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上最严楼市调控出炉

房价仍陷胶着

4

月中旬国务院下发“新国十条”通

知， 要求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实

行更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快

保障性住房建设。 此后，各地纷纷出台

“限购令”等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调

控措施。

另外，国资委督促房地产非主业的

央企退出楼市， 证监会亦暂停了房地

产公司的借壳上市和再融资。 但在调

控效果不显的情况下， 部分投资性自

住性需求又重新入市， 目前房价仍处

于高位运行。

十二五规划建议公布

不提

GDP

主攻调结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全文

10

月底发布。 在接近

2

万字的篇幅中，

只字未提未来

5

年

GDP

的具体指标，与

5

年前“十一五”建议中明确提出“实现

201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

一番”形成对比。 《建议》明确提出，将坚

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建议》明确提出，将坚持把“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主攻方向。《建议》提出，将构建扩

大内需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

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与

5

年

前的《建议》对比发现，“三驾马车”顺序

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消费被提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

GDP

首次超越日本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内阁府

8

月份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二季度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内阁府在估算中

采用了上半年平均汇率， 结果显示中日

两国二季度

GDP

分别为

1.337

万亿美元

及

1.288

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分析称， 受环保车补助金

政策终止、香烟增税等影响，今年四季度

日本

GDP

增速将为

-1.7%

。

2010

年全年

中国超越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基本没有悬念。

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出炉

锁定

7

大行业

国务院

10

月下发《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

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加快培

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到

2015

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要力争达到

8%

左右。《决定》发布

后， 国务院将具体的实施任务分解到相

关

20

多个部委，并要求相关部委尽快出

台相应的实施细则。

人民币连续升值

央行启动第二次汇改

在

G20

峰会举行前夕的

6

月中下

旬，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进一步推进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

弹性。 央行指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将继续按

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

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资料， 截至

11

月

底，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自

1994

年

以来的升值幅度分别达到

32.8%

和

56.6%

。

A

股融资额再创新高

上市公司家数逾

2000

在

2010

年这个“中国经济最复杂的

一年”， 股市为经济默默地做着贡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6

日，

A

股

市场募集资金规模为

9346.44

亿元，除

去募资费用，实际募资规模达到

9105.71

亿元。超过

2007

年的

7985.82

亿和

2009

年的

5115.48

亿元。

国新公司挂牌

“谢刘配”将主导央企重组

12

月

22

日， 传闻已久的 “中投二

号”———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

牌，首期注册资本金

45

亿元。 谢企华任

董事长，刘东生为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谢刘配”引发业界对于推动央企重组的

期待。

对于国新公司的定位， 国资委主任

王勇作出了解释， 称国新公司的主要任

务是在中央企业内部从事重组和资产整

合。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持有进入国

新公司的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并履行出

资人职责， 二是配合中央企业整合存续

企业资产和非主业资产。

民间投资新

36

条出台

“玻璃门”难题待解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于

5

月下旬发布。

“新

36

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 市政公

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

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

业等。可以看出，国家凡未禁止的行业基

本都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按理说，翘首以

盼的政策一出，民间应该一片欢呼，但事

实是，叫好声中不乏担忧———政策虽好，

落实却难。 一想到这些年铁老大、 油老

大、电老大等垄断巨无霸越来越牛气，人

们对政策的效果不免产生疑虑。

地方政府清理融资平台

排查财政风险地雷

为防范地方债风险，国务院

6

月中

旬下发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

理的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融资平

台公司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按照

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

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随

后，财政部、银监会等四部委发出专门

文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做出专

门规范。

� � � �资本市场迎来

20

岁华诞

总市值居全球第三

中国资本市场今年迎来

20

岁生日。

20

年时间， 股票市值由最初的

２３．８２

亿

元增至目前的

２６．４３

万亿元，跃居全球第

三。 上市公司从

13

家增至目前的

２０２６

家，股市累计融资约

６

万亿元。 经济证券

化率由不足

１％

升至

８９％

以上。

经过

20

年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成

为反映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世界上最大

的银行、最大的油田、最长的铁路，都已

在这里生根。 全球股市乃至经济的神经

会因“中国式震荡”产生波动，而这正逐

渐成为一种常态。

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推出

A

股迈入做空时代

筹备多年的股指期货在经过国务院

批准后， 于今年

4

月

16

日正式挂牌，首

批

4

个合约当天开始交易。

3

月

31

日，融

资融券交易试点启动，国泰君安、国信证

券、中信证券、光大证券、海通证券和广

发证券

6

家证券公司成为融资融券首批

试点证券公司。 目前股指期货开户数为

5.6

万户，自然人占比在

95%

以上，机构

投资者数量仍然有限。 让股指期货成为

真正的风险对冲工具路程还很长。

大宗商品逞强

期市惊现“糖高宗”“棉花掌”

今年大宗商品市场， 人们看到了太

多的“历史新高”：从金价创历史新高伴

随着铜、铝等大宗商品的凌厉上涨，再到

棉价创历史新高。

10

月

9

日，全国食糖现

货价格指数历史性超越

6000

元大关，达

到

6062

元。 在“蒜你狠”、“豆你玩”之后，

普通的白糖摇身一变“糖高宗”，蔗糖主

产区广西的甘蔗减产以及期货市场上游

资的炒作， 被认为是白糖价格上涨的幕

后黑手。 面对疯狂的涨价，国家发改委等

部门决定分批投放国家储备糖、 储备油

等以平抑价格。 在行政强力调控干预之

后，农产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新股发行二阶段改革启动

网下打新改摇号

新股发行第二阶段的改革措施于

11

月

1

日正式开始实施。 这一阶段改革的

主要看点包括： 询价机构具体报价将被

披露、私募将被纳入新股发行询价对象、

中小板和创业板不再累计投标询价、网

下打新改摇号等。 有评论指出，此轮改革

使询价机构责权到位， 是一个让人值得

欣慰的最大进步。 但新股发行市盈率高

企的根本原因在于新股发行制度处于

“半市场化”的层面，小的改变或难撼高

价发行局面。

农行

A+H

股上市

国有四大行股改收官

7

月

15

日和

16

日，农业银行成功地

实现了

A

股和

H

股在内地和香港资本

市场的同步上市， 在两地市场的首日挂

牌成交十分活跃。 作为国有（控股）商业

银行中最后一家发行上市的银行， 农行

在两地的同步上市， 标志着我国国有控

股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这一新世纪初最重

大的金融工程得以成功“收官”。

五部委联手出招

严打股市内幕交易

国务院办公厅

11

月转发证监会等

部门 《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

幕交易的意见》，就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

交易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和全面部署。

一是抓紧制定涉及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

保密制度， 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接触内幕

信息管理办法。 二是尽快建立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 要求内幕信息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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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实施登记， 落实相关人员的保密

责任和义务。 三是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和停复牌等相关制度， 督促上市公司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四是

健全考核评价制度， 将内幕交易防控工

作纳入企业业绩考核评价体系。 五是细

化、 充实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规

定，完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和举证规则，

积极探索内幕交易举报奖励制度。

此次

5

部门联手打击内幕交易，力

度可谓空前。 截至今年

１１

月底，证监会

已立案调查内幕交易

５０

件，对

１９

人和

３

家机构作出行政处罚，

１５

起案件移送

公安部门，并查处了一些社会影响较大

的大型内幕交易案件。 其中，首例公募

基金经理因老鼠仓被移送司法机关更

是表明了监管层打击内幕交易的决心

和力度。

基金发行数量破纪录

平均募集规模不敌去年

今年新基金密集发行，公募基金数

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截至

12

月

21

日，

今年新增基金数达到

144

只，基金总数

达到

701

只；新基金首发规模突破

3000

亿元大关， 平均首发规模为

21.3

亿元，

低于去年首发规模

31.89

亿元。

基金发行出现井喷的很重要一个

原因是，自今年开始，新基金审批实行

多通道分类审批制度，这大大加快了新

基金发行节奏。

紫金矿业陷污染门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敲警钟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7

月下发行政

处罚决定书称，因紫金矿业下属紫金山

金铜矿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

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

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3187

万元，决定对

紫金山金铜矿罚款约

956

万元人民币，

并责令采取治理措施以消除污染。

9

月

21

日，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

高旗岭尾矿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广东省纪委的新闻通

报显示， 信宜紫金溃坝事件中共有

36

名相关责任人员被处理， 其中

15

人被

移送司法机关。

国美控制权之争火爆上演

最终握手言欢

国美电器今年

9

月

28

日召开特别

股东大会，审议国美电器现任董事局主

席陈晓及有关董事任免的相关事项。 投

票结果显示，黄光裕提出的罢免陈晓董

事会主席职务动议以约

3

个百分点的

劣势未获通过，陈晓继续留任国美董事

会主席职务。黄光裕方所提

5

方案，有

4

项未通过。 首回合陈晓胜出。

但是， 国美控制权之争并未完结。

国美电器于

12

月

17

日又召开特别股

东大会，会上，以超过

90%

的支持率通

过了邹晓春和黄燕虹这两位黄氏家族

代表进入国美董事会的议案。 邹黄入职

董事喻示着国美分裂风险暂时解除，陈

黄二人握手言欢。

阔别

13

年

上市银行重返交易所债市

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银监会三部门

10

月下旬发布 《关于上

市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

易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批准启动上

市商业银行进入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

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上市银行时隔

13

年重新

回到交易所债市，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交

易所债市和银行间债市将被重新打通。资

料显示，早在

1997

年

6

月，为防止银行

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监管层对商业银行关

闭了通向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大门。

2010

年证券市场十大新闻

本报编辑部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年内两度加息

12

月

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正式宣告为抵御金融危机而采

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发生转向。 为回收流动性和抵御通胀，央行今年

6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对部分国有大行实施差

别准备金率。 另外，还两次实施价格调控手段，于

10

月

20

日和

12

月

26

日起分别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

0.25

个百

分点。

2010

年

4

月

8

日，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左）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尚

福林共同为股指期货开板。

甘蔗减产和游资炒作，被认为是糖价屡创新高的幕后黑手。

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最终以和气收场，避免了一场分裂。

由于楼市调控效果不彰， 一些原本

观望的投资和自住型需求又重新入市。

(

本版图片均由

IC

供图

)

一

四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十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