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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沪强深弱，创业板指收
跌1.24%，不过盘面上个股涨多跌少，房
地产、基建、钢铁板块表现较好，成长股
表现低迷，北上资金净卖出约53亿元。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3只，跌停13只。
从技术上看，沪深股指仍收于5日均线之
上，两市合计成交9661亿元，环比增加。
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
线之上，60分钟MACD指标也保持金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受外围市场表现影响，
早盘各股指表现较弱，但盘中仍能回补
跳空缺口，显示出较强的韧性，由于各股
指均盘出此前的下降通道，后市仍将延
续反弹。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
有所增加。综合来看，在“政策底”之后，
市场处于情绪恢复期，一些调整数年的
板块也迎来资金关注，随着成交的恢复，

后续板块机会将越来越多。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泽达易盛（688555）8 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88万股，徐工机械（000425）80
万股，复旦复华（600624）42万股，五粮液
（000858）3.2万股。资金余额5228366.82
元 ，总 净 值 27494486.82 元 ，盈 利
13647.24%。

周四操作计划：五粮液、华创阳安、
徐工机械、复旦复华、泽达易盛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6日，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外公布。这将对防控金融风险带来哪
些影响？

国务院金融委
牵头形成合力

近年来，我国金融法治建设不断加
强，但也存在不足，缺乏金融风险防范化
解处置的整体设计和统筹安排，相关规
定分散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
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
金融法律法规中。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为建立金
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的专门制度安
排，与其他金融法律各有侧重、互为补
充，有必要制定金融稳定法，构建更为科
学完备的金融法制体系。为此，人民银
行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反复论证，起
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

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内实践看，前期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长期累积的风险点也得到
有效处置，金融风险整体收敛，应及时将
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健全
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这个金融稳定工作机制到底是什么
样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高效
权威、协调有力”的要求，而这首先需要
一个权责清晰、分工有序的金融稳定工
作架构。

此次，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国家
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国务院金
融委）的职责，规定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
筹协调机制负责统筹金融稳定和改革发
展，研究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指挥开

展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工作，
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而有关部门和地
方将按照分工和金融委的要求，密切协
调配合。

专家表示，作为一部跨行业跨部门
的法律，需要金融委统筹协调和靠前指
挥，做好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
监管分工和协调合作，形成维护金融稳
定的合力，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作用。

压实各方责任
形成全链条制度安排

针对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中的短板弱
项，制定金融稳定法将进一步健全风险
防范、化解、处置全链条的制度安排，压
实各方责任，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失效、
经营模式粗放，部分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滥用控制权、违法违规占用金融机构资
金，是导致金融风险发生的重要原因。”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草案征求意见
稿压实了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主体责任，强化金融机构审慎
经营义务，加强了准入和监管要求。

梳理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不
少条款规定了金融机构主要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的责任，比如准入条件、禁止行
为、依法承担风险处置的主体责任、有效
防止处置成本向社会转嫁等。

同时，制定金融稳定法将进一步压
实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有助于化解区
域金融风险。记者发现，草案征求意见
稿在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等多个方
面对地方政府的职责提出明确要求。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金融监管
部门将切实履行本行业本领域金融风险
防控职责，严密防范、早期纠正并及时处
置风险。人民银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
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强调处置风险
要减少对公共资金依赖

处置金融风险需要投入资金，而所
产生的成本也应分摊给相关责任方。因
此，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处置资
金池和使用安排，并提出设立金融稳定
保障基金。

处置金融风险绝不是让公共资源来
“买单”。草案征求意见稿首先要求被处
置机构积极自救化险，主要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按照恢复与处置计划或者监管承
诺补充资本。同时调动市场化资金参与
并购重组，发挥存款保险基金、行业保障
基金等处置平台作用。

“处置风险要减少对公共资金的依
赖。”人民银行相关人士强调，危及区域
稳定且穷尽市场化手段、严格落实追赃
挽损仍难以化解风险的，才可依法动用
地方公共资源；重大金融风险危及金融
稳定的，要按照规定使用金融稳定保障
基金。

作为国家重大金融风险处置后备资
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由向金融机构、金
融基础设施等主体筹集的资金以及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资金组成，由国务院金融
委统筹管理。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将会同有
关部门根据社会各界意见进一步修改完
善金融稳定法草案，按照立法程序配合
立法机关推进后续工作。 据新华社

如何建立维护金融稳定长效机制？
——聚焦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记者6日从
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人民银行等部门起
草的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即
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征求意
见稿首次明确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
调机制（国务院金融委）职责，提出建立
处置资金池，并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当前，金融
法治建设仍存在不足，在金融稳定方面
缺乏整体设计和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安
排，有必要制定金融稳定法，加强金融稳
定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补
齐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的短板弱项。

为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反复
论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
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征求意见
稿提出，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
制负责统筹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研究
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指挥开展重大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工作。同时，
草案征求意见稿压实了各方金融风险防
范化解和处置责任，提出建立处置资金
池，明确权责利匹配、公平有序的处置资
金安排。

另外，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设立金融
稳定保障基金。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
基金由向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等主体

筹集的资金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
组成，由国务院金融委统筹管理，用于具
有系统性影响的重大金融风险处置。

此外，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对导
致金融风险发生、蔓延的违法违规行为
予以问责，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草案征求
意见稿旨在建立健全高效权威、协调
有力的金融稳定工作机制，进一步筑牢
金融安全网，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
关部门进一步修改完善金融稳定法草
案，按照立法程序配合立法机关推进后
续工作。

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恢复

解读

1200余份A股年报亮相
现金分红成“标配”

截至4月5日记者发稿时，1243
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年报。
Wind数据显示，近九成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逾七成公司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947 家公司披露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其中，943
家拟进行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成为
A股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标配”。

1243家上市公司中，1085家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占比
87.29%；889家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
71.52%。

从行业看，化工、医疗医药、半导
体、煤炭、有色、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公
司净利润增幅居前。

从北向资金流向看，Wind数据
显示，一季度北向资金加仓明显向年
报“绩优股”倾斜。其中，博迁新材、容
百科技、斯莱克、金博股份、杉杉股份
获北向资金加仓力度居前。这些公司
披露的年报、业绩预告显示，2021年
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表现不俗。

947家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其中，943家拟进行
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成为A股上市
公司利润分配“标配”。

上述公司拟分红金额合计达
1.15万亿元，平均每家上市公司送出
12.19亿元“大礼包”。1243家上市公
司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3.6万亿元，现金分红金额占
上市公司净利润金额的31.94%。

从分红比例看，179家上市公司
每股分红超0.5元，53家公司超1元，
12家公司超2元。

单个公司来看，52家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金额超过30亿元，21家公
司超100亿元。分红超百亿元的上
市公司中，银行、保险公司占比较
高。此外，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为
代表的电信服务业，以贵州茅台为代
表的白酒行业，以中国石化、中国石
油、中国神华为代表的能源行业，以
海螺水泥为代表的建材业，以万科A
为代表的地产业，分红金额较高。

贵州茅台以每 10 股派 216.75
元（含税）的分红比例暂列A股分红
比例首位；工商银行以超过1045亿
元现金分红总额暂列A股分红金额
首位。 据新华社

227家上市公司
触及退市红线

2022年以来，强制退市的相关
规定正逐步将一些上市公司从资本
市场淘汰出局。同花顺数据显示，目
前有227家公司触及退市预警线。

触及规范类退市风险和重大违
法类退市风险两条红线的企业较多，
超过百家。综合同花顺数据来看，有
21家公司踩中了2条以上的退市红
线，风险极大。

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许家武律师表示，按照2022年1月
份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强制退市主要分为交易类强制退
市、财务类强制退市、规范类强制退市
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四大类。2022
年以来，陆续有公司因触碰红线被强
制退市，说明资本市场强制退市制度
正在严格执行中。在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的大背景下同步推进强
制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
革的重要内容。 据证券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