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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票利率意外上行重燃加息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昨日公开市场

1

年期央票利率意外

上行， 引起市场极大关注。 多数观点认

为， 此次央票利率上调已经释放出央行

加息信号， 并暗示宏观调控并未出现转

向。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 通胀预期尚未

消除， 加息时间窗口有望在

8

月末

9

月

初开启。

数据显示， 昨日央行招标的

50

亿

元

1

年期央票利率升至

3.5840%

， 较上

周走高

8.58

个基点。 时隔

6

周后的量

价齐升， 表明了央行引导基准利率上

行的政策意图。 兴业证券分析人士认

为， 猪肉销售旺季即将来临， 通胀见

顶后还可能出现反复， 央行年内加息

仍有必要。

尽管如此， 昨日债券市场却呈现先

抑后扬态势， 收益率依旧总体小幅回

落。 同时， 昨日招标的

5

年期及

7

年期

两期金融债券， 亦受到机构配置需求释

放的带动， 分别创出近期少见的

2.2

倍

和

2.05

倍的较高认购倍率。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

告诉记者， 除了具有加息信号的含义

外， 本次央票利率上行更预示了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 国内宏观调控并不适宜立

即转向。 而通过利率手段抑制通胀预

期， 仍是年内的政策基调。 石磊预计，

加息措施不会很快出台， 或经过一两周

的观察后再实行。

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刘俊郁

指出， 央票利率意外上行无疑推高了加

息预期， 但考虑到当前央票一、 二级市

场利差较窄， 央行此举也是为了进一步

加大公开市场回笼力度， 并减弱了上调

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上海某私募债券投资经理向记者表

示， 未来加息

1～2

次仍有可能。 但预

计通胀不久将逐步回落， 他认为， 从两

年一个大周期的理论判断， 本轮食品价

格的大幅上涨已快接近尾声。

■图片新闻

上半年外汇局打击热钱涉资超

160

亿美元

共处行政罚没款

2.6

亿元人民币，超过去年总和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 今年上半年， 外汇管理部门继续保

持打击热钱的高压态势， 查处各类外汇

违法违规案件

1865

件， 涉案金额超过

160

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6.2%

和

26.9%

。

外汇局称， 针对当前外汇违法违规

资金流入与结汇的重点渠道和典型手

法， 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改进检查手

段， 全面推广外汇非现场检查系统，

对各类市场主体外汇收支活动实施全

方位监测， 不断提高对外汇违法违规

行为的打击精准度。 今年上半年， 各

地外汇管理部门共开展了

80

多项专

项检查， 并查处了广东、 上海、 江

苏、 山东、 广西和海南等地的一批大

案要案。 从查处情况看， 上半年外汇

管理部门共处行政罚没款

2.6

亿元人

民币， 已超过去年全年

2.43

亿元的

罚没款总额。

在已查处的金融机构外汇违规行为

中， 短期外债超指标、 违反规定办理结

汇与售汇业务、 违规办理资本项目资金

收付、 未对经常项目收付单证的真实性

进行合理审查等较为突出。 前三类违规

行为的涉案金额总计达到了

92.7

亿美

元， 占全部涉案金额的

57.9%

。

在已查处的企业外汇违规行为中，

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外汇或者结汇人民币

资金用途最为突出， 其次是违反外债管

理规定行为， 再次是违规将外汇汇入境

内或非法结汇行为， 上述三类违规行为

的涉案金额总计达到了

25.1

亿美元，

占全部涉案金额的

15.7%

。

外汇局表示，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

济形势， 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

跨境资金违规流动， 特别是对热钱流入

保持高压态势， 进一步提升检查手段，

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 同时， 加强与

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 充分发挥相

关协调机制的作用， 形成应对和打击热

钱的监管合力。

行政问责市场约束 保荐机构归位尽责

本报评论员

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从来就

不是一帆风顺的。 市场退潮的时候， 各

种各样的争议更是像大小礁石一样陆续

浮出水面。 投资者心头长久萦绕的问题

是： 谁来对股票发行上市进行实质性把

关？ 通过审核的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后，

如果出现重大问题， 谁负责？

当下舆论大多将焦点放在发行审核

环节上， 而将本应重点关注的保荐中介

机构轻易放过。 这当中折射出的深层次

原因值得探究。

众所周知， 凡是市场经济国家， 其

监管部门在对行政许可项目进行审查

时， 都不可能拿政府部门的信用替商业

行为背书， 这也非市场本意。

A

股市场

的股票发审制度也是如此， 是程序性审

核， 而非实质性审核。

既然发审环节是程序性审核， 那

么， 谁应该承担起对股票发行上市进

行实质性把关的责任呢？ 我们认为，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拟上市公司。 他们

应该诚实守信， 打扫好自家的院子。

除此之外， 保荐机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也责

无旁贷。

首先， 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 不

管是实行审批制、 审核制还是注册

制， 保荐中介机构都必须担负起把关

责任。

其次， 保荐中介机构是连接发行

人和投资人的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责任重大。 保荐机构既要帮发行人将

合适的项目推荐给合格的投资人， 同

时又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投资者有兴趣

来参与认购。 发行项目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系于保荐机构的尽责履职。

具体到

A

股市场， 在拟上市公司

辅导、 改制、 规范、 制作申报材料等所

有环节， 保荐人、 律师、 会计师、 审计

师等中介最知根知底， 最有可能掌握真

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最有条件对公司业

绩、 关联交易、 公司治理等重大事项作

出实质性判断。

此外， 从利益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

说， 收取可观保荐费的是中介机构， 一

旦出了问题， 作为这些问题公司、 问题

环节的 “出品人” 和 “把关人”， 中介

机构理应扛起买单责任。

从

A

股市场多年的实践来看， 保荐

中介机构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业

能力在不断提高， 但离市场预期仍存在

一定的差距。 一些保荐机构及保荐人负

责的项目不同程度存在财务过度包装、

尽职调查不到位、 持续督导不力等问

题， 引发了市场质疑。 比如说， 有的上

市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 保荐人对公司

治理进行了辅导， 并验收合格。 上市以

后， 地方监管部门到公司做现场检查，

一查就会发现不少问题， 小到会计凭证

不真实、 董事会记录不完整， 大到募资

使用不规范、 信息披露不合规等， 跟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关陈述明显货不对板。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们认为，

有必要建立刚性、 强有力的行政问责机

制， 强化保荐中介机构的实质性把关责

任， 打破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中介机构之

间存在的天然利益联盟， 遏制保荐中介

机构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与

拟上市公司合谋， 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

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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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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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内地香港经贸金融合作将有新政策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昨日抵达香港， 将出席国家 “十二五” 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等相关活动。 他在香

港国际机场对记者们说， “这次， 我带来了中央政府关于支持香港进一步发展， 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金融等方面合作若

干新的政策措施。” 中新社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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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减仓银行股

巴菲特唱反调

前

7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近

700

亿美元

2.77

亿

迷你基金纪录再被刷新

二季度我国外储资产增

1369

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 今年二季度， 我国国际收支经

常项目、 资本和金融项目 （含净误差

与遗漏） 呈现 “双顺差”， 国际储备

资产继续增长。

二季度， 经常项目顺差

696

亿美

元。 其中， 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计

算， 货物贸易顺差

685

亿美元， 服务

贸易逆差

108

亿美元， 收益顺差

44

亿美元， 经常转移顺差

75

亿美元。

资本和金融项目 （含净误差与遗漏）

顺差

670

亿美元， 其中， 直接投资净流

入

402

亿美元。 国际储备资产增加

1365

亿美元， 其中， 外汇储备资产增

加

1369

亿美元 （不含汇率、 价格等非

交易价值变动影响）， 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

2

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 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

目顺差

984

亿美元， 资本和金融项目

（含净误差与遗漏） 顺差

1793

亿美元，

国际储备资产增加

2777

亿美元。

（贾壮）

7

月外汇占款增量创年内次低 资金或流出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今年

7

月份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外

汇占款

2196.26

亿元， 较

6

月份下降

20.8%

， 创今年以来单月新增量的次

低水平。

从今年

5

月起， 我国外汇占款已

经连续两个月下降。 外汇占款增加是

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随着

外汇占款增速下降， 央行的对冲压力

也相应减小。 刚刚过去的

7

月份， 央

行就暂停了今年以来一直保持的每月

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的步伐。

据海关总署和商务部此前公布的

数据， 今年

7

月份我国贸易顺差和外

商直接投资分别为

314.84

亿美元和

83

亿美元， 以

7

月

29

日的外汇中间

价估算，

7

月外汇占款对应的外汇流入

量约为

340

亿美元。 业内通常以外汇占

款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作

为判断资金流向的指标， 若以此衡量，

7

月份已显示出资金流出的迹象。

随着金融市场动荡逐渐加剧， 国

际资金选择回流避险在情理之中， 这

种现象在金融危机比较严重期间曾经

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