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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文

近日，有券商因证券直播违规收到监管警
示函，引起广泛关注。

当前，金融领域创新活跃、新业态和新模式
发展迅速，一些新的业务风险也随之出现。以证
券直播为例，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证券
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业务模式，为券商带来了诸
多机遇。直播形式突破时空限制，并通过实时互
动，及时解答投资者疑问，增强投资者黏性。同
时，直播还能以生动的形式开展投资者教育，帮
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市场。尤其对于年轻一代
投资者而言，这种直观、即时的信息获取方式更
符合他们的信息接收习惯，有利于券商拓展更广
泛的客户群体，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

但证券直播也暴露出一些共性风险问题。
部分券商在内部管理上存在漏洞，对直播内容
的审核流程不完善，导致未经严格把关的内容
被播出。这可能会出现误导性信息、虚假宣传

等问题，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此外，部分从业
者合规意识淡薄，未能充分认识到直播的合规
要求，在直播过程中甚至违规推荐具体证券，违
反了相关法规。在技术层面，留痕管理不到位
也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困难，使得监管部门难以
对直播内容进行有效的追溯和核查。

证券直播违规是券商新兴展业模式风险的
一个典型代表。笔者认为，针对此类问题，券商
可以从三方面自我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提升合
规风控水平，在“创新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
之间找到平衡。

首先，完善风险内控管理体系，夯实业务创
新基础。当前，新兴业务、新金融产品层出不
穷，叠加证券公司业务模式多元，对券商风险识
别能力、风险监测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
的风险管控机制，以体系化机制保障业务规范
运行至关重要。例如，在事前立项阶段，券商需
要对新兴业务和产品进行全面且深入的风险评

估。在事中监控阶段，券商应构建实时、动态的
风险监测系统。在事后追溯阶段，要建立健全
完善的复盘和问责机制。通过完善风险内控管
理体系，券商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
环境，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实现创新业务
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其次，优化考核机制，实现业务质量与规模
的平衡发展。过去，在部分券商“唯KPI”的考核
导向下，确实存在员工因营销任务压力过重违
规展业的情况。如今，监管层面已经明确，券商
人员绩效考核不得简单与新开户数量、客户交
易量直接挂钩。券商开展业务要结合市场情况
和公司实际，依法依规审慎确定风险容忍度和
风险限额等风险管理指标，业务规模要严格遵
守风险限额管理要求，并及时进行压力测试，确
保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另外，从此前监管
对券商开出的各类罚单来看，对违规行为实行
机构与个人“双罚制”不在少数。券商也可以在
公司内部设计建立“责任绑定”制度，建立清晰

的责任清单，强化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约束。
最后，充分借力科技赋能，提升合规管理

效率。近年来，券商积极探索AI技术在智能风
控领域的应用，在舆情智能分析、风险预警平
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券商从被动
防御转向主动风险管理。科技的介入不仅可
以提高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还能减少
人工干预，优化合规流程，从而提升整体的合
规管理效率。

创新发展，合规先行。在严监管框架下，券
商要实现业务创新，必须将合规作为首要原则，
同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目前，券商在
风险管理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要有效应对需
从强化合规文化建设、机制完善等多方面入手，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切
实履行好资本市场“看门人”职责。

券商创新展业模式 应注重合规先行

本报记者 杜雨萌

4月 28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邹澜，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以下简称“人社部”）俞家
栋一同出席并介绍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
发展政策措施有关情况。

赵辰昕称，4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就
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以下
简称“若干举措”），进行了研究。若干举措与去
年9月份一揽子增量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全国两会部署任务形成接续，是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具体行动。若干举措具体包括五方面内容，即

支持就业、稳定外贸发展、促进消费、积极扩大有
效投资、营造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些政策都
注重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增强企业和群
众的获得感，将成熟一项、出台一项。

赵辰昕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
极会同各有关方面抓好若干举措落实，同时
还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常态化、敞口
式做好政策预研储备，充分备足预案，不断
完善稳就业稳经济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
变化及时出台增量储备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
扎实做好提振消费等三方面工作

“更好发挥内需主动力作用，具体思路

和方法也非常明确，就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
收入，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做强国
内大循环。”赵辰昕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扎实做好三方面工作。

提振消费方面，近期已经下达了今年第
二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前两批一共下达
超过 1600 亿元，后续还有 1400 亿元左右，会
根据各地支付进度陆续下达。还将建立实
施育儿补贴制度，创设专项再贷款工具，加
大对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和养老产业发展的
支持。同时，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
抓紧出台各领域专项措施，指导限购城市针
对长期摇号家庭和无车家庭等重点群体定
向增发购车指标。

扩大投资方面，将工业软件等更新升级
纳入“两新”政策支持范围，加快消费基础设
施、社会领域投资，制定实施充电设施“倍
增”行动，支持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的城
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建设停车位。力争 6
月底前下达 2025 年“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
内投资全部项目清单，同时设立新型政策性
金融工具，解决项目建设资本金不足问题。

畅通循环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开展为期半年左右的市场准入壁垒清理
整治行动，加快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帮助
外贸企业拓内销；同时，加快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推进人工智能与 60 个重点行业方向、
700个基础场景深度融合。 (下转A2版)

稳就业稳经济五方面若干举措将成熟一项出台一项

本报记者 邢 萌 王 宁

来自茶马古道的云南咖啡正走出国门，
香飘世界。

以日本消费市场为例，无论是在热门商
圈的咖啡店还是人潮涌动的咖啡展会，都能
见到我国云南咖啡的身影，质优味醇的云南
咖啡正成为日本消费者的新选择。

云南省普洱市，一个以茶闻名的城市，
如今已成为“中国咖啡之都”。作为云南咖
啡的主要产区，普洱市的咖啡产量占全省总
产量的四成以上。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县（以下简称“宁洱县”）则是云南普洱
小粒咖啡的主要产地之一。

近期，《证券日报》记者对宁洱县咖啡种
植产业展开深入调查，采访了宁洱县咖啡产
业管理部门、咖啡厂、种植园相关人士以及
当地农户，感知当地咖啡产业的坎坷与成
长。岁月斑斓的茶马古道，如今被咖啡涂抹
上了现代色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云南咖啡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涵盖种植、
加工、市场拓展、品牌建设等方方面面，承载
着时代使命。当下，在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
过程中，尤其在国际咖啡价格波动剧烈的形
势下，金融赋能咖啡产业的需求愈发迫切，
产业链对于期货工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期
货对冲价格风险、增强中国咖啡产业定价权
的功能值得期待。

小县城走出大产业

宁洱县的咖啡产业发展史，也是当地咖
啡豆从“土特产”变成“金豆子”的价值跃迁
过程。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咖啡深受海内
外消费者喜爱，随着价格水涨船高，咖啡也
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黑色金子”。云南是
中国国产咖啡的最主要产地，宁洱县为主要
产业区之一，这里地处云贵高原南缘，拥有
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暖湿润、雨
量充沛、阳光充足，为咖啡树的生长提供了
理想的环境。同时，山地地形使得这里的咖

啡种植园多分布在海拔适宜、坡度适中的山
坡上，更有利于咖啡树接受充足的光照，从
而产出品质上乘的咖啡豆。

“宁洱县历史悠久，早在 200 年前便兴
茶业、开矿山、通贸易，是西南地区的商贸
重地。咖啡种植开始于 30年前，由于种植
条件得天独厚，孕育了口味独特的小粒咖
啡。”宁洱县茶叶和特色生物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胡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由此，“左
手咖啡、右手茶”的生活方式走进这里，并
持续滋养着融入“绿色食品牌”战略的宁洱
大地。

如今，咖啡产业已成为宁洱县主要产业
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当地咖啡产业在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推动脱贫攻坚方面发挥着显
著作用。

“经国际咖啡组织（ICO）、雀巢公司和国

内机构的品评及化验，普洱咖啡以独特风味
被赞誉为‘质量最好的咖啡’之一。”胡严表
示，截至目前，全县咖啡种植面积超过 10万
亩，为农民增收、发展城乡经济作出了积极
贡献。据介绍，2018年，宁洱县成为云南省
首批脱贫县之一，茶叶、咖啡产业发挥了巨
大作用。

宁洱县咖啡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也
经历过黯淡岁月，但得益于当地财政的坚定
支持，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陈俊杰是一位拥有 30多年咖啡种植经
验的农户，他在宁洱县老鹰岩村承包了占地
600多亩的咖啡种植园。陈俊杰向记者讲述
了早期种植时的艰难经历：“1999年的时候，
当地咖啡豆价格最低跌到每公斤 5元，而成
本价在每公斤 8元左右。”说到这里，他仍心
有余悸：“那年咖啡树还遭遇了霜冻等严重

气候问题，受灾严重，大面积减产，当地产量
下降了80%左右，仅一家种植园亏损就多达
几十万元。”

“上世纪 90年代的几十万元，对于咖啡
农户来说是无法承担的，最后还是靠政府补
贴才弥补部分损失。当时如果不是财政支
持，本地咖啡产业很难存活。”他感慨地说。

如今的咖啡产业则正在宁洱县茁壮成
长。在当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咖啡
占据重要位置，“壮大实体育龙头，以更优方
式构建产业体系”被列为工作任务之首，其
中提到：成立咖啡产业联合会，推广种植瑰
夏、波旁等优良品种咖啡 3000亩以上，建设
咖啡标准示范园1000亩，改造中低产咖啡园
1万亩，新增咖啡精深加工生产线 2条。从
工作部署中可以看出，宁洱县推动咖啡产业
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下转A3版）

云南咖啡产业正在崛起

茶马古道咖啡飘香 产业链期待期货护航

本报讯（记者韩昱）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
《2025年 3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
况》（以下简称《情况》）。《情况》显示，2025年3月
份，全国发行新增债券4375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740亿元、专项债券3635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
债券541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008亿元、专项债
券 4405 亿元。合计，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9788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748亿元、专项债券
8040亿元。

在发行期限和发行利率方面，3月份，地方
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 17.3年，其中一般债券
8.9年，专项债券 19.2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
行利率 2.09%，其中一般债券 1.91%，专项债券
2.14%。

1月份至 3月份，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
券 1239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2791亿元、专项债
券9603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16027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1311亿元、专项债券 14716亿元。
合计，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28421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4102亿元、专项债券24319亿元。

在发行期限和发行利率方面，1月份至 3月
份，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 17.2年，其中一
般债券 8.9年，专项债券 18.6年。地方政府债券
平均发行利率1.97%，其中一般债券1.80%，专项
债券2.00%。

财政部：3月份全国发行
新增债券4375亿元

种植户陈俊杰承包的咖啡种植园 陈俊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