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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5 月 7
日电（记者桑彤）野村东方国
际证券首家营业部开业、上
投摩根基金成为首家外资绝
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大韩再
保险上海分公司获批筹
建……今年以来，上海抓住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机遇，全
力推进外资金融项目落地。
外资机构也看好中国市场的
发展，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进
一步显现。

外资金融机构加快

布局中国步伐

今年一季度，摩根大通
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大韩
再保险上海分公司、罗素投
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等五
家外资机构在上海举行了一
场特殊的“云开业”仪式，拉
开了 2020 年外资金融机构
布局中国的序幕。

其中，由摩根大通控股
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开业，标志着继野村东
方国际证券后，第二家新设
外资控股券商正式成立。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
行官梁治文坦言，“近年来，
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
断开放、新经济领域飞速发
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
不同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陆续放开，这些措施都推动
了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成熟，
为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带
来巨大发展机遇。”

摩根大通显然嗅到了中
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机遇。
今年 4 月 1 日，中国正式取
消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
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摩根
大通也加快了布局中国的步
伐。4 月 3 日，摩根大通旗下
摩根资产管理与上海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初步达成共识，

拟收购旗下合资公募基金公司——上投摩根
基金股权至 100%。4 月 29 日，摩根大通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申请，将其在摩根大通期货有
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由 49% 增持至 100%。

提升参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国际投行，外资资管机构也在上海
布局落子，希望进一步提升参与中国金融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

4 月 1 日，两家在上海注册的外资资管
机构——贝莱德和路博迈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设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与此同时，上海不断开展制度创新，通过
良好的金融生态和贴心的服务举措帮助外资
金融机构开拓市场。例如，允许外资资管机构
以一个主体申请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外
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合格境内
有限合伙人中的一项或多项试点资质并办理
产品备案。这些举措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高了外资资管机构来沪展业的便利程度。

人民币资产吸引力进一步显现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速升级，人
民币资产不断被纳入 MSCI（明晟）、富时、标
普道琼斯等国际指数，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和
政策性银行债被纳入彭博巴克莱等主流指
数，不断吸引着境外资金流入。

从股票市场看，4月以来，沪深港通北向资
金净流入超 500亿元，逆转了 3月大幅净流出
态势。从债券市场看，一季度境外投资者净增
持国内债券 167亿美元，同比增长 48%。

“人民币国债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
场政府债券指数正式生效，在接下来十个月
分步完成，预计会推动每月 25 亿美元至 30
亿美元的境外资金流入。”德意志银行集团大
中华区宏观策略主管刘立男判断。

上海正在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央行上海总部表示，要全面落实债券市场对外
开放举措，拓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债券市场
的渠道，丰富境外投资者类型和数量。继续推
进发行“熊猫债”，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境外金
融机构和境外非金融企业在境内债券市场发
行人民币债券。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前召
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再度关注资本市场
造假问题。一个月内，这已是金融委第
三次关注该问题，释放出依法重拳打击
造假行为 ，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强烈
信号。

本次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
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
假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
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
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公司、中介
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实际上，从金融委 4 月 7 日第二十
五次会议提出“坚决打击各种造假和欺
诈行为”，到 4 月 15 日第二十六次会
议要求“对造假、欺诈等行为从重处
理”，再到最近的第二十八次会议强调
“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零容忍’”，
诸多业界人士认为，这些措辞严厉的表
述代表着资本市场环境净化升级必将
加速。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表示，
长期以来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不仅扰乱
了市场秩序，更让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很受伤”。最近一段时间，一些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现出原形，其中不乏
昔日的“明星企业”，造成了极为恶劣
的市场影响。

他指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开足
马力”和新证券法落地实施，造假行为
的成本大幅提升，相关责任人员也要付
出更高昂的代价，投资者保护的“安全
网”也将越织越密。

近期，证监会也亮出了去年以来打
击各类违法行为的“成绩单”。2019 年证
监会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96 件，罚没
款金额 41 . 83 亿元，市场禁入 66 人。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以来，
证监会严厉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已
累计对 22 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行为立
案调查，对 18 起典型案件作出行政处
罚，向公安机关移送财务造假涉嫌犯罪
案件 6 起。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表示，新证券法已经落地实施，通过加强
信息披露监管，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于
造假欺诈等违法行为从重处罚的力度还
将会持续上升。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
为，完善的资本市场应该充分保障投资
者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投资者可
以利用成熟的体制机制维护自身利益。

在他看来，新证券法有了显著的进
步，顺应了市场呼声，明确引入中国特
色的集体诉讼制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对
恶性违法行为的综合处罚力度。
（记者刘慧）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 5 月 7 日，在山东青岛平度市蓼兰镇胜利村，植保无人机在进行小麦条锈病防治喷洒作业。
近日，山东省全面进入冬小麦抽穗、扬花关键时期，各地农业、农机部门加强田间地头的病虫害

防治工作，通过病虫害远程智能监测系统、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和设施，全力保障小麦丰收。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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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5 月 7 日电（记者栗建昌、
袁军宝）近日，位于济南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举办供应商对接会，济南当地 106
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参加对接。拥有 2600
余家配套供应商的中国重汽，正在提升济南
和周边地域配套占比，目标是供应的高效、安
全、可靠，每一个配件都有备份供应商。与此
同时，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535 亿元
的绿色智造产业城在莱芜开工建设。中国商
用车的产业集群在山东加速崛起。

记者近期在山东采访了解到，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许多企业供应链安全敲
响警钟的同时，也在推动各地加快打造更高
质量产业链。3 月底，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出台关于推动重点产业链协同复工和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牢牢把握全球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市场需求机遇和
产业链重构机遇，加大“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力度。

“山东虽然是全国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省

份之一，但在诸多产业链上仍然存在‘断点’
‘短板’，影响到产业链的协同效益和整体竞
争力，通过补链、强链等措施，加快推进产业
链现代化，对培育新动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意义明显。”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与
技术改造处处长王楗夫表示。

为此，山东提出“一链一策”，逐条理清产
业链薄弱和缺失环节，精准绘制全省重点产
业链发展路线图，在“短链”延长、“断链”连
通、“细链”增粗、“无链”生有、“弱链”变强五
个方向重点发力。

山东为 15 个重点产业链一一把脉开方：
炼油化工产业瞄准整合地炼企业产能、推进
炼化一体化发展、开展轻质原料精细化延伸、
培育中下游高端产业等重点集中发力；工程
机械产业将加快解决液电传动技术、系统节
能、数字液压、减震降噪、无人操控等关键共
性技术；5G 产业聚焦工业互联网、智安化工
园区等重点领域，推动 5G 与垂直行业融合
发展，着力打造一批 5G 应用场景……

重点产业链提升与山东企业转型升级互
促互进。近日，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总投资 29 . 8 亿元的 30 万吨有机硅
项目开工。项目竣工后，公司有机硅产能规
模有望进入全球前五位。“这对打造有机硅上
下游全产业链、打造世界级硅材先进制造基
地意义重大。”东岳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建宏
表示。

在优化产业链过程中，山东加快发展以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
新”经济，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加速培育新动能。

4 月 16 日，中国广电·青岛 5G 高新视
频实验园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5G
高新视频产业云平台、中国影视工业化示范
基地、中国影视数字化+4K 修复中心和 5G
高新视频联合创新中心。

“这里将集聚整合影视全产业链优质资
源，提供拍摄、制作、渲染、传输、发布等全链

条、全流程的专业化影视制作云服务。”青岛灵
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刘鲁强说。

为有力推动政策落地，山东出台系列“硬
核”支持措施。其中，新引进的产业链重大项
目，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突破 1 亿元的，
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省财政按其贡献
额的 10%-30% ，对各市和财政直管县分档给
予一次性最高 1 亿元事后奖补；对产业链龙
头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类项目，符合重大技
术改造贷款贴息条件的，省财政按银行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35% 给予最高 2000 万元的
贴息支持。

“统筹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双重任
务，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不仅有利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工
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从长远看，更将为推
动山东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
撑。”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汲斌
昌说。

山东工业：“弱链”变强“无链”生有
“一链一策”推动工业大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上接 1 版）为国家试制度，为开放搭平台，为地方谋发
展，浙江自贸区抓住时代机遇，走出一条首创性、差异化的
改革探索之路，已探索出制度创新成果 116 项，“全国首创”
52 项，在中国能源版图上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的政策红利让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舟山市商
务局局长张捷介绍，浙江自贸区创新“单一窗口”“一单多
报”，船舶进出境通关从 16 小时压缩到 2 小时，企业申报数
据从 1113 项压缩到 338 项，减少 69 . 6%；建成全国首个无
纸化通关口岸，企业从“至少跑 14 次”减少到“最多跑 1
次”；开展了全国首单进口货物“两步申报”改革试点，从企
业准备申报到准予提货整个流程由原来的 4 小时缩短至 1
分 28 秒。

自贸试验区油品全产业链带来的集聚效应加快显现，
三年来累计集聚油气企业超过 6000 家，油气等大宗商品贸
易交易额累计突破 10000 亿元；连续三年举办世界油商大
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油气巨头，累计签约油气及相关产业
合作项目 66 个，协议总金额 2797 亿元。

2019 年舟山保税船用燃料油供应量达到 410 . 3 万
吨，约占全国的 40%，“不产一滴油”的舟山港跃升为全国
第一、全球第八大加油港。

目光向外，做好“海”字大文章

在舟山群岛南部海域六横岛的西北端，中远海运重工
3 号干船坞旁排列着十几个 20 余米高的早已预制好的脱
硫塔。国际航运巨头丹麦马士基公司旗下的“格雷特”轮，与
另外两艘同等长度的轮船一同并排停靠在 4 号码头，等待
完成脱硫塔的安装。

一条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限硫令”给舟
山船舶企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船选
择到舟山加油、改装，我们把握这个市场热点，紧扣环保改
装项目，持续开发脱硫塔改装等高附加值特色业务，公司收
入实现了高增长。”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周建华表示。

舟山经济结构以海洋经济和临港产业为主体，春节不
停工的行业惯例让许多企业在春节前就预留充足人力，因
而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支撑了舟山一季度经济的基本盘。

作为海上的“东大门”，舟山采取多种措施严防疫情从
海上输入，并快速部署推进复工复产。早在 2 月 18 日，舟山
市规上工业率先全面复工，19 家规上修船企业春节和疫情
期间均未停工、脱硫塔改造业务饱满。一季度全市规上船舶
修造业总产值增长 14 . 9%，其中船舶修理业总产值增长
73 . 6%，共修理船舶 756 艘。

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翼表示，目前舟山
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船舶修造要转型升级到高
附加值船型上，部分有实力的船厂还可以转型发展临港大
装备制造，为舟山的产业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谋布局。

大港口、大战略、大基地、大项目，探寻舟山的腾飞轨
迹，似乎一直带有浓重的工业色彩。但舟山的工业新城则是
“花园新城”，2019 年 PM2 . 5 全年平均在 20 左右，空气质
量位居全国第三。在高质量工业建设进程中，舟山的生态环
境保护也齐头并进。

舟山依海靠海，还在探索合理开发和利用海上风电、潮
汐能、潮流能，为国家改善能源结构、发掘绿色新能源提供
助力。

俞东来表示，面对疫情我们危中求机、化危为机，一季
度经济运行交出了高分答卷，给了全市上下满满信心和
动力。

风从海上来，东海好扬帆。加快推进大港口建设，深化
自贸区创新发展，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布局油气全产业
链，是舟山一季度逆势上扬的密码，更是未来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不竭动力。

无人机洒药

新华社长春 5 月 6 日电(记者薛钦峰)
东北黑土地正值春耕时节。连日来，在有“天
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增益农业
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们在地里忙活着。
这几年，合作社通过农业科技应用、订单化种
植、搞绿色循环农业等方式，积极探索现代农
业经营，实现农业生产产量更稳、效益更好、
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

给土地做“面膜”

在榆树市环城乡桂家村，一台播种机顺
着田垄行驶，一粒粒马铃薯种被埋进地里，手
指粗细的滴灌带紧随其后“躺”在马铃薯种
旁。最后，一层地膜像面膜一样盖在田垄上。

这是增益农业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应用
的覆膜浅埋滴灌技术。播种机实现播种、铺
设滴灌带、覆膜一次性完成，水和肥通过滴灌
带直接送到作物根部，从而提高水肥利用率。

谈起新技术的好处，合作社负责人马占
有介绍：“既节水又省肥，马铃薯个儿大，品质
更好。”过去遇到干旱，合作社用抗旱井，一公
顷地一次需浇水 200 吨。“现在一年下来一公
顷地节水 300 吨、省肥 700 斤。”他说。

有了新科技，不再靠天吃饭。马占有说，
过去干旱，减产是常有的事，现在不怕旱，产
量有了保证。一公顷马铃薯增产 2 万斤，而
且品质好，自然不愁卖。近两年，合作社带动

周边村屯 200 多公顷土地应用覆膜浅埋滴灌
技术，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新技术和新装备让合作社尝到“甜头”。
这几年，合作社还引进了籽粒收割机、免耕播
种机、无人喷药机等各式先进农业机械，大大
提高了耕作效率。

粮食刚种已卖出

合作社今年不仅要种 50 多公顷马铃薯，
还有 105 公顷大豆和 360 公顷玉米。虽然现
在还在播种，但地里的庄稼却早已有了“下
家”。这些年，合作社积极对接市场，先接订
单后种植，让社员们在春耕时心里就有了底。

在仓库里，还有部分即将销售的籽粒玉
米。马占有说，这些玉米不是普通的品种，是
高品质的胶质玉米，专门供给一些饲料加工
企业。

这几年，合作社积极与各地企业建立联
系，签订销售订单，根据企业需求进行标准化
种植。“马铃薯是与牡丹江边贸企业签订单，
出口俄罗斯；玉米直接供给天津等地饲料企
业；大豆卖给上海一家豆制品加工企业。”马
占有说。

高胶质玉米、高蛋白大豆、特殊品种马铃
薯……有了订单，合作社现在不再担心销售
问题，只需保障粮食品质。与企业的长期合
作，效益也有了保证。现在合作社的订单玉

米每吨比市场价高 40 元，大豆每斤多卖两
毛钱，马铃薯也有最低收购价。“只管把地种
好，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产品。”马占有说。

打造绿色循环农业

在合作社农机仓库一旁，两座大型烘干
塔高高竖起。每年，合作社都将收获的玉米
进行烘干储存减少损耗。每天能烘干 800
吨玉米的这两座烘干塔，安装了生物质锅
炉，合作社将秸秆压成颗粒作为锅炉燃料，
每年省下一大笔费用。

过去，玉米秸秆处理给合作社带来极大困
扰，如今却得到充分利用。在合作社的玉米地
里，地上覆盖着一层金黄色的玉米秸秆，拖拉
机牵引着免耕播种机种玉米。拖拉机驶过，只
见安装在播种机上的秸秆归行机将秸秆归集
到垄间，免耕播种机在田垄上播下种子。

这是合作社近几年推广应用的保护性
耕作模式。马占有说，秸秆还田能保墒，增
加土壤有机质，减少了化肥使用，玉米产量
更加稳定，秸秆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今年，合作社打算引进 300 头黄牛，建
起养殖场，每年可把秸秆发酵成饲料喂牛，
牛粪可以发酵成有机肥还田。“这样就能实
现绿色循环。将来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种植
绿色有机作物，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益。”马
占有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5 日电（记者安路
蒙）4 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首次进行大规
模旱作水稻种植，成功突破了“水稻离不开
水”这一规律，带动当地走上一条新型节水增
粮增收的发展道路。

兴安盟地处北纬 46°大兴安岭南麓生态
圈、世界公认的寒地水稻黄金带，拥有天然河
流水源和黑色土壤，是中国重要的稻米生产
基地。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兴安盟水稻
种植面积可达 140 万亩，其中扎赉特旗的种

植面积和产量最高，旱稻种植面积为 12 万
亩，水稻种植面积为 78 万亩。

扎赉特旗农业技术员刘复伟介绍说，水稻
旱种是指种子不经过育苗和插秧，直接在旱地
条件下播种，施肥、除草、防治病虫草害等田间
作业均在旱田条件下进行。2016年扎赉特旗引
进旱种水稻膜下滴灌栽培技术，试验试种成功。
经测产，旱种水稻亩产可达 473公斤以上。

“相较于传统水稻种植，旱作可节约用水
70% 左右，而且由于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每亩可节约用肥 7 . 5 公斤左右。”刘复伟说，
旱种水稻的抗病性、抗倒伏能力更强，秸秆也
没有腥味，可为养殖业提供优质饲料。

从经济效益来看，旱作水稻比大田玉米
平均每亩增收 280 元左右，比传统水稻每亩
增收 80 元左右。扎赉特旗副旗长刘海涛说：
“水稻旱作技术的推广尝试让内蒙古水稻种
植走上了一条新型节水增粮增收的发展之
路，极大促进了种植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了
种植效益，促进了农民增收。”

吉林榆树：增益农业合作社的农业新“加法”

内蒙古兴安盟：首次大规模种植旱作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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