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虫创意/供图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贺觉渊/制表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统筹推进资本市场

稳定健康与改革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证监会在近日召开的年中监管工作会议上

，

部署了下半年的重点改革工作

。

坚持稳字当头和

深化改革开放

，

以发行监管转型为牵引

，

加快机

构

、

上市公司等各条线监管转型

，

维护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

加强基础制度建设

，

将成为下一阶段

资本市场监管的主题和主线

。

资本市场稳步前行的力量来自融资端和投

资端两个

“

车轮

”。

今年以来

，

从推进新股发行常

态化和退市常态化到保持强监管定力

，

再到把握

各项配套改革节奏

，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步履越发

稳重从容

，

服务实体经济的枢纽作用日益增强

，

财富管理效应不断显现

，

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更

加完善

。

然而

，

当前资本市场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仍然

较多

。

着眼全局重新认识资本市场

，

既要在融资端

出彩

，

又要在财富管理市场发挥赚钱效应

，

还要满

足投资者保护等诸多要求

，

任务艰巨繁重

。

瞄准下

半年

，

证监会提出着力完善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

扎实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

稳步推进

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等多项任务

。

一方面

，

坚持稳字当头

、

实字为本

。

证监会将

加强对跨市场跨领域跨境风险的联动监测监控

，

维护股市

、

债市

、

期市总体稳定运行

，

完善风险应

对预案

，

努力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

同时

，

做实做细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各项准备

，

科学合理

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

，

以发行监管转型为牵引

，

加

快机构

、

上市公司等各条线监管转型

，

提升整体监

管效能

。

另一方面

，

以严促变

、

以稳促进

。

证监会将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

推动制定私募基金

监管条例

、

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

，

推动独立董

事制度改革

，

进一步加大法治供给

，

健全资本市场

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

并且

，

推动境外

上市备案制度落地实施

，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境外上市

。

可以看出

，

全力抓好市场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

、

服务实体经济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题中之义

，

下半年资本市场要继续增强财富

管理功能

，

为扩大内需添砖加瓦

。

围绕着打造规范

、

透明

、

开放

、

有活力

、

有韧性

的资本市场总目标

，

未来发展路线更加清晰

，

各项

制度和举措更加系统

，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等核心任务更加明确

。

资本市场将一步一个脚印

，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贺觉渊

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数据相继出炉。 从

已经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看， 即便遭遇超预

期因素冲击，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称

“省区市”）经济运行仍展现出韧性，新动能对

经济修复的带动作用越发凸显。 上半年全国

有

29

个省区市保持了经济正增长。 其中，

23

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速持平或跑赢全国水平。

以高技术制造业投资、 新兴消费为代表的经

济新动能为稳经济贡献了重要力量。

此外，近期，各地相继召开会议，部署下

半年工作安排。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7

月

29

日， 至少有

7

个省区市已明确提出将咬定全

年预期目标不放松。

中西部延续较快发展势头

今年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不寻常的前半

程。总体来看，上半年各地经济运行虽然受到

冲击，但仍呈现诸多积极变化，中西部地区保

持较快发展增势， 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表现

亮眼，东部地区经济迅速修复。

据记者统计，在

23

个上半年经济增速持

平或超过全国水平的地区中， 中部

6

省全部

“上榜”，

11

个省区市来自我国西部。 对于中西

部地区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在近期予以积

极评价。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袁达日前指出，

湖北、湖南等省份较好发挥了支撑拉动作用，江

西、重庆、贵州、甘肃、宁夏等省份经济保持较快

增势。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在采矿业

及部分原材料行业生产较快增长等因素带动

下，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因为受疫情影响较小，加之自身发展潜力大，

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在工业生产与投资上展现出

独有特性。 工业生产方面，中西部地区受疫情扰动

较小，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季度中部、西部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9%

和

6%

，均快于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下转A2版）

新动能助力经济修复 多地锚定全年预期目标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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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7

月

31

日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5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出席招待会。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 洋溢着热烈喜

庆的节日气氛。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庄严的“八一”军

徽，“

1927－2022

”的大字年号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

目，昭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

95

年的光辉历程。

18

时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 与中外来宾欢

聚一堂，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魏凤和致辞。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魏

凤和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

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

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在各个

时期为人民军队建设作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

志、老战士、转业退伍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

属表示亲切慰问，向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向全

军英模代表、全国双拥模范代表、全国模范军队转

业干部代表致以崇高敬意， 向辛勤工作在国防科

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 向长期关心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 人民团

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

的各国驻华武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魏凤和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

缔造的人民军队。

95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

雄的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

立了不朽功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提供了强大支撑， 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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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号”巨舰破浪前行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7

月的上海，骄阳似火，科创板开市迎来三

周年，在已上市的

400

多家企业中，长三角企业

占据半壁江山。 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后的重要成果之一。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支持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

略。至此，长三角三省一市（沪浙苏皖）发展迈

入新征程，相互赋能、优势共享，努力实现“

1+

1+1+1＞4

”。

2021

年， 长三角地区

GDP

总量达

27.61

万亿元， 较

2012

年的

12.56

万亿元增长了

1.2

倍，以

4%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约

1/4

的经济总量， 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蓝图中

的先行者。

上市公司的发展是观察一个区域经济发展

活力、速度和质量的重要窗口。 截至

7

月末，长

三角区域的

A

股上市公司已达

1782

家， 占全

国的比重为

36.78%

， 总市值

24.04

万亿元，占

全国的比重为

27.27%

。 最近十年，长三角

A

股

上市公司新增

1110

家。

2022

年二季度，面对因疫情突袭导致的物

流不畅、供应链中断的局面，长三角三省一市推

出重点企业重点物资通关绿色通道、 产业链供

应链“白名单”企业互认等措施，力保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畅通。 （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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