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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行發債試點未擴大
依舊為滬浙粵深 今年料發300億

據國家財政部網站昨日公布消息稱，
今年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未有擴大，批
准的仍然是浙江、上海、廣東、深圳四地
。在發行品種方面，除以往的三年和五年
期外，新增七年期品種。每種期限債券發
行規模不得超過本地區發債規模限額的
50%。有分析預計今年上述四地自行發債
額或接近300億元，而去年為229億元。

本報記者 彭巧容

【本報記者賀鵬飛、通訊員鄒國童南京十四
日電】江蘇省海門市近日接連在香港與深圳舉行
現代物流和高端製造業投資環境推介會，並現場
簽約29個項目，累計總投資92億元（人民幣，
下同）。

在香港舉行的推介會上，海門與香港企業成
功簽約7個項目，涉及現代物流、精密儀器、科
技產業園、商務開發和五星級酒店等，累計總投
資達5億美元（約31.5億人民幣）。此外，海門
還在深圳簽約 22 個項目，總投資 60.4 億元。在
香港和深圳招商期間，海門市還分別舉行香港海
門同鄉會、廣東海門商會成立大會。據介紹，目
前海門人在香港和廣東省創辦、領辦企業達150
家。

海門市委書記姜龍在香港推介會上說， 「十
二五」期間，海門市將圍繞打造產業發達的創新
之城，大力實施以10 個產業園區、10 條主導產
業鏈、10 個省級以上服務業集聚區、10 個省級
以上科技創新平台、10 家上市企業為主要內容
的 「510轉型升級工程」，為率先實現基本現代
化注入新的活力。

海門市市長楊曹明表示，未來幾年，該市將
按照產業規劃要求，依託海門經濟開發區、海門
工業園區、濱海新區、臨江新區、海門鎮神舟科
技高新區和鎮級工業集中片區等 「六大平台」，
重點招引現代物流業、先進裝備製造業、新能源
新材料產業、生物技術和新醫藥產業、現代家紡
產業、城市建設等 「六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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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保基金昨日在其網站公布的信息顯示，預計
從今年到二○一五年，該基金用於實業投資的最高規模
可達 25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全國社保基金表示
，今後一段時間將努力加大實業投資力度，積極支持實
體經濟發展。目前正積極研究以優先股方式投資中央企
業，為社保基金獲取穩定的投資收益。

管理資金規模8688億
截至去年底，全國社保基金管理的基金總規模已達

8688.20 億元。其中，該基金用於實業投資佔管理的基
金總規模 16%，為 1375.72 億元。按照國家有關監管部
門的規定，全國社保基金進行實業投資，包括對中央企
業的直接股權投資和對經國家發改委批准或備案的股權
基金的投資兩個部分。其中，直接股權投資可佔全國社
保基金總資產規模的20%，股權基金投資可佔基金總規
模的10%。

全國社保基金透露正在積極開展兩方面的工作，以
擴大在實業投資規模。首先，加強與中央企業的聯繫和
合作，爭取在中央企業改制、上市、重組或再融資時，
全國社保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其次，全國社保基
金還將穩定推進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投資，重點選擇具
有優良的投資回報歷史、管理團隊比較優秀、具有較好

的項目儲備的股權基金開展投資。

支持央企加快改制
在加強與中央企業的聯繫和合作方面，全國社保基

金表示，一是支持現有中央企業加快改制改組步伐；二
是支持中央企業併購、重組，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
升級；三是通過對直接股權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
，支持中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小成長型企業的發
展；四是支持條件具備的中央企業和子公司成為優秀的
上市公司；五是支持中央企業實施 「走出去」戰略。

全國社保基金公布的投資情況顯示，截至去年底，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工行、農行、中行、交行四大行
等八家金融企業，以及京滬高鐵等四家工商企業的投資
總額約870億元，投資以來累計增值約800億元。同時
，還通過定向增發的方式加大投資規模，先後參與交通
銀行、中國南車的定向增發。

截至去年底，全國社保基金已開展對中比、渤海、
中信綿陽、上海金融四隻產業基金和弘毅一期、鼎暉一
期、和諧成長、弘毅二期、聯想一期、鼎暉二期、誠柏
、聯想二期、中信資本等九隻股權基金的投資，承諾投
資額196.55億元，已繳出資125.17億元，一些基金已開
始實現退出並獲取了良好收益。

社保2500億可投資實業

中國保監會昨日發布關於保險資金運用監管有關事項的
通知，表示允許保險機構投資以簿記建檔方式公開發行的已
上市交易的無擔保企業債、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和商業
銀行發行的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等債券，意味保險公司投資
信用債的範圍將進一步擴大。

保險機構此前雖可投資境內銀行間市場發行的無擔保企
業債券，但被投資的該類債券，應當採取公開招標方式發行
，由於無擔保企業債大多採用簿記建檔方式發行，令這一舉
措大打折扣。通知同時明確，保險公司開展股權、不動產、
保險資產管理產品和無擔保企業（公司）類債券等投資，償
付能力和財務狀況應當滿足監管規定，否則應及時採取措施
，並不得開展新增投資。保監會表示，將根據保險公司的治
理結構、償付能力、投資管理、風險控制等狀況，推進和加
強分類監管。

通知並強調，保險機構應當嚴格遵守投資比例規定。保
監會將根據有關情況，適當調整保險資金運用的投資比例，
並將出台《保險資金運用管理暫行辦法》等規定中有待完善
的業務規則。

險企投資信用債範圍擴大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邢毓靜指出，
該行將從四方面推動人民幣 「走出去」。其中，藉推動
設立專營海外貸款和投資的基金，推動人民幣海外貸款
和投資。此外，下一步會繼續積極回應與更多國家建立
本幣互換安排的要求。

央行下轄的《金融時報》昨日引述邢毓靜表示，
「十二五」規劃對推動人民幣 「走出去」已提出明確的

建議和要求。一是推動人民幣海外貸款和投資。借鑒國
際經驗，推動設立專營海外貸款和投資的基金，支持中
國企業 「走出去」。二是研究出台關於個人跨境人民幣
業務管理辦法。人民銀行將適時進一步放寬個人人民幣
業務的相關政策，個人人民幣的跨境流動將更加便利。
三是有序發揮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資產的職能。結合中
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對外開放的過程，積極回
應境外金融機構、央行（貨幣當局）等將人民幣納入資
產和外匯儲備的意願。四是繼續積極回應更多國家與我
國建立雙邊本幣互換安排的要求。

她透露，目前中國人民銀行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
央銀行（貨幣當局）簽訂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已逐漸從
應對危機轉向便利雙邊貿易和投資，下一步會繼續積極
回應與更多國家建立本幣互換安排的要求。她引述的數
據顯示，至去年末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已擴展到全
國，境外參與國家和地區已發展到190個，貿易結算額
佔當年進出口總額的6.6%左右。

她並指出，跨境人民幣業務為企業貿易投資提供極
大便利。首先，有利進一步深化中國改革開放。從中國
目前的開放程度看，實體經濟的開放程度和中國經濟大
的地位基本相稱，但貨幣、金融方面的開放度和影響力
則與實體經濟開放度不相匹配。第二，有助中國完善金
融市場的制度建設，促進金融監管能力的提高，加快市
場產品的設計、開發、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機構服務能
力以及各方面管理能力等。第三，便利企業對外貿易和
投資。具體來說，有利於企業節約成本、經營管理清晰
化、優化匯率風險管理和降低融資成本。

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方星海指出， 「把這裡（上海）
作為一個離岸金融中心並不是最理想的 『候選人』。」相對於上
海、深圳和台北，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總監 Paola
Subacchi認為，香港更有優勢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資金進出難成掣肘
方星海日前出席在上海舉辦的 「大中華區金融中心」研究報

告發布會上指出，如果僅僅考慮基金管理，錢來自於海外但投資
在中國，或來自內地的錢投資到海外，這確有空間，上海也正這
樣做。但管理來自國外的錢，又在國外投資，這在上海是沒有希
望的。他說： 「因為當地稅收非常高，進出都要有簽證，入境、
離境都很難。」而資金的流入和流出也非常複雜。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約翰．奎爾奇也同意方星
海的說法。他指出，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取決於資本和開放性。
上海絕對不存在資本缺失的問題，但在開放性方面，北京到底要
花多長時間才能放鬆管制，讓上海真正有機會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總監 Paola Subacchi 就認為，

香港更有優勢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她在同一場合中
指出，未來10到15年，當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完成時， 「哪一個能
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將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尊重
市場規則，能不能吸引國外投資者，吸引人才。」她稱。

港監管體系比較好
在整個大中華地區，她指出，香港現在監管體系比較好，口

碑很好，是大家公認的大中華地區最開放的市場。所以目前看有
優勢的還是香港。她不諱言， 「上海未來10年肯定在香港之後，
因為上海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上海不大
可能在幾年內趕超香港」。

她認為，上海趕超香港的速度 「主要由人民幣國際化及中國
資本帳戶開放的步伐決定，但中國大陸實體規模非常大，中國經
濟實力確實能夠承擔兩個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很有可能是，香港

與上海一起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對於深圳，她指出，深
圳未來首先是成為內地的金融中心，主要把服務中小企業、高科
技企業和其他創新型企業作為它的發展重點。

央行四方面助人幣走出去

英國專家：滬十年內難超香港

據財政部日前下發的《2012 年地方政府自行發
債試點辦法》，試點省（市）發行政府債券實行年度
發行額管理，全年發債總額不得超過國務院批准的當
年發債規模限額；今年度發債規模限額當年有效，不
得結轉下年。此外，今年試點省（市）政府債券依舊
由財政部代辦還本付息。

新增七年期債券品種
辦法並稱，今年試點省（市）發行的政府債券期

限為 3 年、5 年和 7 年，最多可以發行三種期限債券
，每種期限債券發行規模不得超過本地區發債規模限
額的50%（含50%）。

二○○九年至二○一一年，中國的地方政府共計
發債 2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期限分三年和五
年兩種，前兩年全部由財政部代理發行。在國務院特
批下，去年浙江、上海、廣東、深圳四地進行了自主
發債試點，共發債229億元。

據國務院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中央將
代發地方債 2500 億元，規模較近幾年中央每年代發
的2000億元地方債增加500億元。財政部部長助理胡
靜林於今年三月時解釋稱，這主要是考慮保障性安居
工程需加大投入，規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債務管
理後公益性在建項目需要安排一部分後續資金等。

業界籲健全三項制度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系所長王國剛認為，推動

地方政府債券改革和試點有着重要的經濟意義，也有
利於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責任提供可持續的資金支撐
。一方面，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城鎮化進程中地
方政府面對的巨大資金壓力。另一方面，它也有助於
改變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中的不足。

針對去年的自行發行地方債的情況，中國銀行間
市場交易商協會鍾帥指出，地方政府自行發債應健全
三項制度。第一，應建立並完善規範的地方政府發債

制度，對地方政府發債予以嚴格監管。第二，應強化
地方政府的信息披露意識，推動地方政府財政透明化
。第三，應建立預警機制和資金運作監管制度，保證
地方政府債券融資合理可控、資金用途合法合規。即
對地方政府的還債能力予以定期的評估並向社會公布
，對地方政府的資金設立專門的機構予以保管，確保
資金的運用合乎規定。

▲英國專家認為，香港更有優勢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
心

▲浙江、上海、廣東、深圳今年自行發債額或接近300億元。圖為上海陸家嘴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