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钢股份

回购已耗资

10

亿

宝钢股份今日披露回购股份进展。

截至

10

月

15

日， 已回购

2.17

亿股，

支付总金额约为

9.98

亿元。

B1

聚焦中兴通讯三季度预亏

中兴通讯三季度预亏， 公司管理层

称， 公司将重新审视区域和产品战略布

局并尽快做出调整， 尽快扭亏为盈。

A2

逆美股

A

股而上

港股成资金追逐新热点

近日， 港股市场连续逆美股

A

股

而动， 大有展开一轮独立行情的架势。

C1

股东增持众生相：

央企动作频繁民企小试牛刀

9

月至今， 共有

63

家上市公司发

布股东增持公告， 合计增持股数

4.8

亿

股， 涉及金额超过

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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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图片新闻

日本软银收购美第三大移动运营商

A4

第二批转融资试点券商即将参与联网测试

A5

需求回升 银行加大一般性贷款投放

A6

大举加仓业绩高增长股 三季报揭秘社保投资动向

A7

买入席位疑点重重 四川圣达重组涉嫌泄密

B1

57

家上市房企前三季业绩喜忧参半

B1

水利工程进度加快 管道公司订单暴增

B2

走进新白药 共话大健康

B4

多头主力加速离场 豆粕再现恐慌性杀跌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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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重回“

1

时代” 年内或降准降息

9

月

CPI

同比上涨

1.9%

；

PPI

降

3.6%

，创

35

个月新低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

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CPI

） 同比上涨

1.9%

， 涨幅比上月

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 这也是继

7

月

份以

1.8%

的涨幅创下两年半新低以

来，

CPI

再度回到 “

1

时代”。 而

9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3.6%

， 创

2009

年

11

月以来

35

个月新低。 对此， 专家表

示， 我国低通胀格局已经形成， 而

PPI

创

35

个月新低， 说明现在经济

回暖趋势还不是很明显， 年内下调

准备金率和下调利率可能性增大。

数据显示，

9

月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2.5%

， 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79

个百分点， 仍是

CPI

构成八大类商

品中影响最大的一类。 值得注意的

是，

9

月份， 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下降

6.0%

。 其中， 猪肉价格下降

17.6%

，

影响

CPI

下降约

0.68

个百分点。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

认为， 翘尾因素的逐渐消退是

CPI

下行的直接原因， 而更大的背景是

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 据统计局测

算， 在

9

月份

CPI

同比涨幅中， 去

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2

个

百分点， 新涨价因素约为

1.7

个百

分点。

虽然

CPI

整体呈现稳中有降趋

势， 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国

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分析

指出， 服务业价格的上涨说明劳动

者工资仍然在提高， 并将保持增长；

在全球货币宽松的大背景下， 原材

料价格也在涨。 “这些因素都将在

随后几个月影响到

CPI

。 预计四季度

CPI

降幅有限。”

“总体看，

9

月

CPI

延续了今年

以来物价涨幅持续回落的趋势。” 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

部长王军指出， “四季度

CPI

可能会

略有反弹， 但低通胀的整体格局不

会改变。”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 中国银行业

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

CPI

重回 “

1

时代”， 显示在经济回落探

底趋势下通胀压力有限；

PPI

持续回

落显示企业盈利压力依然在加大， 盈

利回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全球央

行近期扩大流动性投放推动的大宗商

品价格上升缺乏新兴经济体实体需求

支持且对中国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PPI

回落提升了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成为支持降息的理由之一。

(

更多报道见

A2

版

)

保代注册变更转至中证协自律管理

昨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通

知， 保荐代表人注册、 变更执业机构

等资格管理职责由证监会移交协会，

自

22

日起， 协会开始受理保代注册

申请及变更执业机构申请。

此次调整， 主要源于根据 《国务

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 的有关规定， 保代注册行

政许可取消。 协会通知表示提交注

册、 变更申请程序、 文件要求及审核

依据基本不变， 协会将保代纳入证券

从业人员管理体系统一进行管理。 协

会要求各保荐机构在

10

月

17

日至

19

日为本公司所有已经注册的保代做

执业证书类别变更。

协会还指出， 将充分发挥行业组织

在人员资格管理和行为监管方面的自

律功能， 根据市场发展情况， 不断规

范、 调整、 完善保代队伍的准入标准

和流动要求， 为行业人才培养、 发展

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据介绍，

证监会仍将继续对保荐执业行为进行

监管， 强化保荐机构及其负责人、 保

荐业务团队成员的责任， 增大对违法

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刘璐）

上市公司恶意不履行承诺将被查处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中国证监会昨日宣布， 将在近两

个月集中对上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

及上市公司的承诺事项进行一次清理

和专项检查， 并对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采取监管措施督促履行。

据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此次清理和专项检查具体包括要求上

市公司对相关方承诺未履行情况进行

专项披露， 对已经履行完毕的承诺履

行情况进行抽查， 对超期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进行专项检查并采取监管措施

督促履行等。

该负责人表示， 上市公司的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 对解决

上市公司历史遗留问题、 规范上市公司

治理等关系重大。 无论是此前的清欠、

股改， 还是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再

融资方案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日常监管

中发现的关联交易、 同业竞争等， 很多

都是通过相关方承诺的方式予以解决。

但实践中相关方所作的各项承诺在后

续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承诺

事项受行业限制无法履行、 承诺人恶意

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相关事项等， 使部

分承诺变成一纸空文， 既损害了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也不利于营

造资本市场诚信环境。

他强调， 证监会一直高度重视上

市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的承

诺履行问题。 下一步， 证监会将结合检

查结果， 完善关于上市公司相关方承

诺问题的监管规定， 规范各方行为，

稳定投资者预期， 并依法对恶意不履

行承诺及虚假披露等行为进行查处。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日将

201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思与劳埃德·沙普利， 以表彰他们

在 “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 上所作的贡献。 （更多报道见

A4

版） （吴家明）

IC/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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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公司并购重组暂停审核

B1

证监会公示并购重组审核流程进度

正酝酿修改收购办法和重组办法，继续逐步取消并购重组行政许可事项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为了进一步增强审核信息透明

度， 中国证监会昨日宣布， 从今年

10

月

15

日开始， 依法对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行政许可审核流程和审核进度

进行公示。 证监会将每周公布一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申请基

本信息及审核进度表》。 昨日公布的

进度表显示， 目前有

61

单并购重组

项目正在接受证监会审核。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此

次公示以服务投资者为宗旨， 遵循公

开、 公平、 公正和便民的原则， 是证

监会落实依法行政、 政府信息公开的

重要举措， 有利于强化监督、 提升服

务。 据介绍， 并购重组行政许可的公

示内容包含三个方面： 审核工作流

程、 在审项目基本信息和审核进度。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目

前约

2/3

的并购重组交易经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后即可自主实施， 无需审

批。 下一步将继续逐步取消相关的行

政许可和简化相关行政许可的程序，

推动并购重组的改革， 促进实体经济

的发展。

据介绍，

2012

年

2

月， 证监会

取消了 “持股

50%

以上股东自由增

持、 持股

30%

以上股东每年不超过

2%

的股份自由增持、 第一大股东取

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继承”

等四项要约收购豁免事项的行政许

可；

8

月， 又上报国务院申请取消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行政许可。

“应该说证监会简化行政许可的

方向是不变的。 但是考虑到每一项政

策出台， 对市场影响非常大， 因此需

要认真研究。 目前， 正酝酿修改收购

办法和重组办法， 在行政审批方面，

成熟一个取消一个。 相关措施正在抓

紧酝酿之中。” 这位负责人说。 他透

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带来的收购豁

免有望取消行政审批。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 近几年， 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日益活跃， 并购

重组规模快速扩张。 “十一五” 时期，

企业间并购交易额累计突破

6.4

万亿元，

交易笔数累计

1.67

万单， 分别是 “十

五” 期间总量的

4.5

倍和

6.4

倍。

2011

年， 作为 “十二五” 的开局之年， 境内

企业并购交易额和单数再次创下年度新

高， 分别达到

1.62

万亿元和

4698

单。

上市公司并购交易额占企业间并购交易

额的比重也逐年上升，

2005

年以前平均

占比不足

20%

，

2006

年到

2010

年的平

均占比已达

48%

，

2011

年更是高达

67%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于国民经济

“调结构、 转方式” 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