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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今日暂停发行央票

央行昨日并未公布今日的央票发

行预告。 继去年

12

月

29

日以来， 例

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已经连续三次缺

席， 其中包括元旦假期的一次。

对此原因， 市场人士认为， 除去

公开市场到期量偏少外， 每月

5

日及

15

日和

25

日的常规准备金缴纳迫在

眉睫， 由于去年年末各大银行 “冲存

款” 导致基数增大， 因此这次补缴的

数量可能较为可观。 此外， 今年元旦

与春节靠得比较近， 银行对于现金的

备付也不敢掉以轻心。

据

Wind

资讯统计，

2012

年全年公

开市场到期资金仅为

9400

亿元， 远低

于往年水平。 对此， 宏源证券固定收益

高级研究员何一峰指出， 即使考虑到央

行未来的滚动操作， 可供对冲的 “池

子” 太小， 到期量增大的空间也较为有

限。 他认为， 如果央行在今年

2

月中旬

前能累计下调准备金率

1.5

个百分点，

市场的流动性方可恢复至均衡水平。

（朱凯）

粤富华原高管内幕交易被罚

2010

年

8

月， 中国证监会对粤富

华原高管李际滨、 黄文峰内幕交易案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没收李际滨的内

幕交易违法所得

69385.26

元， 并处

以

69385.26

元罚款； 没收黄文峰的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

48819.02

元， 并

处以

48819.02

元罚款。

2007

年

6

月

14

日， 粤富华发布

重大事项公告称， 收到参股企业广珠

公司利润分配决议， 粤富华将据此确

认投资收益

1.23

亿元，

2007

年上半

年业绩预增

650%～700%

。

粤富华时任副总经理李际滨和时

任资金部部长黄文峰， 在知悉广珠公

司分红方案的动议、 磋商与进展的基

本过程和总体情况， 了解到分红事项

对公司业绩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后， 李际滨操作其父的证券账户， 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买入粤富华

3

万余

股，

6

月

14

日公告发布当日全部卖出，

获利约

6.94

万元； 黄文峰操作其妹妹

的证券账户， 于

6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

买入粤富华

1.63

万股，

6

月

6

日至

6

月

7

日全部卖出， 获利约

1.48

万元。

6

月

12

日至

6

月

13

日， 黄文峰再次买

入粤富华

1.46

万股，

6

月

14

日公告发

布当日全部卖出， 获利约

3.4

万元。 两

次交易共获利约

4.88

万元。

中国证监会认定， 李际滨、 黄

文峰知悉粤富华对外投资分红方案

的内幕信息， 并操作亲属账户在内

幕信息公开前交易粤富华股票的行

为， 违反了 《证券法》 相关规定，

构成了 《证券法》 第

202

条所述的

内幕交易行为。

（郑晓波）

央行明确

RQFII

资金托管结算细则

专用存款账户与基本存款账户之间不得划转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不得支取现金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下发通知要求，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

试点机构在香港募集人民币进行境内证

券投资的资产配置时， 在获批的投资额

度内， 资金投资于股票及股票类基金不

得超过募集规模的

20%

， 不少于募集

规模

80%

的资金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

包括各类债券及固定收益类基金。

通知称， 央行和证监会可以根据审

慎监管的原则， 对投资比例做出调整。

托管及结算代理银行负责监督试点机构

境内证券投资符合央行和证监会规定的

投资品种和比例。

央行要求， 试点机构应当根据相关

规定， 选择一家同时具有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托管人资格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结

算代理人资格的境内商业银行 （托管

及结算代理银行）， 开立境外机构人民

币基本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 和

境外机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 （专用

存款账户）。

试点机构可以在托管及结算代理银

行开立三类专用存款账户， 分别用于银

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交易所债券市场交

易和股票市场交易的资金结算。 依据本

通知开立的三类专用存款账户之间可以

划转资金， 专用存款账户与基本存款账

户之间不得划转资金， 专用存款账户不

得支取现金。

通知规定， 试点机构专用存款账户

的收入范围是： 试点机构从境外汇入的

投资本金、 出售证券所得、 现金股利、

利息收入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

收入。

试点机构专用存款账户的支出

范围是： 买入证券支付的价款、 汇出

本金和投资收益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其他支出。 除开放式基金外， 试点

机构如需汇出投资收益的， 应当提供境

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相关

税务证明。

守住银行风险底线 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 闻涛

随着银行股改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

的红利逐渐消失， 中国银行业将告别

“暴利” 时代； 而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

矛盾和问题， 则可能在增速下降之后逐

渐暴露出来。 在此背景下， 即将召开的

2012

年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 时间与

任务显得尤为紧迫和繁重。

银行业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行业，

因此银行业的监管始终围绕着如何防范

和化解风险来展开。 目前来看， 中国银

行业所面临的两大风险是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贷款风险和房地产贷款风险， 监管

部门过去两年来在这些方面投入了较多

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 “早发现、 早干预、 早处置”，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清理整顿取得了较

大进展。 据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介

绍， 截至去年

9

月底， 地方融资平

台的清理整顿已经超过

60%

， 由于

监管当局及时要求银行业对平台贷

款逐包打开、 逐笔评估、 逐步整改

和保全增信， 平台贷款的覆盖率已

有较大改进。

尽管平台贷款的风险化解工作

进展顺利， 但对其风险仍不能掉以

轻心。 化解风险的核心是落实还款

来源， 提高贷款的覆盖率， 但考虑

到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之后的土

地出让金来源紧张， 再加上经济增

速下滑可能影响财政收入增幅， 平

台贷款违约风险无法完全排除， 这

将会是未来一年银行监管工作中的

重点内容。

房地产调控也已持续较长时间，

不过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控制一直较

好。 根据监管部门的压力测试结果， 即

使房地产贷款抵押品下跌

40%

， 银行

的贷款覆盖率仍然能达到

110%

； 当房

地产贷款抵押品下跌

50%

时， 覆盖率

也超过了

100%

， 这意味着银行回收本

金没有任何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 监管部门在夯实

银行业自身抗风险能力方面也着力较

多， 今年的一项重点内容是继续推进巴

塞尔协议

Ⅲ

的实施。 早在去年年中， 银

监会便根据巴塞尔协议

Ⅲ

， 修订完成了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根据当时的

设计， 新办法将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

但由于新的资本管理办法指标比较复

杂， 征求意见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正式

的实施时间将向后推延。

按照银监会制定的新资本监管标

准， 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目前都能达到

要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在银行业

过去两年完成两轮大规模的再融资之后

实现的， 如果信贷继续保持高增速， 后

续仍会面临资本补充问题。 因此有业内

人士呼吁， 商业银行应该寻求资本市场

之外的融资渠道， 尽量从自身的资产负

债表中找寻空间， 资产证券化便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方向。

（下转

A2

版）

分红成潮业绩分化 年报含金量更足

———上市公司

2011

年年报五大看点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南

深沪两市上市公司

2011

年报披露

大幕即将开启， 市场颇多期待。 那么，

今年的年报究竟有哪些看点呢？

或现大面积分红

2011

年的上市公司年报的一大亮

点， 就是上市公司可能大面积分红。

证监会日前发出公告， 要求上市公

司和专业机构做好

2011

年年报编制、

审计和披露工作， 重申上市公司应完善

分红政策， 积极回报股东。 事实上， 自

2011

年

11

月

9

日， 证监会表示将在首

次公开发行 （

IPO

） 新股中实施分红新

政以来， 新上市公司迅速响应， 分红新

规已经在

IPO

公司中实施。 而随着

年报的陆续披露， 存量公司中也可能

出现大面积分红现象。

业绩分化或更明显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

2011

年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自然备受关注。

据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最新统计，

截至昨日， 深沪两市共有

846

家上市

公司发布了

2011

年业绩预告， 其中业

绩预增的公司超过

500

家， 占

2011

年

业绩预披露公司总数的六成左右。

值得关注的是， 截至目前共有

32

家创业板公司发布

2011

年年度业

绩预告， 其中

24

家预增， 占比

75%

； 银河磁体预增

130%～190%

，

成为创业板预增幅度最大的公司。

目前创业板尚未有业绩预亏公司，

预计业绩滑坡的上市公司中， 下滑幅度

最大的是康芝药业，

2011

年度净利润

预计下降

60%～90%

。

年报有效信息更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

2011

年年报将是

新准则施行后的首次年报披露。

根据新准则征求意见稿， 此次修订

主要对原准则做了三个方面的完善： 增

加了非财务信息比重， 突出公司治理要

求， 鼓励在 “董事会报告” 部分披露对

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包括主

要产品的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和市

场占有率等信息； 要求上市公司健全内

控制度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将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作为专门一节设置；

增加了市场关注焦点的信息披露。 新准

则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公司董事、 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及公司利

润分配情况， 披露公司利用闲置资金从

事委托理财、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等。

业内评价认为， 新准则对上市公司

年报提出了更多要求， 监管措施将会更

严厉， 这对上市公司公布准确详实的年

报有督促作用。

高送转概念仍将炒作

从历史情况看， 年报概念尤其是高

送转概念是中国股市每年必炒的题材。

（下转

A2

版）

深沪股市开门见绿 酒类股重挫

2012

年首个交易日， 深沪股市未能与全球主要股市携手演绎开门红行情， 而是于高开后持续低走， 双双以全日次低

点报收， 沪指

2200

点整数位得而复失， 创业板指数跌幅更是高达

3.07%

。 权重股大面积走弱， 白酒股更是出现暴跌，

成为拖累股指的主要因素。 （更多报道见

C1

版） IC/供图

“十二五”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

15%

商务部近日提出 “十二五” 商务

发展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预计 “十

二五” 期间我国年均实际吸收外资

1200

亿美元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

15%

左右，

2015

年达

到

32

万亿元。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

要求， 商务部提出， “十二五” 时

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5%

左右，

2015

年达到

32

万亿元；

生产资料销售额年均增长

16%

左右，

2015

年达到

76

万亿元。 城镇现代流

通体系基本形成， 农村市场网络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 电子商务、 连锁经营

和现代物流成为流通主要方式， 流通

组织化、 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 流通

成本明显降低。

在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方面，

商务部预计， “十二五” 期间年均实

际吸收外资

１２００

亿美元左右， 外资质

量不断提升、 方式更加多样、 结构更

加合理， 外商投资在促进创新、 产业

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显

著。 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17%

左右，

5

年累计

5600

亿美元，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规模大体相当。 （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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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龙头消费

３９７４．７５ －２．５０％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