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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武汉 海口 西安 成都 沈阳 杭州 济南 福州 南京 重庆 南宁 长沙 郑州 长春 合肥 昆明 哈尔滨 石家庄 南昌 太原 乌鲁木齐 青岛 西宁 银川 大连 深圳同时印刷

11

月

CPI

或低于预期 全年略高于

3%

证券时报记者 岩 雪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通告

称， 为缩短统计数据从生产到发布的

时间， 保持数据发布时间的稳定， 将

于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发布

11

月份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 这比此前公

布的日期提前了两天。

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

11

月份

CPI

同比增幅可能低于此前各大机构的

预期，

12

月份

CPI

增幅更可能出现较

大回落， 从而使得全年

CPI

数据很可

能略高于年初定下的

3%

的目标。

这是国家统计局今年第二次选择

在非工作日发布上月各项统计数据。

此前， 国家统计局选择于

9

月

11

日

（周六） 发布

8

月份经济数据， 当时引

发市场加息猜测。 国家统计局对此解

释是应公众要求， 缩短数据生产与发

布时间的间隔， 尽快让各方分享统计

调查结果， 无其他原因。

数据显示， 今年前

10

月

CPI

同比

增幅累计达

3%

，

10

月份当月则达到

4.4%

。 由于食品价格涨势明显， 不少

机构预计

11

月份

CPI

增幅将达到年内

高点， 包括中金公司在内的一些机构

预测

11

月

CPI

同比增幅将达到

4.8%

左

右。 但有关人士表示，

11

月

CPI

同比

增幅很可能是略高于

10

月份的数据，

并不会出现较明显的上升。 另外， 随

着国家各项措施调控到位，

12

月份

CPI

增幅很可能出现明显回落， 全年

CPI

增幅略高于年初定下的

3%

的目标，

很可能仅为

3.2%

左右。

来自官方的声音也表明通胀形势

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国家发改

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日前指出， 现

在来看全年

CPI

涨幅要比

3%

高一点，

但也高不了多少， 这样仍然符合年初

预期价格调控目标。

12

月份随着翘尾

因素的消失， 涨幅可能会低一些， 全

年只会比

3%

多一点点而已。

针对不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

11

月中旬起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稳

定物价的措施。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

来看， 调控措施已经开始显效。 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 “

50

个城市主要食品

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

11

月

20

日至

30

日， 纳入统计的

7

种蔬菜中，

6

种价格环比回落，

1

种持平。 农业部

最新监测数据也显示， 全国大豆、 玉

米、 小麦、 水稻、 土豆、 面粉等农产

品主产区市场报价连续几日涨幅为零。

商务部最近披露的监测数据也显示，

食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近半年来首次

下降。

房地产信托增速快 银监会要求逐笔查

严控对大型房企集团多头授信，积极防范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贾 壮

本报讯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近期颁

布了《关于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风

险提示的通知》， 要求各信托公司立即

进行业务合规性风险自查，逐笔分析业

务的合规性和风险状况。 在自查基础

上，各地银监局要逐笔对房地产信托业

务进行核查。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9

月底，房地

产行业的信托资金余额为

3778.2

亿元，

较

6

月末增加

624.57

亿元，占信托总资

金投放的

13.41%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布风险提示，就是针对近期

房地产信托业务较快增长的趋势和个

别信托公司存在不审慎行为，进一步规

范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提高信托

公司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

《通知》要求，各信托公司要立即进

行业务合规性风险自查，逐笔分析业务

的合规性和风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信

托公司发放贷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

否满足“四证”齐全、开发商或其控股股

东是否具备二级资质、项目资本金比例

是否达到国家最低要求等条件；第一还

款来源充足性、可靠性评价；抵质押等

担保措施情况及评价；项目到期偿付能

力评价及风险处置预案等内容。

银监会要求各银监局进一步加强对

辖内信托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合规性

监管和风险监控， 结合今年开展的专项

调查和压力测试， 在信托公司自查基础

上，逐笔对房地产信托业务进行核查，对

以受让债权等方式变相提供贷款的情况

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予以甄别。

《通知》 还要求各银监局督促信托

公司在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时审慎选

择交易对手，合理把握规模扩展，加强

信托资金运用监控，严控对大型房企集

团多头授信、 集团成员内部关联风险，

积极防范房地产市场调整风险。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称，下一阶段将

继续密切跟踪房地产行业调控的最新

变化情况，督促信托公司加强项目后期

尽职管理工作，在依法合规和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健康开展房地产信托业

务， 提示信托公司关注流动性风险，提

前做好风险处置预案工作。

中国股市投资策略沙龙将于近日举行

本报讯 由深圳广电集团财经频

道、证券时报网联合主办的大型投资沙

龙将于

12

月

12

日、

25

日在深圳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2011

年中国股市投

资策略”， 现场嘉宾包括申银万国市场

研究部总监桂浩明、申银万国市场研究

部副总监钱启敏、“民间股神” 杨百万

等。 自

12

月

15

日起，深圳电视台财经

频道《中国股市》栏目将于每周三至每

周五

20

：

00

—

20

：

30

分

16

期播出此次

活动， 投资者亦可于证券时报网

www.

stcn.com

观看活动视频。

有意至现场参加此次沙龙活动的

观众可拨打电话

0755

—

33311111

或发

送短信至

1062075512

索取入场券，主

办方将邀请部分报名者作为现场观众

参加此次沙龙活动。

（杨 洋）

深鸿基曝虚假代持黑洞

逾亿资金被瓜分殆尽

近期遭到立案调查的深鸿基曝

出巨额资金黑洞。 据调查发现，在中

国宝安

2009

年入主之前， 深鸿基曾

于

2007

年

3

月突然曝出多笔从未公

开的“代持股权”，按照当时的股价计

算，其总市值高达

1.51

亿元之巨。

>>>B1

版

险资打新给力

银信申购绝迹

新股发行询价制度改革后，机构

“打新”热情不改。 险资继续充当了机

构网下申购的龙头，而受证券账户暂

停开户与网下配售资格到期等因素

影响，银行打新理财产品及打新类信

托产品均濒临绝迹的边缘。

>>>A6

版

老封基囊中羞涩

平均每份可分红利不足 3分

今年封基分红实力分化明显，而

且整体“红包”很寒酸。 据专业人士根

据半年报和三季报测算，截至三季末

有七成封基具备分红能力，但大多可

分红额度不大，单位可分配收益超过

1

毛的基金仅有

5

只。

>>>A8

版

欧债战火继续燃烧

爱尔兰面临大考

作为对欧盟援助的回应，爱尔兰

财长勒尼汉当地时间

7

日公布了史

上最为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 尽管该

计划通过了首轮投票，但仍需面临数

次考验，市场对爱尔兰债务危机继续

蔓延的担忧情绪依然挥之不去。

>>>A10

版

中国资本市场

20周年巡礼·黑龙江篇

黑龙江证监局局长曹殿义表示，

黑龙江后备上市资源较为充足，这些

公司主要分布在制药、资源、农业等

行业。 目前，上市工作已经形成了“加

快发行上市一批、 重点培育发展一

批、积极挖掘储备一批”的良好格局。

>>>A5

版

融资交易回暖

多头追逐热门股

最新公布的沪深两市融资融券

数据显示，

12

月份以来融资买入额稳

步增长，已从月初最低的

4.42

亿元增

至

12

月

7

日的

6.86

亿元； 一些热门

的机械、有色、金融标的股频频被融

资买入。

>>>A7

版

淡水河谷登陆港交所

首日交易高开低走

香港联交所首只介绍方式上

市的香港预托证券（H D R）巴西

淡水河谷公司 12 月 8 日公开挂

牌交易， 淡水河谷也成为首家在

香港上市的巴西公司。

淡水河谷 H D R 以每手 50

份进行交易，每手入场费逾 1.33

万港元， 普通 H D R 当天以 270

港元高开后震荡下挫， 报收

265.2 港元， 较巴西交易所收市

价 261.61 港元高 1.38% 。 图为

淡水河谷首席财务官 G uilherm e�

C avalcanti（左二）等高管庆祝

公司上市。

尚福林：扩大市场规模 优化公司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在我国证券市场成立

20

周年

之际， 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接受了央视

新闻联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采

访。 他表示， 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处于 “新

兴

+

转轨”的阶段，市场各方对监管机构的

公开、公平、公正的期盼要求很高。 要继续

扩大市场规模，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截至目前，沪深股市已经从

20

年前

的十几家上市公司， 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超过

2000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

27

万

亿元，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市场。

20

年

间，中国资本市场通过市场融资、资源配置

等功能的发挥， 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壮

大， 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

我国资本市场在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

断提升的同时，也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目

前，股票开户数达到了

1.5

亿个，也就是说

我国每

10

个人当中就有

1

个人参与股票

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共享这些

企业发展的好处， 使社会资源比较快地向

优势企业集中， 同时增强了国家金融行业

的活力。 ”尚福林说。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的

建立，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中小板、创业板

的陆续推出， 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多层次，

也更健康有序。 这些举措也推动着多种所有

制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型社会的建立。

尚福林强调，资本市场是法治的市场，

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为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中国 3个月来首次增持日本国债

证券时报记者 贾 壮

本报讯 日本财务省昨日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

10

月份净购入

日本国债

2625

亿日元。 这是中国继

8

月与

9

月净卖出日本国债后的首次净

购入。

中国

10

月份增持的日本国债中，

1

年期内的短期债券占比达到

90%

，

约为

2319

亿日元，

5

—

10

年期的中长

期债券仅为

306

亿日元，

15

年以上的

超长期债券则没有购买。

今年

1

至

7

月， 中国累计增持日

本国债约

2.3

万亿日元，

1

—

4

月份净

购入

5410

亿日元 ，

5

月份净购入

7352

亿日元，

6

月份净购入数量回落

至

4567

亿日元， 到

7

月份净购入额

又增至

5830

亿日元。

从

8

月份开始， 连续

7

个月的

大幅增持趋势逆转为大幅减持，

8

月

当月中国减持日本国债

2.02

万亿日

元， 而

9

月份又继续减持日本短期

国债

6243

亿日元、 中长期国债

1449

亿日元， 减持额度达

7692

亿日元。

8

月、

9

月的减持总量高达近

2.8

万亿

日元， 比

1

—

7

月增持总量还多

5000

亿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