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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近四分之一 电子成机构调研密度最高板块
▶▶详见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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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加速释放
用电量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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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管产品相关三细则出炉
规则与同类私募产品拉平

............................A3版

本报记者 刘 琪

9月11日，央行发布8月份金融
数据及社融数据。8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213.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狭义
货币(M1)余额60.13万亿元，同比增
长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1.1个和4.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
币 (M0) 余 额 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4%。当月净投放现金175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表示，8月份M2涨
幅较上月回落但较去年同期明显较
高。疫情以来，金融持续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新增人民币贷
款在7月份低于市场预期之后，8月
份恢复到比7月份和去年同期多增
的水平，信贷派生能力提升，因此M2
增速仍然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同
时，8月份M2同比增速连续第2个月
回落，主要是由于随着疫情防控取
得显著成效和经济的企稳回升，货
币政策逐渐回归常态，坚持不搞“大
水漫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方式的
流动性投放也相对克制。而8月份
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再创新高，新增
财政存款规模也较7月份和去年同
期分别多增467和5244亿元，降低了
货币创造能力。

新增信贷方面，8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多增694亿
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
841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44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71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797亿元，其
中，短期贷款增加47亿元，中长期贷
款增加 725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1676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减少1474亿元。

交通银行研报认为，8月份贷款
数据结构呈现三方面主要特征：一是
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加。企业中
长期贷款增加7252亿元，较去年同期
多增2967亿元，可见实体经济对未来
预期持续改善，投资积极性逐步恢
复。企业短期贷款增加47亿元，在受
7月份季节性因素影响大幅收缩2421
亿元后，8月份重回正增长。二是票
据融资持续收缩。或受打击企业资
金空转套利等因素影响，票据融资本
月减少1676亿元，已经是连续第3个
月负增长。三是居民信贷需求旺
盛。综合来看，居民贷款较去年同期
多增近2000亿元，成为8月份新增信
贷的主要支撑力量。

社融规模方面，8月份社会融资
规模增量为3.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
多增1.39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
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
同比多增1156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397亿
元，同比多增644亿元；委托贷款减少
415亿元，同比少减98亿元；信托贷款
减少316亿元，同比少减342亿元；未
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441亿元，
同比多增1284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3633亿元，同比增加249亿元；政府债
券净融资1.38万亿元，同比增加8729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282
亿元，同比增加1026亿元。

8月份新增信贷1.28万亿元
社融规模增3.58万亿元超预期

本报记者 张 敏

连续十四个交易日股价持续上
涨、累计最高涨幅超5倍的天山生
物于9月10日停牌。

而在9月10日晚间，市场爆料称
天山生物控股股东天山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智本正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
智本正业”）及实际控制人李刚，涉
嫌从事场外配资业务。

9月11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天
眼查看到，早在8月23日，即天山生物
股价启动上涨的第七天（自8月17日
计算起），就有用户在天眼查平台上
提问上海智本正业是否存在配资业
务。

针对此事，《证券日报》记者联
系到上海智本正业一位自称普通工
作人员的周姓女士。她表示，公司
没有配资业务，就是做实业，即农业
这一块。“公司的网站早就到期没有

续费了，目前有人盗用了我们的网
站。之前也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询问
是否在做配资业务，我们以为是打
错电话了，没有当回事儿。目前公
司没有权限管理使用该网站，所以
就报警了。”

颇为诡异的是，9月11日下午1
点多，《证券日报》记者仍能打开开
展配资业务的“智本正业”网站，该
网站仍在运营。

此外，该网站客服向记者表示，
公司与上海智本正业为同一个老
板。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间，该
网站已经不能打开，页面显示：“智
本正业目前正在排查网络流量攻
击，网站进行维护，预计维护时间
12小时，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天山生物
澄清配资业务传闻

近期，一些少数流通市值小、价

格低、基本面差的创业板股票炒作现
象较为突出，受到市场各方关注。其
中就包括天山生物。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天山生
物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两年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今年上半年，天山生物实现营业总收
入11016.36万元，同比增加77.75%；
实现营业利润-782.51万元，同比减
亏55.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764.79万元，同比减亏
58.91%。

然而，以如上业绩为基础，天山
生物竟在8月17日启动了一轮为期十
四个交易日的股价上涨，累计最高涨
幅超500%。

天山生物在8月28日以来相继发
布股价异动、停牌核查的公告，不过，
这并未阻止市场对公司股价的炒
作。而此时传出控股股东涉及配资
业务更让市场对其股价大幅上涨多
了几分联想。 （下转A3版）

天山生物实控人陷配资业务“罗生门”：
涉事网站客服称是“同一个老板”

一 帆

日前，深交所表示，支持更多
优质企业上市发展，保障创业板注
册制高质量运行，努力推动形成体
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
体。这和创业板首批注册制企业
上市仪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
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致辞中表达
的祝愿和期待相一致，也是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方向。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试点注
册制改革的创业板依然以深入贯
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己任，适
应发展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
势，定位于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
创业企业，并不断拓展服务边界，
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在上
市标准上提升包容性，推出适应
红筹股回归和未盈利企业的3+2
模式，降低门槛，增强市场适用范
围。在放宽入口端进入条件的同
时，创业板改革对出口端也进行
了优化，并简化退市流程，优化退
市指标，强化信息披露制度。

创业板定位和制度的调整是
板块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
意在于顺应经济转型趋势，发掘
具有成长潜力的“三创四新”企
业，更高质地服务经济发展。一
方面，在上市入口端通过板块定
位调整框选进入企业的行业属性
构成，并以优质企业的聚合最终
形成整个板块的优质；另一方面，
通过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
能，不断对上市企业进行孵化培
育，助力好企业成长，淘汰差企业
出局，既可以对场外优质企业形
成感召和辐射，也进一步增强板
块凝聚力，形成市场良性循环，增
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是“支
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发展”题中
应有之意。

也正是在这一愿景下，经历4
月27日之后的百余天昼夜奋战，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8+18”项配套
细则、指引和通知次第出台，铺就
基本制度框架。在“建制度”的基
础上，妥善安排了存量与增量新
股发行制度衔接，稳步推出首批
18家创业板注册制企业上市，以8
月24日鸣钟仪式为标志实现创业
板注册制改革的平稳落地。

然而，在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
地迄今15个交易日的时间里，破
发，炒小，低价绩差股被热捧等投
资者熟悉的情景再现。尤其是本
周，以天山生物为代表的个股再次
收到交易所停牌核查通知，并引起
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的关注。对此，
深交所表示，正全面排查天山生物
等公司的交易情况，发现有些交易
可能涉嫌新型股价操纵行为，本周
对创业板近期涨幅异常的低价股
持续进行重点监控。

一定程度上看，资金炒作并
带动大规模投资者跟风，暴露出
市场的不成熟特征。也正是由于
这一非理性炒作可能危害广大中
小投资者利益，监管在排查与判
断风险与危害后，在尊重市场规
律的同时，果断适时出手，运用市
场规则和工具对各方引导和疏
解，低价绩差股炒作回落。

由此也可以看出，创业板改
革并试点注册制不仅仅是涉及
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的改革，而
是在交易、信披、退市等多环节的
系统性改革，其中，投资者需要不
断学习并成熟，提升辨识能力和
投资效率；监管角色面对的调整
更加突出，要在法治化框架下，严
格依照制度有效运用市场工具履
行职责，全面净化市场生态，营造
不断向好的市场营商环境，吸引
和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有力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业板注册制是系统性改革
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

本报记者 殷高峰

科创板出现首家被举牌企业！
9月11日晚间，铂力特发布公告

称，公司接到朱雀基金管理的私募
资管计划及其一致行动人平安信
托的通知，于9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增持合计3.94万股。此次
权益变动后，朱雀基金管理的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一致行动人平
安信托持有公司4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与此同时，朱雀基金
管理的公募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 101 万 股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额 的
1.27%。

“科创板出现举牌是必然的事
情。”对于铂力特被举牌，开源证券
资深投资顾问刘浪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铂力特作为
国内3D金属打印第一股，被举牌也
说明公司被市场看好。

资料显示，铂力特作为国内较
早从事金属3D打印业务的企业之

一，其业务范围涵盖金属3D打印原
材料的研发及生产、金属3D打印设
备的研发及生产、金属3D打印定制
化产品服务等，实现全产业布局。
整体实力在国内外金属增材制造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自2019年7月
份在科创板上市以来，经营业绩稳
步提升。

“科创企业前期的投入高，被举
牌 体 现 出 公 司 的 价 值 得 到 了 认
可。这一方面是许多科创企业所
追求的，同时也是风险投资等重要
的退出渠道。”刘浪表示。

数据显示，2019年铂力特进一
步加大研发投入，发生研发费用
4203.43万元，增幅64.13%。2020年
上 半 年 ，铂 力 特 发 生 研 发 费 用
2537.58万元，增幅75.21%。

“铂力特的3D打印设备目前在
国 内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上 升 也 比 较
快。”在刘浪看来，“3D打印相较于
传统制造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
化，可以从材料、制造等多个环节

入手，更加灵活高效的满足客户多
样化的需求。”

从应用领域来看，目前3D打印
技术及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工
程机械、航天航空、消费品制造、创
新教育等多个领域。航空航天等重
要应用领域在国内外的增材制造的
发展中起着引领性的作用。

据了解，铂力特3D打印定制化
产品在航空航天领域应用较多，主
要由公司自主研发的采用SLM 技
术的激光选区熔化设备为客户提
供定制化产品服务。由于能够实
现较高的打印精度、打印极端复杂
结构和足够的机械性能，SLM 技术
可广泛应用于复杂形状的金属零
件的批量生产，在航空航天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公司是中国
SLM技术工业应用最突出的公司，
2019年，铂力特公司增材制造的零
件已经批量应用各型军民用飞机、
无人机、高推比航空发动机、新型
导弹和卫星等国家重点工程。

科创板首家！
铂力特被朱雀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举牌

本报记者 侯捷宁

为增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渠道的权威性，
便于投资者及时有效获取信息，9月11日，证监
会发布实施了《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条
件的规定》（简称《规定》）和《具备证券市场信
息披露条件的媒体名单》（简称“名单”）。名单
明确了《证券日报》（www.zqrb.cn）和金融时报、
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等七家媒体以及其依法开办的互
联网站具备《规定》的条件，可从事证券市场信
息披露业务。

《规定》对媒体条件及相关事项作了要
求：一是从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业务的媒体
应当是由中央新闻单位主管、经国家新闻出
版署批准从事经济类新闻采访报道的日报及
其依法开办的互联网站；或者是在本规定发
布之前，已经具有依法依规从事证券市场信
息披露业务经验的日报及其依法开办的互联
网站。

二是从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业务的媒体应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核验合格，且近三年内未因业
务行为受过中国证监会或国家新闻出版署行政
处罚。

三是中国证监会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
发布相关规定，并同步公布具备证券市场信息
披露条件的媒体名单。对从事证券市场信息
披露业务的媒体实行动态监管，有关媒体不再
具备规定条件或出现违法违规情形的，中国证
监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对名单进行调整并重
新公布。

四是从事信息披露业务的媒体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强化自律管理，尽
力降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成本，自觉承担社
会责任。

《证券日报》等七家媒体
获准从事证券市场信披业务

8月有万能险结算利率跳水
从年化5.84%直降至2.5%

............................A3版

钢铁行业需求向好
6家公司获机构密集调研

............................B1版

9月1日，在位于长春的一汽解放总装车间，工人在装配车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11.9万辆和218.6万辆，同比增长6.3%和11.6%。

近期，汽车行业恢复态势持续向好，8月汽车产销继续保持稳步增长。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88月全国汽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月全国汽车产销保持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