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主席吴清：更大力度促进股市健康发展

3月 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主席吴清表示，加快推进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筑牢股市健康发展根基。

资本市场呈现积极深刻变化

2024年 4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也就是新“国九条”。吴清介绍，近一年来，在中央金融办统筹协调下，证监会会同

各有关方面抓紧推动新“国九条”具体落实，制定修订了 50多项制度规则，形成了“1+N”政

策体系，系统性重塑基础制度和监管底层逻辑，推动资本市场呈现出积极的、深刻的变化。

坚持严监严管，在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并购重组、交易、退市等全链条、

各环节都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机制，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聚焦市场关切特别是投资者深恶

痛绝的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快查严惩。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

见》。证监会会同相关方面集中开展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专项行动，加大重大典型案件查

处力度。2024年办理各类案件 739件，罚没款 153亿元，金额超过上一年两倍。向公安机

关移送案件和线索 178件，同比增长 51%，对康得新、*ST新亿等证券违法案责任人依法进

一步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更加突出依法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新《证券法》实施

后首批紫晶存储、泽达易盛相关中介机构当事人承诺 2起案件落地，平稳推进金通灵、美尚

生态 2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投资者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

防风险、稳信心。2024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运行形势，证监会会同相关方面健全稳

市机制，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健全程序化交易监管制度，依法全面暂停转融券，优化北

向信息披露机制，严惩违规减持，包括“技术性离婚”减持、绕道减持、“闪电套现”等行为。

积极推动更多增量资金入市。公募基金注册发行明显提速，权益类 ETF 规模突破 3万

亿元，公募基金持有 A股流通市值规模从 2024年年初的 5.1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 6万亿元，

增幅 17.4%。联合人民银行快速推出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会同有关方面出台推动中

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者预期和市场信心都在明显

改善。

抓改革、促高质量发展。2024年以来，围绕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出台了“科

技十六条”“科创板八条”“并购六条”以及资本市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意见等举措。

同时，把提高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上市公司强化投资者回报，积极实施一

年多次分红、春节前分红等。2024年全市场分红达到 2.4万亿元，分红金额创历史新高。超

300家上市公司在今年春节前 2个月实施分红，金额超 3400亿元，创造了历史记录。去年

上市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近 1500亿元，创历史新高。市场的分红回购已远超 IPO、再融资



和减持的总规模，沪深 300指数股息率达到 3.4%，投资和融资更加协调的市场生态正在加

快形成。

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

人工智能是今年两会的热词，DeepSeek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脱颖而出，不仅使 AI行业

深受震撼，也让世界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带动了中国资产价值重估。

“科技创新企业越多越强，资本市场的活力、吸引力以及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就

越强。”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对促进产业和科技创新都具有独特、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

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均超过 9成，目前全市场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已超过 4成，先进制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

点领域涌现出一批龙头领军企业，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质效明显提升。

下一步，证监会将用好用足现有制度，积极研究、不断完善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产品服务体系，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健全专门针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机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聚焦科技创

新活跃、体现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领域，用好“绿色通道”、未盈利企业上市等制度，稳妥实施

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等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制度，更精准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行上市。

抓紧完善“并购六条”配套机制，在估值定价、审核流程、支付工具等方面进一步打通堵点，

大力推进企业并购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发展，推动更多科技创新企业并购案例特别是

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落地。

大力度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从全球经验看，很多引领性科技企业的崛起，离不

开长期耐心的资本投入。只有耐得住“十年磨一剑”的寂寞，才能迎来“一鸣惊人”的辉煌。”

吴清表示，将进一步鼓励支持私募基金投资人、管理人坚守长期主义，不断增强对企业的长

期支持以及增值服务能力，支持科技企业专注主业、潜心研究、创新引领、厚积薄发。同时，

将不断完善私募和创投基金监管制度规则，围绕优化退出“反向挂钩”政策、推进向投资者实

物分配股票试点、健全基金份额转让制度、支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和并购基

金发展等，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出渠道，并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完善考核容错等机制，支持

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促进“募投管退”良性循环。

加大支持科创的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资本市场支持科技企业不只有上市一条路，也不只

有股票一种工具，债券、可转债、优先股、资产证券化、期权、期货等产品和工具也可以有

所作为，能够提供“接力棒”式的融资支持和服务。比如，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

到了 1.2万亿元，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体量。证监会将持续打好支持科技创新“组合拳”，进

一步完善科创债发行注册流程，稳步发展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全面、

更加高效的资本市场服务。



“希望市场各方全面客观冷静看待科技企业成长中的风险。对于未盈利企业上市等，希

望各个方面给予更多包容和理解，一起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更加健康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

新生态。”吴清说。

筑牢股市健康发展根基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稳住楼市股市写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证监会将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推动新“国九条”和“1+N”政策体系落地见效，以深化资本市

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为牵引，加快推进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筑牢股市健康发展的根

基。

吴清表示，加快推进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不断筑牢股市健康发展的根基，主要在

四方面发力：

进一步增强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包容性。深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改革，在发行上市、

信息披露、板块层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差异化的安排，促进市场资源向新产业新业态新技

术领域集聚，并支持创新转型、绿色发展。

进一步增强投融资发展的协同性。健全一二级市场协调发展及逆周期调节机制，进一步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研究出台更多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硬招实招，推动形成中小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控人等关键少数有效制衡的机制，促进上市公司提升回报投资者的意识

和能力。逐项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不断引入源头活水。多渠

道增强战略性力量储备，健全完善行之有效的稳市做法和工作机制。

进一步增强监管执法的有效性。一方面“依法严惩”，推动出台背信罪司法解释、上市公

司监管条例等，加快修订证券公司监管条例，进一步深化部际和央地协作，对违法行为依法

实施有效的联合惩戒；另一方面“依责严防”，健全防治财务造假长效机制，完善“吹哨人”制

度，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进一步加强科技赋能监管，提升监管能力，强化源

头治理。

进一步增强市场基础制度的适配性。坚持尊重规律、尊重规则，优化市场定价机制，评

估完善交易结算制度，为市场各参与方创造更公平高效、更具吸引力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备案制度，稳步拓展跨境互联互通，

更好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中长期资金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动

中长期资金入市。吴清介绍，目前各个相关部门都在抓紧推动落实，已经初具成效。

入市“长钱”明显多了。人民银行已指导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开展两批互换便利操作，金

额超过 1000亿元；超 400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信息，贷款额度上限近



8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了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2025 年春节前批复了

520亿元，2025年 3月 4日又批复了 600亿元，后续还将进一步扩大。人社部将个人养老金

制度推广到全国，证监会积极配合将首批 85只权益类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

2024年 9月以来，保险资金、各类养老金在 A股市场净买入约 2900亿元，这些都有力支持

了市场企稳向好。

权益类基金发展明显快了。促进资本市场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现在股票 ETF 产品 5

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快速完成注册，去年以来，中证 A500基金、科创板综合指数基金等推出

后受到市场广泛认可。去年 9月到现在，共注册权益类基金 459只，占同期注册基金产品总

数的 7成。权益类基金规模从 6.3万亿元增长到 7.7万亿元，占公募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从 20%

提高到 24%。在规模快速增长、比例提升的同时，公募基金的收益状况也在稳步改善。为

更好维护投资者权益，证监会还积极推动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分阶段降低综合费率，预计每

年为投资者节省超过 450亿元成本，同时也让基金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绑定更为紧密。

长周期考核制度更加健全了。吴清介绍，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正积极推进长期资金长

周期考核政策文件的制定修订工作，目前已征求了相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将尽快推出。文件

的出台将全面建立全国社保基金五年以上以及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

证监会在即将推出的公募基金改革方案中，也将进一步提高公募基金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比

重，引导行业更加注重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更好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

2024年 9月以来，各类中长期资金所持A股流通市值从 14.6万亿元增长到 17.8万亿元，

增幅达到 22%。后续，证监会将在中央金融办统筹指导下，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各

项举措落地见效，努力实现中长期资金保值增值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互动。

（本文转载自 2025年 3月 7日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