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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年度金融榜样力量，助力四川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11月22日，由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发起的“榜样中国·2023传媒大
奖金融榜评选”征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即日起，四川省内银行、证券、资管、投资机
构等各类金融机构均可报名参与评选。

四川前三季度
经济运行呈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
下关键之年。今年前三季度，四川经济
持续快速恢复，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动能
增强，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
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前三季度四川地区生产总值为43387.0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5%。

最新数据显示，全省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14.8%，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4.4个百分点。金融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积极有力。围绕四川纳入国家重大工程
的投资规划、700个省重点项目、川渝合
作共建160个项目加强融资支持，全省基
建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0%；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金额、资金支付率及
8000亿元新增信贷额度支持的“白名单”
项目贷款余额均居全国前列。非金融企

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融资2622亿
元，规模居中西部地区第1位。信贷结构
持续优化，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绿色贷
款、科创贷款、涉农贷款同比分别增长
41.6%、40.2%、20.8%、16.3%，增速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助企纾困效果明
显，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连续32
个月超过20%，普惠小微有贷款余额户数
同比增长24.9%。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改革效能，引导贷款利率整
体下行，2022年全省各金融机构企业贷
款加权平均利率4.49%，利率为近五年来
最低水平。支付手续费累计降费14亿
元，惠及258万个经营主体。阶段性减息
政策精准直达，为33万户小微企业减免
利息4.7亿元……

设置多个奖项
为四川金融行业树立年度标杆

作为面向全国，深耕四川的主流媒
体，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一直致力于成
为媒体监督、读者与金融企业沟通的重
要桥梁和展示平台。本次评选旨在通过
主流媒体影响力平台，全面梳理四川金
融行业系统发展，覆盖银行、保险、证券
等细分行业，通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
形式，评选出“榜样中国·2023传媒大奖
金融榜”各个奖项，推动四川金融市场健
康发展。

本次评选活动组委会围绕金融服务
的各个方面，设置了年度最具社会责任
企业奖、年度最佳普惠金融责任奖、年度
最佳金融宣教服务奖、年度最佳服务实
体经济金融机构、年度最佳服务乡村振
兴金融机构、年度最佳数字化金融服务
奖、年度最佳适老服务奖等奖项。组委
会将遵循专业、严谨、科学、公正原则，确
保评选权威性与前瞻性，评选出行业的

“领军者”、深耕金融服务的“守护者”和
探索金融产品的“创新者”，为四川金融
行业树立年度标杆，寻找老百姓心中的
金融年度榜样。最终评选结果将于12月
中下旬通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以及
旗下媒体矩阵对社会公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寻找老百姓心中的金融年度榜样
榜样中国·2023传媒大奖金融榜评选今日启动

易涨难跌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先扬后抑，各股指小

幅收跌，北证50指数盘中一度涨超
10%，收涨4.51%，盘面上个股涨少跌
多，房地产、文化传媒板块表现较好，北
上资金净买入约1亿元。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58只，仅一只个股跌停。技术
上看，深成指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
成交9981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
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各股指早盘均一度收复60日均线，
无奈午后场内资金随北上资金大举卖
出，影响市场人气，最终各股指尾盘翻
绿，不过沪指盘中刷新了近期反弹新
高，标志着短期反弹不会轻易结束。期
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
大。综合来看，午后的回落与一则利空
传闻有关，北交所股票的突然活跃足以
看出市场思涨的意愿，后市易涨难跌。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21.8元均价
买入紫光股份12万股，之后以21.6元
均价卖出12万股，未能实现降低成
本。目前持有华创云信（600155）99万
股、越秀资本（000987）50万股、紫光股
份（000938）28万股、酒ETF（512690）
900万份、会稽山（601579）35万股。资
金 余 额 9579158.09 元 ，总 净 值
38579158.09元，盈利19189.58%。

周三操作计划：紫光股份、华创
云信、会稽山、酒ETF、越秀资本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年金养老金产品管理迎来重磅消息！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机

构下发了《关于加强年金养老金产品规
范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共八章四
十四条，对年金养老金产品的发行、存续
和终止，年金养老金产品投资管理，风险
控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据业内人士透露，《征求意见稿》对养
老金产品投资非标资产进行了严格限定，
这将对养老金产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明确四类年金养老金产品

《征求意见稿》指出，年金养老金产
品的投资范围和比例等，应与年金基金
投资组合的投资政策和监管要求保持一
致。年金养老金产品不得再投资于养老
金产品。

年金养老金产品按照投资性质的不
同，分为股票类、混合类、固定收益类和
货币类四类。

其中，股票类包括股票型、港股股票
型、股票专项型、股权型。该类产品投资
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的比例，合计
应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40%。债券正回
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高于
产品资产净值的40%。股票专项型养老
金产品应当有80%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
资于一家或多家企业公开或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

混合类方面，混合型养老金产品投
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的比例，合
计不得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40%。债券
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
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40%。

固定收益类方面，包括固定收益
型、存款型、信托产品型、债券投资计划
型。投资银行存款、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信托产品、债权投资计划、债券基金的比

例，合计应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80%。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
不得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40%。可转换
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转股后应当于
10个交易日内卖出。固定收益类养老
金产品不得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
基金。

存款型养老金产品、信托产品型养
老金产品、债权投资计划型养老金产品
应当有80%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资于投
资方向确定的内容。除信托产品型养老
金产品、债权投资计划型养老金产品外，
其他年金养老金产品不得投资于非标准
化债权类资产。

货币类方面，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投
资于一年期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存款、
中央银行票据，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
（含397天）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不含可
转换债、可交换债），债券回购，货币市场
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
易日均不得高于产品资产净值的40%。

《征求意见稿》明确，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将根据市场需求和运行合规情
况，适当调整年金养老金产品的类型。
年金养老金产品发行后，投资管理人不
得变更年金养老金产品类型。

对于产品发行方面，《征求意见稿》
明确，存款型、信托产品型、债权投资计
划型养老金产品和股权型养老金产品，
可以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对产品投资管理提出要求

对于年金养老金产品投资管理，《征
求意见稿》从集中度、流动性等方面提出
了要求。

集中度要求方面，《征求意见稿》明
确，投资管理人发行的全部年金养老金
产品应当穿透底层资产，与本机构发行
的资产管理产品合并计算底层资产，确

保同一投资管理人投资同一资产的金额
和比例符合资管新规关于投资集中度的
要求。

流动性要求方面，投资管理人应当
加强年金养老金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针
对不同类型年金养老金产品特点建立相
应的流动性管理方案，确保年金养老金
产品资产的变现能力满足份额持有人资
金赎回要求。

《征求意见稿》要求，防止期限错
配。为降低期限错配风险，投资管理人
应当强化年金养老金产品久期管理，封
闭式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年金养老
金产品直接或间接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
资产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终止日
不得晚于封闭式年金养老金产品的到期
日或者开放式年金养老金产品的最近一
次开放日；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股权的，
应当封闭，并明确相应退出安排。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多层嵌套。
年金养老金产品可投资一层年金基金投
资范围内的资产管理产品，但所投资的
资产管理产品不得再投资公募证券投资
基金以外的资产管理产品。
综合中国证券报微信公众号、上海证券报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
已备案养老金产品数量达649个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2023年二季度养老金产品业务数据摘
要，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全市场已备案
的养老金产品数量达649个，其中实际运
作的产品达到589个，上述养老金产品期
末资产净值合计近2.31万亿元，其中固定
收益类资产规模超过2.03万亿元，权益
类、流动性资产规模分别为1525.26亿元
和1210.69亿元。 据上海证券报

年金养老金产品规范管理征求意见稿发布

封闭式产品期限不得低于90天

“榜样中国·2023传媒大奖金融榜”
奖项设置

年度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奖

年度最佳普惠金融责任奖

年度最佳金融宣教服务奖

年度最佳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机构

年度最佳服务乡村振兴金融机构

年度最佳数字化金融服务奖

年度最佳适老服务奖

……

数据

年内45家公司“告别”A股
交易类退市占比最高

退市新规发布以来，上市公司加
速优胜劣汰，常态化退市机制逐步形
成。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
日，今年以来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共
有45家公司告别A股市场。

查阅这些公司退市的原因可知，
45家公司中，因“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
退市的公司共有20家，占比最高。

此外，有18家公司退市的原因是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
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
净资产为负值，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后，首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

问题公司、“空壳”公司的退出，
让更多经营稳健、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的企业进入了投资者的视线。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
为倡导价值投资理念，资本市场过去
几年“扬清抑浊”动作不断，问题公司
的退市常态化就是其中一环。“为严格
执行退市制度，监管部门陆续细化了
规则，多元化退出渠道持续畅通，此举
改变了过往市场‘炒壳、炒小、炒差’的
风气。此后，又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倡导企业合理分红等举措，让一些
科技创新成色足、持续经营能力强、持
续回馈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得到市场重
视。最终，引导投资者形成价值投资、
长期主义的投资观念。” 据证券日报

白 杰 品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