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上交
所、深交所有关负责人就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
相关情况答记者问。

上交所、深交所此次发布的再融资优化
举措，是对 8月 27日证监会发布的《证监会
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 优化 IPO、再融资监管
安排》（以下简称《监管安排》）的进一步明
确，重在进一步严格再融资监管，维护好市
场活力。

从严审核募集资金用途

制定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的目的是什
么？上交所、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二级市
场的稳健运行是一级市场融资功能有效发挥
的基础，实现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保护投资
者利益，需要充分考虑投融资两端的动态平
衡。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适当收紧上市公司
再融资，是充分考虑当前市场承受能力，统筹
一二级市场平衡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同期发
布的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等政策措施的
内在精神保持一致。相关安排将有利于提升
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上市公司专注企业经营，
改善市值。

上交所、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上交所、深交所一直坚持严格审慎的再融
资监管导向，在满足上市公司正常发展需要
的基础上，对市场关注的频繁过度融资、“蹭
热点跨界扩张”、大额前次募集资金闲置等情
形严格监管，引导上市公司理性实施再融资。
一是从严审核募集资金用途。对募集资金投
向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是否投向主业
从严把关，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募投项目，审核
中要求上市公司予以调减。二是严格管控融资
规模。严格把关再融资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对于上市公司无法充分论述融资规模合
理性的，要求其调减金额或予以终止审核。
三是建立大额再融资预沟通机制。为引导上
市公司合理掌握融资时机，避免大额再融资
对二级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再融资金额
较大的上市公司需提前与交易所预沟通，以
稳定市场预期。

五方面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

本次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的具体举措是
围绕从严从紧的把关要求，把握好再融资节
奏，对再融资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必要性从严
把关。

严格限制存在破发、破净情形上市公司再
融资。要求上市公司再融资董事会召开前以
及启动发行前，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避免上
市公司行情低迷时进一步融资影响股价，引导
上市公司关注自身行情、改善市值，提升经营

业绩，提振股价。
从严要求连续亏损上市公司的融资间隔

期。连续亏损企业短时间内多次融资投资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不足，本次要求对于连续
亏损企业严格执行融资间隔期，要求两次融
资间隔期需不得少于18个月，避免经营不善
企业不必要的过度融资，促使上市公司专注
自身经营。

限制财务性投资金额较高上市公司的融
资规模。财务性投资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
不得再融资。本次监管安排对上市公司财务
性投资比例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进一
步引导上市公司专注主业，避免盲目多元化
投资。

要求前次募集资金已得到充分使用。要
求上市公司用好用足募集资金，避免上市公司
前募资金大额闲置情形下频繁过度融资，促使
上市公司谨慎设计募投项目，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

严格把关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主业。要
求上市公司再融资募集资金项目须与现有主
业紧密相关，实施后与原有业务须具有明显的
协同性，交易所在审核中根据上市公司业务经
营情况、募投项目所涉业务运行情况、公司是
否具备相关业务运营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督
促上市公司实施再融资聚焦主业，防止盲目跨
界投资、多元化投资。

如何保障上市公司合理融资需求？

上交所、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从严
从紧把关的同时，在支持上市公司合理融资需
求方面，有以下几个安排：

符合国家重大战略方向的再融资不适用

本次再融资监管安排，目的是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功能。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规定，融资金额不超过3亿元且不超过净资产
的20%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采用简易程序的
再融资不适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
相关监管要求，主要考虑是，简易程序的再融
资金额较小，既能较好地满足上市公司必要的
融资需求，又能兼顾二级市场稳定。

董事会确定全部发行对象的再融资不适
用破发、破净、经营业绩持续亏损相关监管要
求。该类融资参与主体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战略投资者，通常具有明显的纾困、
公司业务战略转型或者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
获得业务资源的特点，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稳定股价，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
益，且认购资金全部来自于提前确定的特定
对象。

重组配套融资如何适用相关要求？

上交所、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并购重组
是上市公司提升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资本市
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途径。配套
融资是重组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服务于
重组。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重组提质增效、做
优做强，配套融资的监管安排在坚持从严从紧
的同时，根据募集资金用途不同而有所差异：
配套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适
用本次再融资监管安排关于破发、破净的要
求；用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规定的其他用途的，不适用本次再融资监
管安排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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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进出口
前10月增2.8%

据海关统计，前 10个月，山东省进出
口2.68万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出口
1.59万亿元，增长2.4%；进口1.09万亿元，增
长3.4%。10月份当月，山东省进出口2674.5
亿元，增长3.8%。其中，出口1577.3亿元，增
长1.3%；进口1097.2亿元，增长7.5%。

数据显示，前10个月，山东省16市中有
10市进出口保持正增长。其中，济宁、枣庄、
泰安、德州、菏泽实现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
为43.3%、34.7%、30.5%、15.6%、15.1%；青岛龙
头地位稳固，进出口7335.3亿元，增长7%，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7.3%，占比提高1.1个
百分点。

前10个月，山东省一般贸易进出口1.75
万 亿 元 ，增 长 2.6%，占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65.2%。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4380.5亿元，
增长7.3%；保税物流进出口4311.7亿元，增
长1.8%。

前10个月，山东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98
万亿元，增长4.9%，占进出口总值的73.9%，
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4830.6亿元，下降1.2%；国有企业进
出口2153.2亿元，下降6.8%。

前10个月，东盟、美国、欧盟是山东省前
三大贸易市场，其中，对东盟进出口5334.3
亿元，增长9.3%；对美国进出口2720.1亿元，
下降4.6%；对欧盟进出口2485.8亿元，增长
5.2%。此外，对韩国进出口2140.7亿元，下
降 5.1%；对日本进出口 1562.9亿元，下降
0.4%。以上合计占53.1%。同期，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1万亿元，增长5.1%，
占进出口总值的56.2%；对RCEP其他成员国
进出口1.02万亿元，增长3%，占进出口总值
的37.9%。

近日，《关于规范实施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
意见》发布。指导意见提出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将聚焦使
用者付费项目，全部采取特许经
营模式，合理把握重点领域，优
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业内专
家认为，新机制将有利于PPP
的规范发展、阳光运行，并为
民营企业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将有效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交通运输部昨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0月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共有55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299条，运营里
程9862公里，实际开行列车
344万列次，完成客运量26.6
亿人次，进站量15.9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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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产业发展将有“升级版”政策
昨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快推

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有关情况。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持续加强

制 定 实 施《专 利 转 化 运 用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年）》，专利开放许可等制度加快落地。
专利密集型产业和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
达到12.44%、7.41%，有力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高标准侵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布局建设了103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和快速维权中心，启动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沪深证券交易所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

上市公司再融资划五大“红线”

●严格限制存在破发、破净情形上市
公司再融资
●从严要求连续亏损上市公司的融资
间隔期
●限制财务性投资金额较高上市公司
的融资规模
●要求前次募集资金已得到充分使用
●严格把关再融资募集资金投向主业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局长李云泽昨日表示，过
去三年中国银行业信贷规模
年均增长11.2%，高于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

李旭超 制图

据统计，2021年我国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为8.48万亿
元，同比增长12.92%，占GDP的比重为7.41%，版权产业已
经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下一步，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采取
措施，推进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包括研究制定推动版权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通过政策引导，着力推动版权产业
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截至2023年9月，我国有效发明专利和商标拥有
量分别达到480.5万件、4512.2万件。

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顺利实施。专
利法实施细则修正草案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大
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的专利审查
政策标准持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