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股“双重审计”政策正式作古

12

家内地会计所获准从事

H

股审计

证券时报记者 于 扬

本报讯

12

家内地大型会计师

事务所近日获准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或以后完结的会计年度期间，

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

H

股企

业提供审计服务， 这意味着

H

股

“双重审计”政策将被取消。

据悉，

12

月

7

日，财政部、证监

会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H

股企

业审计业务审核推荐委员会， 与香

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香港证监会、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财

务汇报局、 香港会计师公会在深圳

举行会议， 就落实内地与香港在对

方上市的公司可选择以本地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并由本地会计师事

务所按照本地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

事宜达成共识。以此为标志，内地大

型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今年

12

月

15

日或以后完结的会计年度期间，

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

上市公司 （

H

股企业） 提供审计服

务， 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与合作达

到新的水平。

据悉，此次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

计业务的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共

12

家，包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等。

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获准从

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是内地与香

港基于会计审计准则等效相互认可

的制度安排， 是深化内地与香港会

计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举措， 将有助

于降低内地赴港上市公司交易成

本，促进香港资本市场繁荣稳定，推

动内地与香港会计行业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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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串通涨价

恶意囤积将遭重罚

国务院昨日公布了修改后的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根

据新规定，对经营者串通涨价、恶意

囤积罚款上限将大幅提高。 发改委

和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表示， 要加

大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串通涨价、恶

意囤积、哄抬价格等各类违法行为。

11

月楼市量价齐升

专家吁调控不松动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

示，

11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

价同比上涨

7.7%

， 涨幅比

10

月份

缩小

0.9

个百分点； 商品房销售额

5286

亿元，同比增长

18.6%

。业内专

家表示，

11

月楼市呈现“量升价涨”

态势，调控仍不能放松。

香港将成立

场外衍生工具结算所

香港金管局昨日宣布，将设立

本地交易数据储存库，作为保存场

外衍生工具交易纪录的中央电子

数据库。 港交所同时宣布， 将于

2012

年底前成立专门处理场外衍

生工具的场外交易结算所，利用金

管局成立的交易数据储存库作为

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记录的登记处

兼电子数据库。

中石化

24.5

亿美元

收购阿根廷石油资源

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资产又

有斩获。

12

月

10

日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宣布， 其全资子公司中石

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与美

国西方石油公司签署确定性协议，

拟以

24.5

亿美元收购西方石油公

司阿根廷子公司

100%

股份及其关

联公司。

A

股弱市震荡

冬播“稳”字当头

下周政策窗口将再度开启，

11

月份

CPI

继续走高已成定局， 明年

“防通胀”几无悬念。 正在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货币政策或定

位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稳”

字当头，是明年宏观政策的主基调，

也是年末冬播的指向。

政策面微调

多元化投资是首选

持续一段时间以来， 消息面不

断印证货币政策基调的转变、 流动

性紧缩的预期。来自政策面的微调，

是抑制年末资本市场止步不前的原

因。 尽管近期流动性收紧趋势较大

程度影响到市场供需平衡， 但政策

转向伴随的是经济复苏好转， 这才

是决定市场未来趋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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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大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达到

18.5%

历史高位，此次上调可一次性冻结

3500

亿资金

证券时报记者 贾 壮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宣

布，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上调

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

0.5

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年内第

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也是一个

月内的第三次上调。

若不计算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调

整， 此次上调之后大型金融机构的

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已经达到

18.5%

的历史高位。 央行昨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1

月末，金融

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70.87

万亿

元，以此数据估算，此次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可以一次性冻结资金约

3500

亿元。

央行稍早时候发布的数据显

示，

１１

月我国新增信贷大幅超出市

场预期，达到

５６４０

亿元。 分析人士

认为， 央行如此密集地施以准备金

率上调， 意在进一步加强当前流动

性调控， 控制银行信贷投放和管理

通胀预期。

稳健货币政策基调确立之后，

业内对于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早有预期， 近期央票发行数量锐

减更加强化了这种预期。 摩根士丹

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

为， 美国数量宽松政策带来了通胀

和热钱流入压力， 在对冲大量流动

性方面， 长期来看准备金率工具要

优于央行票据。 另外提高准备金率

的成本相对较低， 目前央行为法定

准备金率支付的利率是

1.62%

，而一

年期央票的利率已经达到

1.81%

。

央行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

消息披露后，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并

未受到明显影响，三大股指的涨幅还

稍有增大。 与此同时，国际油价也小

幅上涨。 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小幅上

扬，一度触及

80

水平，但商品货币并

未受到较大的影响，澳元兑美元汇率

小幅下跌，但随后迅速回升。

（更多报道见

A2

版）

11

月新增贷款

5640

亿 存款搬家缓解

前

11

月新增贷款已逼近

7.5

万亿年度调控上限

证券时报记者 贾 壮

本报讯 此前有关

11

月份贷

款投放继续高速增长的传闻得到证

实。 据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今年

11

月份当月人民

币贷款增加

5640

亿元， 同比多增

2692

亿元，

1－11

月新增贷款总量已

经达到

7.44

万亿元， 距

7.5

万亿元

的年度调控上限仅一步之遥。

货币政策基调已由适度宽松

转向稳健，为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基

调，相关部门严控年内信贷投放节

奏， 由于前

11

个月的信贷投放总

量已经接近全年调控目标，意味着

整个

12

月份商业银行仅有

600

亿

元左右信贷额度可用。

分部门看，

11

月份住户贷款

增加

1896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

525

亿元 ， 中长期贷款增加

1371

亿元； 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

增加

3742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加

1670

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

1930

亿元， 票据融资减少

156

亿

元。外币贷款余额

4370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6.2%

，当月外币贷款增加

85

亿美元。

信贷的快速扩张也推升了货

币供应增速。

11

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

7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

， 增幅比上月高

0.2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低

10.2

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

(M1)

余额

25.94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2.1%

， 增幅与上月持

平，比上年同期低

12.5

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4.23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3%

。 当月净投放现金

607

亿元，同比少投放

7

亿元。

由于资本市场出现较大幅

度调整，

10

月份存款大幅搬家的

现象在

11

月份得到缓解。

11

月

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72.42

万亿

元 ，同比增长

19.4%

；当月本外

币存款增加

5822

亿元， 同比少

增

100

亿元。

年终“进补” 绩优公司渐成主流

证券时报记者 邵小萌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

计，自

11

月以来，深沪两市已有

41

家公司披露年终获得的政府补贴，

总额高达

18.40

亿元， 相当于这些

公司今年前三季净利润总额的

51.45%

。与以往年度相比，各级财政

以各种名义补贴处在微利、 亏损的

公司情况减少， 业绩优良的公司获

得的财政奖励成为年终 “进补”主

流。 获得奖励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

子信息产业、高端设备制造业、医药

业上市公司的重大研发项目， 以及

部分化工业、 冶炼业上市公司淘汰

落后产能的产业升级改造项目。 分

析人士指出，在

12

月份余下的日子

里， 预计还会有一些公司获得 “进

补”收益。

相当于前三季净利润的

51%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41

家公司

披露了

47

笔财政补贴， 补贴总额

18.40

亿元， 相当于该

41

家公司今

年前三季的净利润

35.76

亿元的

51.45%

。获得补贴的公司中，业绩优

良公司占较大比例。在

21

家披露今

年业绩预告的获补贴公司中，有

17

家业绩预增， 其中业绩增长幅度在

80%

以上的

3

家， 沈阳机床更预计

业绩将大幅增长

584%

。

大额补贴主要受益于房地产升

值。

47

笔补贴中，

*ST

南化、东北制

药、 航天通信等

7

笔金额最高超过

1

亿元， 上市公司厂房搬迁及出售

房产获得政府补偿为大额补贴产生

的主因。 如航天通信的补贴来自政

府有关部门的拆迁补偿， 其子公司

沈阳航天新乐将因此获得不低于

3200

万元拆迁补偿金；成都航天通

信设备公司则将收到不低于

1.2

亿

元的拆迁补偿金。

在

18.40

亿元补贴中，绝大部

分将计入当年损益，增厚这些上市

公司

2010

年的业绩。 而个别公司

将不会一次性入账，而是根据项目

进展计入损益。 如山航

B

获得的

民航节能减排补贴

1.5

亿元，公司

公告将随着项目进展逐期确认收

益，预计

2010

年增厚业绩仅为

73

万元。

（下转

A2

版）

全国财政收入

前

11

月增收

21.1%

本报讯 财政部昨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1－11

月累计， 全国财政收

入

76740.5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3347.41

亿元，增长

21.1%

。 其中，

中央本级收入

40240.46

亿元，增长

18.1%

； 地方本级收入

36500.05

亿

元，增长

24.5%

。

11

月份当月， 全国财政收入

5840.69

亿元 ， 比去年同月增加

811.39

亿元，增长

16.1%

。 其中，中

央本级收入

2877.79

亿元， 增长

5.2%

； 地方本级收入

2962.9

亿元，

增长

29.1%

。

今年以来， 全国财政收入增长

呈逐步回落态势 ： 一季度增长

34%

，二季度增长

22.7%

，三季度增

长

12.2%

，

10 －11

月份平均增长

15.4%

。 （郑晓波）

李稻葵：

A

股市场

目前并没有泡沫

本报讯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出席

“中国经济季谈：

2010

年末通胀猜

想”时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处于非常

健康的发展阶段， 现在市场没有泡

沫。他说，目前

A

股市场静态市盈率

和分红率比很多发达国家资本市场

要好，也好于中国市场的历史水平。

李稻葵预测， 今年经济增速预

计达到

10.3%-10.5%

， 明年中国实

体经济仍会有比较强劲的增长，经

济增速将在

9.5%-10%

之间。 至于

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 李稻葵

认为， 主要是因为现在仍处于高增

长周期，很多建设项目还在进行，明

年的投资增速会保持较高水平。 与

此同时， 经济的结构调整也会出现

很多积极变化， 如消费保持高增速

和地区发展趋于平衡等。

关于明年价格走势问题， 李稻

葵认为将会保持在一个比较温和的

水平上。

对于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

稳健，李稻葵评价说，这种变化一个

目的是要控制通胀预期， 让公众了

解到政府已经开始重视价格问题，

不要担心未来价格会快速上涨；二

是要控制长期的金融风险， 因为现

在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经是世界第

一，如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可能会

带来长期的金融风险。 （贾 壮）

朱宏任：深化财税金融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

程师朱宏任昨日出席

2010

中国国

际商会年会时表示， 要推动深化垄

断企业改变，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稳

妥推进电信企业改革， 吸引更多的

非公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参与建

设，增强整体的经济活力。

朱宏任说，要优化产业组织，积

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 实现中小

企业的集聚发展， 推动产业链上下

游一体化， 建立适应各行业技术经

济特点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完善的现

代产业体系。

他建议， 应支持和推动深化财

税金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要素市

场改革，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供制度保障。 支持和推进资源改

革试点，增加环境税等新税种，稳步

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深

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

革，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贾 壮）

11

月进出口畅旺 顺差

229

亿美元

本报讯

11

月我国外贸出口、进

口值双双创出历史最高纪录。 海关总

署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1

月

份我国外贸出口实现

1533.3

亿美元，

增长

34.9%

；在进口量和价格上涨的

推动下，

11

月份进口

1304.3

亿美元，

增长

37.7%

。进出口值达

2837.6

亿美

元，刷新今年

9

月份创下的

2730.9

亿

美元纪录。 进出口相抵，

11

月我国实

现贸易顺差

229

亿美元。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

究员王军表示，

11

月份进、 出口的增

速均远超预期，说明内外需两个市场

的复苏程度远远比当初预想得好，也

说明美国等中国的主要出口国经济

恢复情况不错。

分析人士指出， 进出口大幅飙

升，这意味国内外需求旺盛，为央行

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和动用价格、数

量调控手段提供了更为充足的依据。

数据还显示，

1

至

11

月， 我国进

出口总值

26772.8

亿美元， 比去年同

期增长

36.3%

。 其中出口

14238.5

亿

美元，增长

33%

；进口

12534.3

亿美

元，增长

40.3%

；贸易顺差为

1704.2

亿美元，减少

3.9%

。 （郑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