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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漳农信社支持
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谐音梗”式
炒作当休矣

□金 言

我省资本市场蹄疾步稳开新局
截至2021年末，全省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09家、新三板挂牌公司186家、河交所挂牌

公司825家；2021年全省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1307.72亿元

证监会发布

《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
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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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力量赋能
冰雪产业发展

河北日报《金融周刊》
金融消费服务热线：
0311—67563275

河北日报金融周刊电子信箱：
hbjrzk@126.com

河北日报金融周刊QQ群：
112033011

一周热评

金融调查

冬奥币冬奥钞抢手
信用卡“借势”冰墩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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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银行机构三项举措稳住居民菜篮子

证监会近日发布《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
监管规定》，进一步便利跨境投融资、促进要素资源的全球化配置，
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

证监会信息显示，该监管规定是对《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
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监管规定（试行）》的修订

“升级”。
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拓展适用范围，境内方面，

将深交所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纳入。境外方面，拓展到瑞士、德
国；二是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融资，并采用市场化询价机制定
价；三是优化持续监管安排，对年报披露内容、权益变动披露义务
等持续监管方面作出更为优化和灵活的制度安排。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修订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
行人以新增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内公开发行上市中国存托凭证，
允许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采用市场化询价机制确定发行价格。明
确募集资金原则上应当用于主业，发行人可根据募集资金用途将
资金汇出境外或留存境内使用。 (据新华社）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翟悦 记者王巍）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
行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月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额 69198.1 亿元，同比增长 11.4%。1 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68833.0亿元，同比增长11.6%，与上年末持平。1月份人民币贷款
增加1222.7亿元，同比多增121.0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30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62.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44.2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937.8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276.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36.2亿元。

同样截至2022年1月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91215.5亿元，同比增长9.7%。1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90763.6
亿元，同比增长 9.7%，较上年末高 0.2个百分点。1月份人民币存
款增加 2174.2 亿元，同比多增 324.3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2686.1 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263.9 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70.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3.0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白增安）日前，邯郸市举行了政银企对接签
约仪式。部分金融机构与企业现场签约，达成授信意向 374.6 亿
元。

政银企对接活动通过政府搭台、银企唱戏，共同研究解决企业
运行和项目建设中的融资需求。本次现场对接成果颇丰，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等17家金融机构分别与国电邯郸东郊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等 216 家重点企业达成授信意向
374.6亿元，授信金额再创全市新高。

据悉，2021年四季度，该市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聚焦主业，积
极作为，把政银企对接作为一项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切实化解企业
资金难题。与此同时，认真开展“银行行长入百企送服务”活动，银
行与企业“零距离”接触，为企业送去了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全球资金流向逆转是
投资者关心的焦点话题之一，但从高盛交易员
Scott Rubner日前发布的报告和资金流向监测
机构EPFR数据看，全球资金依然流入新兴市场
股市，中国资产受青睐。

专家认为，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资本回流
美国的影响不宜夸大，且对中国市场影响有限。
在基本面更优良、性价比更高、发展潜力更大等
综合因素支撑下，中国资产将保持强劲吸引力。

不宜过度担忧资金流向逆转

从历次美联储加息周期影响看，全球资金
回流美国进而造成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
荡并不鲜见，这也成为 A 股市场投资者担心的
不确定性风险之一。但在不少专家看来，美联储
此轮紧缩政策的外溢影响不宜夸大，且资金流
向逆转问题发生在部分新兴经济体身上，中国
市场保持了外资净流入。

本轮发达经济体在量宽期间，跨境贷款和
贸易融资等资金流入有限，未来我国去杠杆压
力较弱。国家外汇局数据显示，本轮发达经济体

量宽期间，人民币汇率总体预期平稳，2020年二
季度到 2021年二季度，跨境贷款和贸易融资合
计增长8%，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轮量宽期
间年均 21%的增速。2021 年下半年美联储政策
调整预期增强以来，相关跨境资金变动较为平
稳，未来调整压力不大。

外资持续加仓人民币资产是主趋势。2017
年扩大资本市场开放以来，2018 年到 2021
年，外资累计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超过7000
亿美元，年均增速34%。即使在2018年上半年
出现了中国国债收益率下行、美国国债收益率
上行的情况，但外资增持中国债券的势头也未
减弱。“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资产
吸引力增强，这是在上一轮紧缩之后发生的新
变化。”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说。

在富国基金总经理陈戈看来，美联储后续
的加息缩表节奏仍会受制于美国经济、就业、通
胀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发生超预期的货币收
紧空间有限。当前，中美利差仍有一定的安全
垫，即使美国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上行，也不至

于造成国际套利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

中国资产吸引力强底气足

不少专家认为，即使面临全球资金从新兴
经济体撤出的冲击，但由于基本面向好的确定
性更强、投资的性价比更高等因素，中国资产仍
将保持强大吸引力。

全球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 1月底披露的
信息显示，其在海外发行的中国基金资产总值
突破340亿元，公司正进一步加码布局人民币资
产。专家认为，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此举信号
意义明显，意味着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一定
意义上具备“绿洲效应”。

看好中国资产的不止桥水基金一家。“与美
股相比，我们对 A 股在 2022年以及长期的表现
都更为乐观。”先锋领航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
黔表示，一是估值较合理；二是2022年政策转向
稳字当头，对 A 股市场有利；三是政策环境有
利。

“贝莱德相当看好中国的股票和国债，建议
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中国资产的配置。”贝莱德首

席中国经济师宋宇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产。

改革将催生更多投资机遇

国际机构看好中国资产还源于改革的深
化、开放的扩大将催生更多投资机遇，这势必进
一步增强中国资产的含金量。

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将深入推进，继续提升
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中信证券总经理杨明辉
预计，未来互联互通机制下的资产类型与开放
方向将持续拓展。资产类型方面，除股票和债
券市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互联互通有望深化。

中国资本市场也在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对
长期资金的吸引力。“零容忍”制度不断完善，资
本市场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壮大专业资
产管理机构力量，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产品，持
续推动各类中长期资金积极配置资本市场，长
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正逐步形
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
的征途上，全球资金增配人民币资产的大潮将
愈加澎湃。 （据新华社）

河北日报讯（于洋）近日，笔者从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河北证监局了解到，去年我省
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坚持“防风险”和

“促发展”并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河北重
点部署，努力在我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充分发挥属地优势，协同
沪深交易所共建河北基地，紧抓注册制改革
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的有利时机，精心挖
掘培育资本市场生力军。建立河北省企业
股改上市服务平台，加快聚集一批上市辅
导、价值投资专业机构和资本市场专家队
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企业
上市挂牌的宣传培训、咨询指导和融资对
接。全年共举办上市融资培训对接活动26
场，企业路演6场，登记注册银行、基金以及
中介服务机构共80余家。组织开展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培训，债券投资机构河北地区调

研对接会，引导和支持上市公司兼顾发展需
要和市场状况优化融资安排，通过增发、配
股、发行债券等方式再融资，提高资本运作
水平。2021年，省级财政共为114家上市挂
牌融资企业发放奖补资金3200余万元。

河北证监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强化信
息披露监管和公司治理监管“双轮驱动”，深
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在把好“入
口关”和“出口关”基础上过好“成长关”，持
续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成为拉动河
北经济增长的硬核力量。推动大商所“农民
收入保障计划”落地，指导3家涉农企业设立
鸡蛋交割库，支持期货机构成功开展“保险+
期货”项目5个，为乡村振兴贡献期货力量。
为私募机构与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搭
建对接平台，引导私募机构投早、投小、投科
技，拓宽私募基金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

2021 年，河北辖区新增境内外上市公
司 10 家。其中境内 A 股 9 家，是 2020 年的

2.25倍，创近十年来新高。截至 2021年末，
69家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39万亿，同比
增长 29%；备案辅导企业 52 家，同比增长
30%；私募基金管理规模 654.92 亿元，同比
增长26%。财达证券在上交所首发上市，成
为河北首家上市的地方金融类企业；中红医
疗在深交所首发上市，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
力医疗保障资源支持。

监管科学有效，市场平稳有序。河北证
监局制定《科技监管工作五年规划》，推动科
技赋能行业发展。鼓励机构参与行业科技
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研究探索金融科技应
用。借力信息化手段做深非现场监管，实现

“让数据说话”。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建立与
行业协会“双周联席会议机制”，督促其围绕
监管“主旋律”开展工作。深化分类监管、精
准监管，集中力量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
行动”“私募基金专项整治”“证券期货基金
经营机构治理专项工作”等 5 项专项整治，

首次开展律师事务所执业检查。2021年全
年共实施各类现场检查197家次，采取日常
监管措施 102件，实施行政监管措施 25件。
全面落实“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深
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资本市场营商环
境，净化辖区资本市场生态。坚持“建制
度”。贯彻《证券法》和注册制改革相关要
求，持续开展内部制度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
理工作，不断完善党建、监管、管理有机融合
的制度体系。推进“不干预”。落实《中国证
监会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方案》，推行证
明事项实施告知承诺制，全面开展行政许可
事项清单管理，梳理并公示换发许可证事项
清单和备案报告事项指引，确保市场主体少
跑腿、快办事。落实“零容忍”。强化监管执
法，严厉打击各类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
2021 年主办案件 9 件，联合调查案件 2 件，
协查案件11件。

（下转第十五版）

当谷爱凌以超高难度动作夺得自由式女
子大跳台冠军时，A 股名字里面带“谷”字的
股票纷纷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远望谷三
日最高涨幅接近 3 成，2 月 10 日盘间冲高回
落，放量下跌。

虽然有部分市场声音拆解“谐音梗”认
为，这意味着“远远望着谷爱凌夺冠的美好祝
愿”，但是从资本逻辑来讲，这种炒作与公司
6000余万元的业绩预亏出现背离，甚至倒逼
公司方面也明确回应表示，该公司无冬奥会
相关产品，与谷爱凌无相关合作。

“远望谷式”花样炒作，本质上炒的是投
机资金脑洞大开的谐音想象力。这在 A股市
场中并不新鲜。2008 年，在美总统大选开始
前的 10 月中旬，澳柯玛就连续出现三个涨
停；2016 年川普大选胜利时，川大智胜就曾
遭遇资金围猎，而西仪（希姨）股份同步遇到
股价下杀；同年 A股一家业务亏损的化工股

“红星发展”，股价离奇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
原因则与这家企业与迎来大结局的《欢乐颂》
中的企业“撞名”有关。

之所以定性为“投机资金”，原因之一就
在于从龙虎榜单来看，参与炒作的多路资金
此前也曾参与了九安医疗、雅本化学等个股
的投机炒作。更重要的是，从基本面来看，虽
然远望谷早早卡位物联网，但是近年来业绩
连年亏损，唯一一次盈利也并非依靠主营业
务，股价短期表现与基本面之间存在背离。

此类“谐音炒作”可以视为A股概念炒作
的变种，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
往往会在虚无缥缈的预期下，导致一些投资者
抛弃上市公司相对惨淡的基本面，对股价进行
肆无忌惮爆炒，最终结果往往会一地鸡毛。

与此同时，这种“谐音炒作”又与概念炒作
存在不同之处。纵观产业迭代规律，不少风口都
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概念有时候也会成为风口
到来的某种暗示。这也导致A股市场中的部分
概念，除了相当比例因为缺乏实质支撑最终沦
为一地鸡毛（例如石墨烯）之外，也有一定比例
的概念确实逐步在产业和业绩方面落地（例如
人工智能），从而带动了新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
转型升级。反观“谐音炒作”，目前来看，尚难衍
生出此类助力实体企业和实体经济的效果。

笔者之所以认为“远望谷式”谐音炒作当
休，还有一层考量就是应谨防部分强势投机资
金以“谐音炒作”的路径，将连续涨停板作为吸
引散户的绝佳诱饵，在全国投资者对奥运冠军
表示欢喜和祝贺的时间档口，通过拉高股价，
借助舆情发酵和投资者情绪亢奋，坐等中小投
资者追风，趁机获利退出，利用二级市场来收
割“韭菜”。从相关标的股价放量来看，部分资
金大概率已经落袋。

这一方面需要投资者保持理性，如果缺乏
实质性的利好因素刺激，且上市公司业绩成长
性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善，需要理性看待相关公
司股价大涨的现象，无论对于“伪概念炒作”，
还是对于“谐音炒作”，都应警惕“击鼓传花”式
的资本游戏；另一方面，也需要监管层继续强
化对题材概念炒作中涉嫌操纵等行为的打击
力度，杜绝投机资金频繁布局“抢帽子”陷阱。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张锐） 春节前
后，廊坊辖内银行机构重点围绕支持该
市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新型经营主体提
质增效等方面，加强了对蔬菜、肉禽蛋
奶等相关领域的金融支持，确保冬春菜
篮子供应。

信贷资金输氧稳产品供给。廊坊辖
内银行机构主动与蔬菜种植销售等相关
客户对接，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加大信
贷力度支持。截至目前，该市银行机构
支持蔬菜、肉禽蛋奶相关行业客户 778
户，贷款余额达3.03亿元。廊坊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粮
食种植与销售，为扩大经营规模，企业
流动资金紧张，农行廊坊分行了解到情
况后，主动与该公司对接，经过逐级审
批，为其提供了 230 万元贷款支持，有
效缓解了资金压力，保障了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

线上产品创新提融资效率。廊坊辖
内银行机构不断创新丰富金融产品，通
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线上化自动审
批，极大提升融资效率，推动普惠金融
信贷业务增量、提质、扩面，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市银行机构
为蔬菜、肉禽蛋奶等菜篮子相关行业企
业提供线上微捷贷等产品服务，累放贷
款金额4713万元。

政银保企共担解融资难题。廊坊辖
内银行机构主动担当，积极与政府单
位、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对接，搭建
政银保企合作平台，有效撬动政府资
金，解决客户担保难问题。邮储银行廊
坊市分行与政策性担保公司推出“冀农
担”系列产品，累放贷款 580 笔，金额
2.18亿元。

截至今年1月末

我省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逾6.8万亿

邯郸市政银企对接达成
授信意向374.6亿元

花钱就能“洗
白 ”不 良 征 信 记
录 ？ 业 内 人 士 表
示，所有声称合法
的、商业的、收费的

“征信修复”都是骗
局。不仅涉嫌触犯
法律，更破坏了社
会信用体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