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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沪伦通可行性研究

A2

2016年不可忽视的

10个投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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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

让居民公平参与股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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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挂牌公司

暂停恢复转让新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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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处罚7宗

大股东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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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导向下的

新三板分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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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开展1000亿元MLF操作并下调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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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规范发审权力 明确审核环节时限要求

昨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发行审核权力运行的若干意见》，其中，制定规则提高审核标准透明度，并建立限时办理和督办制度，对各

审核环节提出明确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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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热点主导11月行情 12月谁执牛耳？

11

月份即将过去，回顾这一个月的行情，可谓跌宕起伏。大盘在月初大涨，月末暴跌。对于

12

月份的行情，不少券商仍然持乐观态度。热点方面，

高送转、农业现代化、油改等概念受到券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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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挂牌时代”指引性规范

新三板分层制度法律解析

企业场外“资产证券化”的

刑事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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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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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证监会规范涉嫌配资私募资管产品

证监会和交易所正在组织研究与注册制相关的配套规章和规则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昨日，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

对近期的市场热点问题作了回应。 他

表示，证监会日前下发了《关于规范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涉嫌配资的私募资管

产品相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全面排

查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涉嫌配资的私募

资管产品情况，继续按照“摸清底数、

突出重点、疏堵结合、稳妥处置”的原

则，有序推进清理整顿工作。

《通知》要求，各证监局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前期摸排数据的基

础上， 督促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进

一步甄别、 确认涉嫌配资的相关私募

资管产品； 明确了需规范的三类私募

资管产品范围及标准， 相关数据核实

与后续清理规范应按该既定标准进

行；分类推进清理规范工作，坚决清理

私募资管产品中下设子账户、 分账户、

虚拟账户等情形，有序规范涉嫌配资的

优先级委托人享受固定收益、劣后级委

托人以投资顾问等形式直接执行投资

指令参与股票投资的私募资管产品；持

续关注利用“一人多户”、线上转线下等

新型场外配资及其风险，督促各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建立健全识别、监测、防范

场外配资活动的工作制度和流程。

张晓军表示， 此举旨在进一步做

好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工

作，巩固前期清理整顿工作成果。

同时， 他确认证监会近日下发了

《关于取消证券公司自营股票每天净

买入要求的通知》，并就中国证券业协

会叫停融资类收益互换作了回应。 张

晓军表示，在近几年的创新发展中，为

适应客户风险管理的需求， 证券公司

探索开展了场外衍生品业务。 但实践

中， 部分证券公司利用收益互换业务

向客户融资买卖证券， 实际演变为一

种配资行为， 偏离了衍生品作为风险

管理工具的本源。

张晓军介绍，近日，出于对市场整

体风险的考虑， 为规范证券公司场外

衍生品业务， 中国证券业协会根据有

关自律管理规则， 要求证券公司不得

通过场外衍生品业务向客户融出资

金，供客户进行证券交易。其他满足客

户风险管理等合理需求的场外衍生品

业务仍可正常开展。 证券公司应当通

过规范的融资融券业务为客户提供融

资买入证券服务。

此外， 针对注册制推进的最新进展，

张晓军表示，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

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

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扩大资本

市场包容性和覆盖面， 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我国经济平

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他指出，目前，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序开展， 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正在组织研究与注册制相

关的配套规章和规则。 注册制改革将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取向，建立健全市场主

体各负其责的体系， 保护投资， 便利融

资，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和市场可承

受度的关系，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确保

市场稳定运行。

国产手机遭遇瓶颈

开疆拓土尚需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张司南

在继成为“双 11” 销售额贡献大

户后，国产手机又迎来发布热潮。

24日， 小米发布包括红米 Note3

在内的三款手机。 随后， 华为发布了

Mate8，酷派发布了锋尚 Max。 此外还

有部分厂商如 vivo、 锤子、Moto 预计

将在未来一周发布新机型。 纵观整个

2015 年，国内手机厂商发布新品的节

奏明显加快， 半年甚至一年才会更换

的智能手机， 让国内厂商打造成了月

销品， 国产手机看似仍旧一片 “繁

荣” 。 然而“繁荣” 的背后，国产手机

却面临着国内海外的双重困局。

一直以来， 出货量被视为国产手

机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据。近年来，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经过迅猛发展后趋

向饱和。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手机市场

累计出货量为 4.52 亿部， 比 2013 年

5.79 亿部下降 21.9%。而另据美国市场

研究公司 IDC 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 2015 年第一季度销售总量为 1.1 亿

部左右，同比下滑 3.7%。国内智能手机

市场趋于饱和不再只是信号， 而是已

经成为现实。

如果说出货量的下降成为市场饱

和的直接证据， 那么手机厂商的宣传

手段，则间接佐证了这一现实。在需求

萎缩、市场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或许

只有不断抛出噱头与创新营销手段，

才能拉动日趋疲软的手机市场，带来短

期销量的突破。 正如乐视在推出手机的

同时还推出近 50 万的土豪电视， 一时

间引爆舆论。 被称为“红衣教主” 的周

鸿祎则是把手机直接射在了墙上。 而雷

军则不再是简单地跑个分，而是杠上了

“友商” ，还搬出了公证书。 当然，无论

何种营销与噱头，最符合消费者心理的

价格战当然是必不可少。

几乎所有厂商都意识到了国内市

场的饱和， 无一不在尝试走出国门，海

外市场自然成为国产手机厂商垂涎的

大蛋糕。 然而国产手机的出海之路并不

顺畅， 众多品牌厂商有人欢喜有人忧。

作为国内一线品牌，华为晒出的成绩单

显示，半年销量突破五千万，其中海外

市场的贡献接近一半。 中兴 2015 年第

二季度占领美国市场 8%， 成为美国第

四大手机品牌。 被誉为全民手机的小

米，虽然在国内的成绩单不错，但经过

爆发式增长后却迟迟不敢转战欧美，直

到本月 23 日小米 4 才获得了 FCC 的

认证，开始涉足美国市场。魅族、OPPO、

vivo 等品牌更是对欧美市场望而却步。

不难发现， 这些海外之路相对平稳

的都是核心专利与技术沉淀较为雄厚的

厂商，且在科研方面投入较大。 事实上，

正是大量的专利技术让三星、 苹果建立

起了足够高的壁垒，从而驰骋全球市场。

国产手机要想进入苹果、 三星雄霸的海

外市场，必然先要跨越专利这道沟壑，只

有加大科研投入，掌握核心专利技术，在

与苹果、三星手机巨头对抗时才有底气。

否则一旦跨出国门， 面对各种严苛的法

律，专利危机将不可避免。国内手机品牌

厂商是否考虑少制造一些噱头， 潜下心

来多搞一些科研创新？

由于大部分的手机厂商在专利方

面存在明显的短板，以及在用户体验与

产品设计等方面尚待提高，虽然依靠价

格战开拓了市场，但其发展瓶颈随处可

见，国产手机海外之路任重而道远。

多重利空袭击 Ａ股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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