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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A5

“两驾马车”拉动

招行净利增逾四成

一年运营十年休克

上海煤交所

50%

股权今卖

2

万

A2

王岐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防止汇率大宗商品大幅波动

B3

本报主办的“中国基金业明星奖颁奖典礼暨明星基金论坛”昨在京隆重举行

2010

年度中国基金业明星奖揭晓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杜晓光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 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协办， 人民网、 新浪网、 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战略支持的中国基金

业盛会———“

2011

中国基金业明星奖颁奖

典礼暨明星基金论坛” 昨日在京隆重举

行， 备受关注的

2010

年度中国基金业明

星奖花落各家。 （获奖名单详见

A4

版）

华夏基金、 易方达基金、 富国基金

和中银基金凭借过去几年持续的优异表

现， 摘得首次颁发的 “长期回报明星基

金公司奖”， 嘉实基金、 大成基金等

10

家公司荣获 “

2010

年度十大明星基金

公司奖”， 摩根士丹利华鑫等

3

家公司

则获得首次颁发的 “明星基金公司成长

奖”。 华夏大盘精选等基金拿下 “五年

持续回报明星基金奖”。 其他类别单只

基金明星奖项也揭开了面纱。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在致辞时

表示，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居民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理财需求随之

快速增长， 为中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了肥沃土壤。 同时， 中国资本市场不

断发展壮大， 法规制度不断完善， 创新

产品及工具日渐丰富， 为基金行业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温子建着

重介绍了本次评奖的特色和理念。 他表

示， “中国基金业明星奖” 评奖活动

坚持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 以科学

的方法和公开、 公平、 公正的态度，

通过严格的量化考核， 从中筛选出表

现优异的基金和基金公司， 为投资者

投资基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在颁奖典礼之后进行的明星基金论

坛上， 与会的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认为，

目前以沪深

300

指数为代表的蓝筹股估

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这决定了股市下

跌空间不大， 未来更多的机会存在于业

绩超预期的蓝筹股中。

人民网、 证券时报网、 证券微博、

新浪网、 全景网对颁奖典礼和明星基金

论坛进行了全程实时直播。 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实时直播颁奖盛况。 中央电视

台、 《交易日》 等全国

50

余家媒体也

对此次颁奖典礼进行了报道。

从严监管 创业板率先颁行公开谴责标准

深交所第二届上诉复核委员会成立，人数增至

24

人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近日， 深交所正式发布实施 《创业

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 明确和规

范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的认定标

准，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纪律处分自律

监管执法机制。

该负责人强调， 《公开谴责标准》针

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点进行了制度创新

和构建， 突出从严监管的原则。 一是针对

创业板公司高成长、 高风险的特点， 在对

创业板公司具体数据进行测算的基础上，

设定了较主板和中小板更为严格的触发指

标； 二是针对创业板公司超募资金比例

较高的特点， 从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

募集资金管理三个方面设定明确的违规

标准， 确保监管威慑力， 从严管理创业

板募集资金尤其是超募资金； 三是针对

上市公司频发的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违

规、 定期报告披露违规、 资金占用、 违

规担保等重点违规事项， 作了细化规

定， 进行重点打击， 以强化对创业板上

市公司的监管。

该负责人介绍， 为充分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公开谴责标准》 中

还专门增加了有关上市公司对深交所

作出的公开谴责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收

到处分决定之日起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

深交所申请复核的规定。 同时， 为确保

上市公司申请复核权利的有效行使， 提

高深交所上诉复核工作的公平性、 科学

性、 透明度和公信力， 深交所对 《上诉

复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步作了修改，

将上诉复核委员会人数由原来的不超过

14

人增加为不超过

24

人， 并依法成立

了新一届上诉复核委员会。

该负责人还指出， 率先以创业板为

试点向社会公布 《公开谴责标准》， 是

深交所推进创业板基础性制度创新的新

起点， 也是推动 “依法监管、 阳光监

管” 的新探索。 作为尝试和探索， 本次

《公开谴责标准》 仅适用于对创业板上

市公司实施公开谴责， 不包括对创业板

上市公司的通报批评以及对股东、 实际

控制人和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

其他主体的纪律处分。 下一步深交所将

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

范围， 拓宽 《公开谴责标准》 的适用范

围， 并以正在进行的主板 《股票上市规

则》 修改为契机， 适时向社会公布主板

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

（相关文件全文详见

A7

版）

完善制度设计 让诚信保荐护航

IPO

证券时报记者 方岩

胜景山河事犹未了， 绿大地又起惊

雷———集 “羡慕嫉妒恨” 于一身的保荐

人，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

质疑之声还不止于此。 据证券时报

数据部统计， 截至目前， 今年以来发行

上市的

80

只新股中， 有

35

只破发， 破

发比例逾四成。 破发成风成为媒体和投

资者热议的话题。

应该说， 新股发行第二阶段改革以

来， 成效有目共睹。 此轮改革以 “市场

主体归位尽责” 为目标， 强调让每个市

场参与者干好自己的事情， 让机构真实

承担风险， 增加报价的审慎性。 改革实

施以后， 一些券商理财产品、 私募基金

等， 宁可踏空网下配售， 也不再盲目报高

价。 与此同时， 随着新股破发成为常态，

一些资金雄厚的个人投资者也选择 “不

碰新股”， 长期以来形成的 “打新必赚”

的扭曲认识正在校正， 新股买卖双方严

重失衡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不过， 也应看到， 尽管新股前

“破” 后继， 但备受诟病的 “三高”

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统计显示，

今年以来平均发行市盈率仍高达

62.4

倍 ， 远高于二级市场的

20.5

倍， 新股向二级市场输送泡沫的现

象仍在延续。

“三高”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特殊

时期的特殊现象， 须靠市场自身力量

实现价值重估与自我修正。 从资本市

场实践看， 其存在又有一定的必然

性。 从发行环节看， 保荐机构与上市

企业逐利目标一致———保荐机构一般

按募集资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承销

费， 发行价越高， 收取的承销费就越

多， 而超募部分还可获得额外的激励。

正是由于发行环节缺乏必要的制衡机

制， 保荐机构往往对上市企业的优点无

限放大， 而对其可能存在的专利权隐

患、 经营独立性等问题则 “选择性遗

忘”。 基于此， 全国政协委员、 证监会

主席助理朱从玖在今年 “两会” 上透

露， “证监会将进一步提高招股说明书

质量， 提倡重视客观描述， 减少或去掉

其中的广告痕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 “十二五”

规划纲要均提出， 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 可以预见， 未来一段时间， 首次

公开发行 （

IPO

） 依然要在直接融资市

场担纲主力。 当前， 须从完善制度设计

入手， 进一步推动保荐机构归位尽责，

弘扬诚信保荐， 从制度上化解当前保荐

人面临的信任危机。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违规成本。 自从保

荐制度实施以来， 监管部门多次组织相关

培训， 并针对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开出

20

余张罚单， 监管力度不可谓不强。 但

是一些保荐机构及个人依然我行我素， 对

监管层的警示置若罔闻， 其原因何在？ 无

他， 实乃违规成本太低、 处罚力度不够

所致。 为此， 必须下大力气整肃保荐市

场， 对于屡屡触及行业 “红线” 的保荐

人， 必须对其所在机构给予暂停、 甚至取

消保荐资格的重罚， 并将相关责任人移交

司法部门追究刑责。

(

下转

A2

版

)

时报观察

We Watch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

(

左四

)

、 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温子建

(

左二

)

为获奖者颁奖 宋春雨

/

摄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

2011

年节假日通知和深沪

证券交易所清明节休市的安排， 本报

4

月

2

日至

4

月

5

日休刊，

4

月

6

日恢复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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