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News

A2

2012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

主编：方岩 编辑：李玲 电话：

0755-83553719

要闻

News

A2

电监会将制定

“十二五”电改路线图

国家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昨日在年度工作会

议上说，

２０１２

年电监会将务实推进厂网分开、

输配分开、 理顺电价等电力体制改革， 并将提

出 “十二五”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他表示， 今年将抓准关键， 务实推进三项

电力体制改革。 一是进一步巩固

２００２

年厂网

（即发电厂与电网） 分开的成果， 对电网企业

拥有的发电资产进行摸底调查， 提出监管意

见。 二是制定开展输配电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操

作方案， 推动试点工作。 三是以化解煤电矛盾

为切入点， 探索推进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他说， 将推进输配电业务分开， 逐步形成数

量规模合适的多家买方主体， 以提高竞争效率。

同时进一步推进大用户直购电， 以促进市场主体

多元化。

他表示， 电监会今年将组织开展电力改革

重大调研， 提出 “十二五”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的意见。 一是要研究电力改革顶层设计和改革

路线图， 提出 “十二五”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

操作方案建议。 二是要进一步梳理和研究现行

电力管理体制， 提出改进和完善政府电力管理

体制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 国家电监会昨日还透露，

２０１１

年

全社会用电量达

４．７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１１．７％

。 电监会专家预计，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

进一步回落，

２０１２

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将放

缓至

８．５％

左右。 （据新华社电）

“十二五”商业特许经营

发展指导意见发布

商务部日前发布 《商务部关于 “十二五”

期间促进商业特许经营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 提出， 用五年时间， 实现主要特许经

营品牌的加盟店数量、 经营规模、 规范水平均

有较大提高， 形成一批市场发展潜力大、 标准

化管理能力强、 诚信经营的知名商业特许经营

企业和品牌。

《意见》 明确， 要加快中小商贸流通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 为商业特许经营企业提供咨询、

融资、 市场开拓、 管理提升等服务， 促进商业

特许经营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会同有关部门制

订促进商业特许经营发展的财税政策， 积极争

取对具有一定规模且管理比较成熟的商业特许

经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 研究制订

中小企业发展商业特许经营的扶持政策， 重点

鼓励老字号、 特色店、 知名品牌企业在严格管

理、 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展商业特许经营。

《意见》 指出， 建立优秀商业特许经营品

牌评价机制， 以 “商业特许经营连锁百强” 为

基础， 进一步发掘优秀商业特许经营品牌、 加

强品牌建设和宣传、 培育一批市场潜力大、 扩

张能力强、 诚信经营的知名企业。 （许岩）

统计局：

2010

年

我国

GDP

增长

10.4%

昨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 国家统计

局在初步核实数的基础上， 对

2010

年国内生

产总值 （

GDP

） 数据进行了最终核实， 与初步

核实数据相比，

2010

年

GDP

增加了

311

亿

元， 现价总量为

401513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

算， 比上年增长

10.4%

， 与初步核实数相同。

经过最终核实，

2010

年

GDP

现价总量为

401513

亿元， 比初步核实数增加了

311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10.4%

， 与初步

核实数相同。 其中， 第一产业现价总量为

40534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4.3%

， 占

GDP

比例

10.1%

。 第二产业现价总

量为

187383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

增长

12.3%

， 占

GDP

比例

46.7%

。 第三产业现

价总量为

173596

亿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

上年增长

9.8%

， 占

GDP

比例

43.2%

。

据悉， 国家统计局借鉴国际通行做法，

2003

年开始对

GDP

核算和发布制度进行了改

革， 与传统做法相比， 增加了初步核实和最终

核实两个步骤， 对

GDP

数据进行两次修订。

(

许岩

)

两创业板公司

首发申请获通过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昨日召开

2012

年第

4

次和第

5

次会议， 审核通过了北京同有

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周宇）

去年

12

月进出口增速创近两年新低

专家预计今年出口增速保持在

13%~15%

，贸易顺差将降至

1200

亿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海关总署统计显示，

2011

年

12

月份 ， 我国进出 口总值 为

3329.2

亿美元， 增长

12.6%

。 其中

出口

1747.2

亿美元， 增长

13.4%

；

进口

1582

亿美元， 增长

11.8%

。

12

月份进出口增速均创两年多以

来新低。

2011

年，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

36420.6

亿美元， 比

2010

年同

期增长

22.5%

， 外贸进出口总值刷

新年度历史纪录 。 其中 ， 出口

18986

亿美元， 增长

20.3%

； 进口

17434.6

亿美元， 增长

24.9%

。 贸

易顺差

1551.4

亿美元， 比上年净

减少

263.7

亿美元， 收窄

14.5%

。

2011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外贸

进出口增速持续走低， 但是贸易发

展更趋平衡： 进口、 出口协调发

展， 外贸顺差逐年收窄。

2011

年，

在 “扩大进口” 的政策引导下， 我

国进口增速高出同期出口增速

4.6

个百分点， 外贸顺差在

2010

年同

比收窄

7.2%

的基础上继续收窄

14.5%

， 减少

263.7

亿美元， 当年

贸易顺差与外贸总值的比值为

4.3%

， 比上年降低

1.8

个百分点。

分区域来看，

2011

年， 中欧双

边贸易总值

5672.1

亿美元， 增长

18.3%

， 较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

低

4.2

个百分点。 同期， 中美双边贸

易 总 值 为

4466.5

亿 美 元 ， 增 长

15.9%

， 较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增速

低

6.6

个百分点。

2011

年， 我与东盟

双边贸易总值为

3628.5

亿美元， 增

长

23.9%

， 高出同期我国进出口总体

增速

1.4

个百分点。

此前业界对于

12

月份出口增速

放缓已有预期， 但进口增速的实际回

落速度超过了预期。 澳新银行大中华

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认为， 来自房

地产业调控的影响， 使进口出现了一

定的减速。 不过， 铁矿石以及大豆进

口均保持较高水平， 进口增速下滑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

下滑 “作怪”。

海关数据显示，

12

月份铁矿砂

及其精矿、 原油、 成品油、 钢坯、 钢

材、 废铜等进口数量增长， 均较

11

月份有所下降， 而其进口额增速的降

幅， 也均超过数量降幅。

12

月份贸易顺差较上月小幅扩

大

165.2

亿美元，

2011

年全年累计

实现顺差

1551.4

亿美元， 同比减少

14.5%

。 刘利刚认为， 贸易顺差的收

窄表明中国的内需旺盛以及结构性

调整， 正在逐步减少对外需的依赖，

预计

2012

年中国出口增速保持在

13%~15%

， 整体贸易顺差将进一步

下降至

1200

亿美元， 贸易账户将更

加平衡。

他说， 贸易顺差收窄并不代表人

民币升值压力明显下降， 中国过去不

断累积的贸易顺差， 仍使人民币面临

升值压力。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期仍

将保持平稳， 但

2

月份中国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访美前后， 可能出现波动，

升值的可能性增加，

2012

年全年升值

幅度在

3%

左右。

完善新股发行改革 时报邀您献策

一位小股民建议新股上市首日设立涨跌幅限制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南

监管层表示要继续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话音未落， 一位署名

“中国小股民” 的网友投书证券时

报网

(www.stcn.com)

， 提出 《关于

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市场化改革的建

议方案》。 一时间， 网络上赞弹不

一， 众说纷纭。 新股发行改革关注

度之高可见一斑。

《方案》的核心内容为， 改革现

行新股上市首日交易规则， 以发行

价为基准， 实行

10%

的涨跌幅限制。

该股民在信中表示， 从当前一

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长期处于割裂状

态来看， 实行新股上市首日涨跌幅

很有必要。 理由如下： 首先， 从遵

循资本市场三公原则来看， 未给新

股首日上市不受涨跌幅限制的理论

依据。 如果不设限， 就应该所有个

股都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次， 长期

以来， 一级市场积聚大量打新资

金， 是为了收获首日高开的暴涨，

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形成规模， 形成

了新股高开操作的 “沃土”； 再次，

涨跌停板制度是为了控制交易风

险， 因此对于幅度巨大的新股高开

应该给予纠正。

该股民认为， 如此一来， 将形

成以下大好局面： 一是会让基金询

价更加理性， 因为首日最多也就是

涨幅

10%

， 操纵已经不容易。 二

是新股首日按照发行价设置涨跌幅

后， 新股将不再具备一日暴涨的可

能。 这样， 股民将会更多关注新股

的价值投资。 另外， 从操作层面来

看， 首日交易制度改革只在交易所

层面改革即可， 没有更多更高的实

施风险。

对于该股民的来信建议， 业内专

家表达了不同观点。 南方基金首席策

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 新股首日限制

涨跌幅的做法在抑制炒新方面有一定

的可取之处， 但另一方面可能会抑制

一部分炒新资金的热情， 加大拉高股

价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不过， 从

市场活跃度出发， 他建议， 可以考虑

适当加以限制， 比如涨跌

20%

或

30%

。

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也曾撰

文指出， 我国的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 为尽量减少新

股在二级市场上暴涨暴跌和人为炒作

空间， 建议采取一些配套政策和后续

措施， 如新股上市首日不再放开涨跌

幅限制等。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则认

为， 对新股首日涨跌幅设限不能解决

问题。 因为新股首日上市的价格形成

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认同的过程， 让其

自由浮动比人为限制要好的多。 一旦

对新股首日涨跌幅进行限制， 很有可

能引发个股股价的大起大落， 即可能

先出现连续涨停板， 再连续出现跌停

板。 李大霄认为， 新股首日设限的做

法只会影响交易效率， 而不能从根本

解决新股发行问题。

事实上， 诸多迹象表明， 推进新

股发行改革已是如箭在弦。 在新股改

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 提出问题才可

以引发更多的讨论， 汇集更大的智

慧。 或许， 这才是这封小股民来信的

真正意义所在。 小股民的提议是否可

取我们不妄作论断， 但多少也代表着

部分小股民的声音， 我们希望大家就

新股发行改革多提建设性意见， 为提

振股市信心出一份力。

去年我国企业并购数量

并购金额双双创新高

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昨日发布的

2011

年并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去

年， 在经济强劲发展和国家并购重

组相关扶持政策的带动下， 我国企

业并购数量和并购金额双双大幅增

长。 去年， 我国并购市场共完成

1157

起并购交易， 披露价格的

985

起并购交易总金额达

669.18

亿美元。

与

2010

年完成的

622

起案例相比，

同比增长

86.0%

， 并购金额同比增长

92.3%

。

去年， 能源及矿产行业依旧稳

居并购市场行业第一的宝座， 完成

的并购交易数量为

153

起， 占并购

总 量 的

13.2%

， 并 购 交 易 高 达

219.83

亿 美 元 ， 占 并 购 总 额 的

32.8%

。 去年， 我国并购市场完成的

十大并购交易中， 资源性行业的并

购事件占据

5

席。 其中， 中国中化

集团公司以

30.70

亿美元收购挪威国

家石油公司的交易， 为能源及矿产

行业最大规模并购交易。 房地产行

业完成的并购交易数量为

113

起，

占并购总量的

9.8%

， 并购交易金额

达到

54.49

亿美元， 占并购总额的

8.1%

。 机械制造行业完成的并购交

易数量为

95

起 ， 占并购总量的

8.2%

， 并购交易金额

27.49

亿美元，

占并购总额的

4.1%

。 （杨浩）

2012

龙江金融论坛

在哈尔滨举行

昨日， 由黑龙江省金融工作办

公室、 黑龙江证监局、 华夏时报共

同主办的 “

2012

龙江金融论坛” 在

哈尔滨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 原国家统计局

总经济师姚景源立足

2012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 “稳中求进” 的主基调，

结合中国经济乃至当前世界经济十

分复杂和严峻的环境， 深入探讨我

国稳增长、 稳物价、 稳社会大局的

原因。 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方面，

他建议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加快技

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优化消费结构

升级。

论坛上，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

泰联合证券、 交通银行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 共同探讨企业融资与境内

外交易所上市相关信息， 为黑龙江

本土企业上市搭建交流平台， 共同

促进龙江以及中国企业稳步上市。

（彭志华）

王庆：未来服务业

占

GDP

比重会上升

中金投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昨

日在 “搜狐金融德胜论坛———银行

家年会” 上表示， 从国际上看， 欧

债危机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甚至

欧元区有解体的风险， 但资本市场

不会因此受到更糟糕的冲击， 因为

市场已经提前释放了风险。

他说， 当前资本市场处在筑底

的过程中， 我国经济增长拐点将至，

未来更有意义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即工业占

GDP

的比重会逐渐下降，

服务业比重会上升， 同时消费也会

提升。

王庆认为， 资本市场的调整是对

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 从估值的

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估值已

经与国际水平接近。 （贾壮）

财政部国税总局发文明确———

个人转让限售股收益适用

20%

税率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财政部、 国税总局日前联合下

发的 《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

备完成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

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明

确， 今年

3

月

1

日起， 首次公开发

行的上市公司在向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申请办理股份初始登记时， 须一

并申报由个人限售股股东提供的有

关限售股成本原值详细资料， 以及

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对该

资料出具的鉴证报告。

通知要求， 新上市公司提供的

成本原值资料和鉴证报告中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证券持有人名

称、 有效身份证照号码、 证券账户

号码、 新上市公司全称、 持有新上

市公司限售股数量、 持有新上市公

司限售股每股成本原值等。

新上市公司每位持有限售股的

个人股东应仅申报一个成本原值。

个人取得的限售股有不同成本的，

应对所持限售股以每次取得股份数

量为权重进行成本加权平均以计算

出每股的成本原值。

通知要求，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

到新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 应

及时将有关成本原值数据植入证券结

算系统。 个人转让新上市公司限售股

的，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实际转让

收入和植入证券结算系统的标的限售

股成本原值， 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

本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 适用

20%

税率， 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

得税额。

新上市公司在申请办理股份初始

登记时， 确实无法提供有关成本原值

资料和鉴证报告的， 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在完成股份初始登记后， 将不再接受

新上市公司申报有关成本原值资料和鉴

证报告， 并按规定以实际转让收入的

15%

核定限售股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

财政部规定， 对于个人持有的新

上市公司未解禁限售股被司法扣划至

其他个人证券账户， 如国家有权机关

要求强制执行但未能提供完税凭证等

材料，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在履行告知

义务后予以协助执行， 并在受让方转

让该限售股时， 以其实际转让收入的

15%

核定其转让限售股的成本原值和

合理税费。

２０１２－１－１０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２－１－１０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９２８１．２５ ３．７５％

巨潮沪深

Ａ

指

２３９９．８９ ３．５７％

深证

１００

指数

Ｐ ２８９８．７９ ４．００％

巨潮大盘指数

２４３５．４７ ３．１２％

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Ｐ ２７９６．１０ ３．９６％

巨潮中盘指数

２６２３．５２ ４．１３％

中小板指数

Ｐ ４３３９．７９ ４．１３％

巨潮小盘指数

２６３２．６５ ４．１８％

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８０３．１１ ４．０５％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２５８７．８４ ２．９５％

创业板指数

Ｐ ７１６．４５ ３．４７％

泰达环保指数

２３１６．５２ ４．４１％

深证治理指数

５１８７．１０ ３．７１％

中金龙头消费

４１８１．１１ ３．３３％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

上接

A1

版

)

我国财政收入连年较

快增长， 政府债务整体可控， 为推

进结构性减税、 加大民生保障支

出、 增加科技投入等预留了空间。

我国金融体系受国际金融市场影响

相对较小， 风险总体可控， 市场流

动性良好， 也将为资本市场发展提

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从资本市场自身机制看， 经

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 我们已经

建立起一个市值排名世界第三的

股票市场， 一个余额居世界第五

位的债券市场， 还有一个交易量

名列前茅的期货市场， 我国资本

市场大的框架和基本要素已经齐

备； 资本市场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已经得到化解， 基础制度逐步健

全， 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承载

能力大幅提升， 也具备了在更高

层次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从资本市场结构调整的方向看，

监管层一再强调要鼓励社保基金、 企

业年金、 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增加

对资本市场的投资比重， 积极推动全

国养老保险基金、 住房公积金等长期

资金入市， 适当加快引进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

QFII

） 的步伐， 逐步增加

其投资额度。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 温总理

曾言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如今， 面对中国股市， 郭树清主席亦

曾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将迎来

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 对中国资本

市场发展的前景要有信心。 我们坚

信： 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一时的蛰

伏或许是在为未来的勃发而蓄势。 毕

竟从长期来看， 资本市场发展的脚步

不变， 繁荣实体经济对直接融资的倚

赖更会给资本市场带来越来越好的发

展机遇。

专家预测去年物价涨幅约

5.4%

今年经济增速不会大幅回落，通胀下行趋势更加明显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国家统计局将于下周发布

2011

年全年经济数据， 多位专家

预测， 虽然去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

了放缓态势， 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

良好的运行趋势，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速预计超

9%

，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

CPI

） 涨幅约

5.4%

。

2011

年以来， 我国经济增速

不断放缓， 但仍处于高位运行。 去

年前三个季度， 我国

GDP

增速分

别为

9.7%

、

9.5%

和

9.1%

， 增速呈

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当前国内外环

境分析， 业内专家认为， 在内外需

整体趋缓的影响下，

2011

年第四

季度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预

计

2011

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将回

落至

8.6%

左右， 全年经济增长将

在

9.2%

左右。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

认为， 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会继续回

落， 但回落幅度收窄， 预计第四季

度

GDP

增速为

8.8%

， 全年

GDP

增速为

9.3%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所长贾康预测，

2011

年全年

GDP

在

9.1% ~9.2%

， 表明 我 国

GDP

已如愿回调。

不过增长的放缓并不意味着今年

经济就会 “硬着陆”。 连平预计

2012

年我国

GDP

实际增速将保持在

8.5%

左右， 经济季度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

的走势。

此外，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2011

年

12

月份通胀继续呈下行态势，

2012

年上半年下行趋势更加明显。 诸建芳

表示， 由于季节因素影响， 食品价格

尤其是蔬菜价格出现较快上涨， 非食

品价格上涨幅度相对减缓， 因而预期

2011

年

12

月份

CPI

环比上涨

0.4%

，

同比上涨

4.1%

。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

认为，

2011

年

12

月份

CPI

将与上月

持平， 去年全年涨幅约为

5.4%

左右。

不过

CPI

持稳是暂时现象 ， 预计

2012

年

2

月份会再度显著下降。

连平认为， 虽然近期由于春节假

日因素及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不排

除近一两个月

CPI

同比可能还会小幅

走高， 但考虑到猪肉等食品价格涨幅

缩小、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调、 政府

前期调控政策起效等因素，

2012

年

物价涨幅将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初步判断

2012

年全年

CPI

同比涨幅

将在

3%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