鼓励中小企业发

展、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尊重中小企

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张德江强调，支持和引导中小企

业发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状况，找准

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努力破解中小企

业发展难题，不断为中小企业发展提

供支持。 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政策，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和社会保险扶持政策，着力减轻企

业负担。 要进一步解决融资问题，加

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完

善信用担保体系，发展中小金融服务

机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要进一步

改善服务，大力培育各级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机构，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

务水平。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凡

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

要允许中小企业进入。 要进一步提高

企业自身素质，加快提升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能力，扎实推进中小企业结构

调整，鼓励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加强

对中小企业各类人员的培训，提高中

小企业基础管理水平，支持中小企业

开拓市场。 要进一步探索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胆创新有利于

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小

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创投业

LP

投资心态日趋成熟

证券时报记者 钟仰浩

创业板的财富效应让老百姓看

到了创业投资市场的投资价值，那中

国的

LP

们投资有限合伙基金， 究竟

是为了暴富还是只是当做一个资产

配置呢？ 记者日前参加了深圳创东

方投资有限公司新募集的人民币有

限合伙基金———创东方富凯基金的

成立大会，同与会的

LP

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对目前中国创投业

LP

的投

资心态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据了解， 创东方富凯基金的发

行， 首次借助了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私人银行部和第三方理财机构启元

财富， 并在三个月内完成

2.56

亿元

基金的销售， 超过原计划的

2

亿元

目标。 为何富凯基金能热销呢，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创东方作为创

投业后起之秀， 成立

3

年来已投资

28

个项目，其中已上市

/

过会项目达

9

个，不少投资人表示“业绩才是硬

道理”；其二，当前严厉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也让不少投资人感叹 “无项

目可投、股市风险比较大”，所以选

择投资中长线的股权投资。

今年来，同创伟业创投、天图创

投等知名创投的有限合伙基金的发

行情况都很理想， 往往超过既定目

标， 和中国新富阶层逐渐壮大有关，

也同国家政策引导和媒体舆论导向

有关。 当记者问及投资者，为何不投

资狂涨的玉石市场、农产品、贵金属

市场时，他们表示，一方面这些市场

泡沫严重，风险不言而喻，“我们不给

国家添乱”； 另一方面， 投资创投基

金，就是投资新兴产业，能促进经济

发展，促进就业。有投资者说，投资有

限合伙基金是 “促进生产力的投资，

是一件多赢的事情”，可见，一些新富

阶层还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这些人，

40

、

50

岁了，也有

了一定的财富， 不会把这个当做暴

富的途径， 我们只是当做一种资产

配置。 ”来自深圳的投资者杨先生告

诉记者，“我的预期是在基金结束后

能有

3

倍的回报就可以了。 ”他的这

一说法令记者有些诧异， 当前众多

媒体渲染创业板是造富工厂，

10

倍

回报还是比较保守的。 为此记者也

向来自河南、 山西的几位投资者求

证，他们也大都表示，他们也只要求

有

3

倍的回报就可以了。 记者对创

东方投资团队表示：“有这些理性投

资收益预期的投资人， 你们会轻松

许多。 ”

参加富凯基金聚会的多位

LP

让记者深深地感受到中国

LP

投资

者的心态日趋成熟，这些新富阶层未

来将会更多地间接参与国家自主创

新事业的发展。 当然，并非所有的

LP

的投资心态都会这么好，有些人难免

也会有急功近利的想法， 但

LP

投资

者队伍的培育是一个过程。 同时，目

前的

LP

队伍还是小众群体， 仍然需

要有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这个行列

中，这样，我国创业投资事业取得更

大的发展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上接 A 1 版）经过

2008

年世界金融

危机冲击，中国从未如此痛彻体会到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战略意

义。 淘汰耗费资源和排放大的产业，

提升改造高成本低附加值的业态，引

入新的产业形态， 改变产业生态环

境，实现传统产业的战略升级，成为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

内涵。 产业升级需要整个产业管理方

式的升级，产业技术的升级，装备技

术的升级，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升

级，管理文化的升级，人力资本的升

级等等。 整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产业

升级的战略合力，形成共同促进产业

升级和产业进步的系统机能。 在这一

过程中，资本市场应当也可能发挥独

特的导向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

发育的联姻展示出无穷魅力， 以创业

板为先导的资本市场领跑国民创新

为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个国

家各行业各地方均在倾力而为，启动

于

2009

年十月金秋的创业板市场引

领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的新境界，形

成了一种令人充满希望的产业发展

战略驱动力。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

在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拓展了无

限广阔的空间。

从创业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角度看，创业板市场的实践激活了

社会资源： 一是社会资本资源激活

了， 形成了以

PE

和

VC

为代表的新

型组织机制，分散的社会资金通过多

种形式进行资本化，去追逐创业创新

的源头； 二是科研技术资源激活了，

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科技

成果产业化， 委托和合作研发方式，

中国从未像现今这样，创业创新智慧

得到发挥和开启；三是企业家资源激

活了，以新一代知识分子为先锋的智

能型人才以各种方式创业，新经济在

试验、失败、创新的反复中展现活力。

此外，其他各种资源都因资本市场的

灯塔效应、舞台效应而激活，这其中

包括其他金融资源、行政资源和政治

资源、区域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如英

国

16

、

17

世纪出现科学启蒙、技术发

明和政治开明共荣的时代一样。

资本市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

应，核心在于资本市场发现、提升、实

现价值的功能。 价值评估像一条具有

人性魔力的红线，牵引着创业创新创

造性的发展。 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一个

为市场价值而自主做出创业创新创

造型劳动贡献的时代。

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推动，不仅仅是近

140

家企业上市融

资，而是对千百万家中小企业、大中

企业以及待孵化企业的影响，对整个

社会资源配置的牵引力。 在这个意义

上，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正在形

成有组织的交易所市场和广阔的场

外市场相统一的概念。

从资本市场发展得益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支持角度， 国家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

促进自主创新的战略， 构成了创业板

市场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基本面支撑。

可以讲， 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

市场从未像今天这样可以发挥其用武

之地， 创业创新创造性活动与资本市

场的价值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相互配

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业企业

如雨后春笋， 成为创业板市场的源头

活水，形成中国证券的持续有效供给。

需要指出的是，创业创新创造性的

企业不断进入创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

因此而扩大规模和深厚度， 不是给市

场“掺水”稀释市场，市场反而会因“源

头活水来”而产生倍增和乘数效应。

创业板市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公司数量由

140

家到

300

家，到

1000

家，以至更多。 相应地，中介服务的量

与质伴随提升， 监管者在实践中更趋

娴熟， 投资者在公司成长中分享成果

且更加成熟理性。 这是一个因创业创

新创造型成果而多方共赢的时代。

创业创新创造创投“四创” 合奏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交

响乐

一个国家的产业战略需要得到

民间响应。 创业板市场恰逢其时，一

年实践再乘“十二五”规划东风，资本

市场的功能培育和发挥的过程，应当

是与中国 “大国经济”“大国产业”一

同崛起的过程。

“创业” 活跃度标明一个国家产

业和经济的活力。 美国上世纪高科技

的突飞猛进，得益于

NASDAQ

、硅谷

的创业激情。 企业家敢冒风险，敢为

天下先，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也是中国创业创新企业的路，如阿

里巴巴和淘宝网，以梦想引路，以理

想撑帆，成就了令人超乎想象的成长

前景。 或许因了创业板市场，创业创

新创造就成了进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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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之状态。

“创新” 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进步

的灵魂。 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国家战

略，激励着具有“中庸”潜质的民族动

能，新模式、新技术、新概念、新创意、

新设计、新生产技术、新装备技术、新

策略、新需求、柔性作业、弹性管理

……中国创业板的先行参与者们正

在为创新开拓新境界，后行者们正在

构成中国创业创新的风景线。

创造是能力和经验的集聚。 曾有

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原创技术和领先

思维， 而创业板发展的事实将证明，

历史的惯性将不再延续，中国人完全

可以引领潮头。 新兴产业没有权威，

中国人制造和中国人生产，正在变为

中国创造、中国原创与中国设计。 资

本市场与产业经济联姻， 中国科技

家、企业家、投资家或许从未像今天

这样自信起来。

创投是有眼力、有资源、有风险

意识的投资组织，股权参与是中国资

本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 动员民间资

金，引导社会资源，引领科研资源、技

术资源、企业家资源、间接金融资源，

朝着创业创新创造性活动去整合和

配置，形成资本投资专家、战略咨询

专家、公司诊断专家、资本运营专家，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国

家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好，也就“无须

扬鞭自奋蹄”了。

创业板开启价值提升的多条路

径，创业板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实

现着中国人的强国富民梦想

价值提升是一个在国际货币计

量框架下的相对概念，又是国际分工

下资源禀赋的能量组合。 将中国人的

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充分调动和专

业组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一种价值

提升和财富倍增效应。

创业板“造富效应”的本质是一

种创业价值提升，这是资本市场的能

量。 之所以能够提升公司价值，其理

论基础在于：一是有可能实现资源的

聚合效应，优势创业板公司通过并购

可以更好做大做强做优；二是有可能

实现公众化信用的溢价效应，公开透

明的诚信规范招徕更多的资本力量

支持；三是创业板公司能享受包括再

融资在内的资本力量支持，实现更好

更优发展。 而上述这些效应的发挥，

决定于创业家们的能力。 如果创业板

市场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家阶层广泛

崛起，“企业家精神”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的主流，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整个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会永葆创业

创新活力。

价值增长背后从来荆刺丛生。 创

业板公司业务失败、技术失败、管理失

败的风险均有， 价值增长不可能呈几

何级线性增长，只能波浪式起伏发展。

创业板推动社会价值提升，不仅

仅在于近

140

家创业板“宠儿”获益，

而是因市场的聚合构成一种“灯塔效

应”和“舞台效应”，引领

400

万家中

小企业的路，引领一批成长创新的大

中企业的路，以及引领更多可以孵化

的创业性企业的路。

创业板公司价值的提升，整个市

场和社会价值的提升，不仅在规模的

扩张，数量的增加，深度厚度的增加，

而在质量同步改进， 功能相应增强，

文明素质得以进化。 这里说的文明主

要包括四大文明，即公司文明，股权

文明或资本文明，中介服务文明以及

监管文明。

中国创业板事业源源不断，生生

不息，资本市场自然大观万象纷呈

创业板一周年，万众瞩目，好评、

质疑之声夹杂。 恰逢此时，国务院批

准中国证监会成立创业板专家咨询

委员会以贺周岁。 今天的创业板风云

际会，引来国家级的专家贡献凝聚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智慧， 在实践中交

流，在交流中提升；在风雨里相会，在

风雨中同行。 创业板市场覆高天阳

光，汲厚坤沃养，中国经济在战略性

推进中必将繁荣兴旺， 中国社会在

“科学理性法制” 滋长和护佑下文明

进步。 正是：这边风景帆新起，行情才

红还添秀；岁满方知日月稠，经过喜

阅今昔悠；飞花迷眼金乾坤，乱云翻

顶晴宇宙；聚会牛头塑来久，峥嵘创

业每载秋！

扬起创业风帆 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