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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IPO财务核查工作基本结束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昨日，证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集中回应了市场关注的热点话题。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江苏

证监局对华西证券开展的美思德上

市辅导工作验收不予通过，这并不

表明证监会要求派出机构在辅导验

收环节提高标准来缓解新股发行

（

IPO

）审核压力。 他再次强调，证监

会正抓紧研究修订创业板首发管理

办法，将适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

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入标准，建立

创业板再融资规则体系。

IPO财务核查

相关工作基本结束

对于

IPO

财务核查的最新进

展，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自

2012

底启动

IPO

财务专项检查以

来，已历经中介机构自查、对自查报

告审核及抽查三个阶段。 其中，自

查阶段已于

5

月

31

日结束；审核部

门对自查报告开展了全面审核，部

分意见已反馈给发行人及中介机构

落实；抽查工作的现场阶段已全部

结束，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归类汇

总后将及时予以反馈，发现严重执

业质量问题的，将移交有关部门依

法严肃处理。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

对自查报告的审核及抽查工作，发

现部分发行人存在财务会计处理

不合规、内部控制薄弱、信息披露

存在遗漏及描述不准确等情况；同

时，部分中介机构在执业中未严格

遵守执业准则，流于形式，执业质量

有待提高。 对存在问题，审核部门

将在反馈意见和日常审核监管中予

以关注并进行相应处理。 相关情况

证监会也将通报给证券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并通过培训、座谈等多

种途径通报给业内，督促中介机构

归位尽责，从根本上提高

IPO

信息

披露质量。

未要求派出机构

提高辅导验收标准

7

月

31

日，江苏证监局对华西

证券开展的江苏美思德辅导工作验

收不予通过。 有媒体报道称，此举

为缓解

IPO

通道压力的方式。

对此，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

示，近期，江苏证监局对华西证券

开展的美思德上市辅导工作验收

不予通过，并及时向社会通报了辅

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部分媒体

误认为是监管层解决

IPO

堰塞湖

的另一种思路。 事实上，证监会并

未要求派出机构在辅导验收环节

提高标准来缓解

IPO

审核压力。 严

把辅导验收关，是证监会多年来的

一贯要求，也是加强监管执法的具

体举措。

七大措施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金

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其中提到创业板的一些制度修改思

路。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证监会正抓紧研究修订创业板首发

管理办法，总体思路是，在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规定的基础上，适

当放宽创业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

业的财务准入标准，提高指标的弹

性，拓展创业板市场服务创新型、成

长型企业的深度。

同时，证监会正在前期工作基

础上，进一步研究制定创业板再融

资规则，探索建立符合创业板企业

特点的“小额、快速、灵活”的再融资

机制，满足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融

资需求。 上述两项工作证监会将在

研究成熟并履行相关立法程序后发

布实施。

他还表示，证监会将认真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一如既往

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完善中

小企业板制度安排，适当放宽创业

板对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财务准

入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规则体

系， 形成适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

“小额、快速、灵活”的融资方式。 二

是加紧落实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试点扩大至全国的具体实施方

案， 探索多样化融资工具和机制，

探索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战

略合作，为挂牌企业提供股权质押

融资、 信用贷款等间接融资服务。

三是在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基

础上，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明

确区域性市场作为私募、小众市场

的定位，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探索建立区域性市场规范发展

的制度体系，加强区域性市场与多

层次资本市场中其他市场的有机

联系，继续支持证券公司积极参与

区域性市场。 四是进一步扩大中小

企业私募债试点范围，更好地满足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五是抓紧

推出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细

则，适时出台非上市公众公司并购

重组管理办法，支持中小微企业股

本融资、股份转让、资产重组等活

动。 六是稳步推进商品期货品种创

新，为中小微企业管理风险、发现

价格提供有效工具。 七是推动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规范务实、有序探索

创新，开展资产管理和资产证券化

等业务， 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初创期或

成长期的小微企业，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高效、专业、便利的金融服务，

推动中小微企业规范运作和健康

发展。

完善公司债券

风险防控机制

日前，鹏元资信在

11

超日债评

级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市场广泛关

注。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鹏元资信在对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进

行信用等级评级的执业过程中，存

在以下问题：

一是在超日太阳的经营环境

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未及

时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二是

未按约定在超日太阳

2011

年年报

公布一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三是在评级过程中未遵循已

报备的信用评级方法；四是业务档

案中未留存经营环境分析、债券募

集说明书等原始资料。 根据《证券

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 深圳证监局对鹏元资信采取

了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并责令限

期整改。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促进公

司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证监会拟

从如下方面完善公司债券风险防控机

制： 一是根据投资者的风险识别与承

受能力完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积极

健全不同风险类别的公司债券的发行

与上市流转的相关制度。 二是强化对

公司债券发行人、 相关中介机构的行

政监管和自律管理， 进一步明晰其权

利、义务和责任，督导市场参与各方归

位尽责。 三是要求证券公司向客户销

售公司债券时， 应当了解和评估投资

者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 并充分揭

示风险。 四是构建公司债券偿债风险

监测的综合体系， 由证券交易所与各

证监局持续监测公司债券偿付风险。

五是进一步完善偿债风险的应急处理

预案。

调整监管模式

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

谈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证监会

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基于互联网模

式的基金销售业务创新活动不断出

现，如何鼓励并规范这类创新活动，是

监管部门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

直以来， 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发

展态势予以重点关注， 特别对基金销

售及相关业务进行了相应监管安排。

总体来看， 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的整

体监管法律法规框架已初步建立；同

时， 监管部门也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模

式下的基金销售业务是新生事物，原

有的监管模式和思路需要不断调整，

以适应其创新发展。

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各种

新业务模式的跟踪和研究，适时完善

监管机制、改进监管措施，坚持保障

基金销售结算资金安全、防止销售欺

诈误导、 保护投资人权益等基本原

则， 尊重互联网业务的自身发展规

律， 为市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创造良好环境。

证监会：部分上市公司业绩真实性存疑

将对政府补助等特定项目的信披要求做出具体规范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昨日，证监会发布《

2012

年上

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和

《上市公司

2012

年年报监管情况阶

段性通报》。针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避重就轻、缺乏针对性，导致信息的

相关度不高的情况，证监会表示，将

陆续对政府补助、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 收入确认等特定项目的财

务信息披露要求做出具体规范，并

通过发布信息披露解释公告的方

式，细化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和透明度。

《通报》称，总体来看，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质量、 财务报告及审

计质量进一步提高， 内部控制评

价及内控审计工作在上市公司中

稳步推进。 但仍有部分公司业绩

真实性存疑， 信息披露有效性和

针对性不足， 财务会计处理不恰

当，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募集资

金运作不规范， 公司治理仍存在

完善空间， 内控信息披露可比性

差，审计程序不充分，同时，特殊

行业、新业务、海外业务等对信息

披露提出新的挑战。

《通报》透露，上市公司年报监

管下半年重点工作将以现场监管为

主。 目前各证监局正在集中进行现

场检查；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门

拟与沪深专员办联合开展现场检

查， 加大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

检查力度和问责力度。

下一步， 证监会将加大年报监

管专题研究， 根据监管实践和市场

条件的变化， 加强与财政部的沟通

与协调， 积极推动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的修订与完善； 修订现有的信息

披露规则体系，细化信息披露要求；

继续研究出台特殊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探索建立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

鼓励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自愿

性、个性化披露信息。

同日披露的 《

2012

年上市公

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称，从

年报披露情况看， 上市公司对会

计准则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有所增

强，对于涉及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合并等较为复杂的交易， 基本能

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

处理。 总体来看，财务信息披露质

量有所提高， 但在个别方面仍存

在较为突出的问题，需加以改进，

主要包括：

一是部分公司财务报告存在低

级错误，披露的严肃性有待提高；二

是会计政策披露缺乏针对性， 与投

资决策的相关性有待加强； 三是业

务模式、盈利模式不断创新，涉及的

会计问题有待研究； 四是个别公司

涉嫌存在会计和信息披露虚假问

题，有待进一步核查。

证监会表示， 将继续通过明确

会计准则执行口径、 细化信息披露

要求、 加大对会计事务所监管力度

等方式，对年报分析中发现的会计、

审计和内控实施问题进行跟踪处

理。 针对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

金融工具、资产减值、收入确认以及

股权激励等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问题， 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没

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造成准则执

行不一致的， 证监会将积极配合财

政部， 通过修订准则或发布准则解

释等方式加以完善。

华润置地109亿前海拿地 深圳总价地王刷新

溢价率高达57.74%，楼面价达21670元/平方米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昨日下午， 深圳前海首批出让

的三宗地中的最后一宗

T201-0078

地块成功出让， 华润置地豪掷

109

亿力压世贸房地产将该地块收入囊

中。与此同时，该地块

109

亿的成交

价刷新了

7

月底前海

T201－0075

地块

71.8

亿的总价，成为深圳新的

总价地王。

由于门槛太高、且商用性有限，

导致昨日的竞拍现场十分冷清。 证

券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本次挂牌

继续采用一次性竞价的方式， 封闭

报价，现场开标，价高者得。不过，十

分钟的竞拍时间里， 仅世贸房地产

和华润置地两家投标，与

7

月

26

日

前海出让首批前两宗地火热的场景

形成鲜明对比。最终，世茂房地产出

价

90.99

亿元， 华润置地出价

109

亿元，华润置地力压世贸夺标。尽管

参与的房企仅两家， 但该地块溢价

率依然高达

57.74%

， 楼面价高达

21670

元

/

平方米。

公开资料显示， 此次竞拍地

块， 位于前海桂湾片区二单元

02

街坊，为商业性办公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

40

年 。 其土地面积为

61831

平方米、建筑面积

50.3

万平

方米，出让起始价达

67.2

亿元，面

积和起始价均超过首批出让的前

两宗地。

此外，根据相关规定，该宗地

自用面积为

169725

平方米， 占总

建筑面积比近

34%

， 且部分物业

10

年内不得转让。对于竞买人，该

地块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规定竞买

人须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企业，

市值不低于

400

亿港元，

2012

年

营业收入须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在竞买前，与不少

于

3

家境外的世界

500

强金融机

构或其控股的一级子公司签署入

驻该项目的合作意向。竞买人还须

承诺， 在竞得该地块的一年内，须

在前海深港合作区设立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运营

总部。

三券商被停止参与

地方债招投标

财政部昨日发布通知称，安信证券、平安证

券、 国海证券在

2013

年地方债发行投标中，未

达到最低投标量或最低承销量的情况累计已达

到

4

次。按照相关规定，上述三家券商自本通知

印发之日起，停止参与

2013

年财政部代理发行

地方债招投标。 （郑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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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要求派出机构在辅导验收环节

提高标准来缓解 IPO 审核压力

进一步研究制定创业板再融资规

则， 探索建立符合创业板企业特点的

再融资机制

互联网模式下的基金销售业务是

新生事物， 原有的监管模式和思路需

要不断调整，以适应其创新发展

证监会调整西部证券

2013年分类结果

今年

7

月

12

日， 证监会公布了

2013

年证

券公司分类结果。 按照 《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

定》，证券公司对其分类结果有异议的，在收到

分类结果书面通知之日起

1

个月内可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书面申述。截至目前，共有

4

家证券公

司向证监会提出了书面申述。

经核，证监会对西部证券

2013

年分类结果

进行了调整，由

B

类

BBB

级调整为

A

类

A

级；

对其他

3

家公司的申述请求不予支持， 分类结

果维持不变。 （郑晓波）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

盘中首次升破6.11�

� � � �

� � �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昨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

1

美元对

6.1666

元人

民币，上涨

30

个基点，本周累计上涨仅

2

个基

点。 境内即期市场人民币开盘

6.1093

便刷新汇

改以来新高，收盘却大幅回落至

6.1150

，较上一

日高点

6.1125

出现下跌。

本周以来，人民币即期市场汇率波动较大，

对美元盘中最高价周四、周五续创新高，但尾盘

走势迥异， 这也导致昨日收盘价不仅没有继续

走高， 反而出现了与高点

6.1090

之间

60

余个

基点的价差。 分析人士称，美元近日盘整，对人

民币汇率引导作用并不明显。 境内市场供需波

动及预期谨慎， 是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的主要

原因。 （朱凯）

7月银行结售汇

逆差69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3

年

7

月，银行结汇

1508

亿美元，售汇

1576

亿美元，

结售汇逆差

69

亿美元。

其中， 银行代客结汇

1451

亿美元， 售汇

1425

亿美元，结售汇顺差

26

亿美元；银行自身

结汇

57

亿美元，售汇

151

亿美元，结售汇逆差

94

亿美元。 同期， 银行代客远期结汇签约

226

亿美元，远期售汇签约

200

亿美元，远期净结汇

26

亿美元。

2013

年

1~7

月，银行累计结汇

10621

亿美

元， 累计售汇

9306

亿美元， 累计结售汇顺差

1315

亿美元。 其中， 银行代客累计结汇

10237

亿美元，累计售汇

7922

亿美元，累计结售汇顺

差

2314

亿美元； 银行自身累计结汇

385

亿美

元， 累计售汇

1384

亿美元， 累计结售汇逆差

999

亿美元。 同期，银行代客累计远期结汇签约

1923

亿美元，累计远期售汇签约

1394

亿美元，

累计远期净结汇

529

亿美元。 （贾壮）

招行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12.39%�

� � � �

� � � �招行昨日发布的

2013

年半年报显示，该行

上半年净利润

262.71

亿元，同比增长

12.39%

。

信息显示，该行净息差同比下滑，不良贷款率稍

有提高，但其非利息收入增幅较大，成本收入比

也略有下降。

招行半年报显示，

2013

年上半年， 净利润

同比增长

12.39%

至

262.71

亿元， 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12.15%

至

640

亿元。 从收入结构上来

看，非息收入增幅较大，净利息收入

474.41

亿

元，同比增加

8.71%

；非利息净收入

166.16

亿

元，同比增长

23.28%

。

从盈利能力指标来看，招行的净息差（净利

息收益率） 略有下降，

2013

年上半年净息差为

2.89%

，比去年同期减少

0.22

个百分点。从资产

质量来看，招行的不良贷款率也有所上升，不良

贷款率比年初提高

0.1

个百分点至

0.71%

，不

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也比年初下滑。另外，招行的

资产充足率也略有下降。

不过， 招行上半年的成本收入比为

31.41%

，同比减少

0.8

个百分点，反映该行成本

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 （蔡恺）

远洋地产上半年

纯利同比增17%

� � � �

� � � � 远洋地产昨日发布的中期

业绩显示，今年上半年，远洋地

产实现协议销售额达

178

亿

元，同比上升

29.5%

，上半年已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

51%

。 同

时，集团纯利为

14.17

亿元，同比

增长

17%

。

据了解， 远洋地产于上半年

的销售回款率维持在

90%

左右，

来自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入为

16.8

亿元。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集团拥有现金约

131

亿元，已

锁定销售收入约

449

亿元， 将于

今年和之后的财年入账， 未来的

营业收入可预见性高。

远洋地产总裁李明表示，随

着新政府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相

信内地楼市的未来发展将趋于平

稳。公司将应市场和自身情况，审

慎地通过并购和参与旧城改造等

多种不同渠道， 适当地补充土地

储备，继续优化产品组合，推动业

务的平稳增长。 （张达）

华泰证券上半年

净利润增长超两成

华泰证券昨日发布

2013

年

半年度报告，受“两融”业务带动，

净利润增长超过

20%

。

该公司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12.88

亿

元，同比增长

21.78%

；基本每股

收益

0.23

元，同比增长

21.05%

。

虽然

2013

年上半年股票市

场持续低迷， 特别是

6

月份以来

经济增速下滑及资金面紧张，股

票市场大幅下跌，不过，受惠于融

资融券业务收入的大幅增加，该

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1%

至约

36.36

亿元。 （蔡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