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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四个重要变化

以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为突破口，推进一
揽子改革，从增量市场到存量市场逐步推开……如
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渐进式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之路。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上市仪式上表示，注
册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以信
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上市制度经受住了市场检
验，交易、退市等关键制度创新成效显著，法治建
设取得重大突破，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特别是科
技创新的服务功能大幅提升，市场结构和市场生
态发生深刻变化，市场活力和市场韧性明显增强，
给市场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易会满介绍，与核准制相比，实行注册制不仅
涉及审核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理念的变化，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监管
部门不对企业的投资价值作判断。二是把关方式的
变化，主要通过问询把好信息披露质量关，压实发
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
三是透明度的变化，开门搞审核，审核注册的标准、
程序、问询内容、过程、结果全部公开，监督制衡更
加严格，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监管执法的
变化，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零容忍”，露头就打，实行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处
罚，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实践表明，注册制改革是一场触及监管底层
逻辑的变革、刀刃向内的变革、牵动资本市场全
局的变革，影响深远。”易会满说。

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注册制模式，注册制改革
的本质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强化市场约束和法
治约束，提高投融资的便利性。

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邱勇说，上交所将
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牢牢把握

“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强化市场约束和法治约
束”的本质要求，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责任，

提高审核效率与可预期性，进一步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抓住支持科
技创新这个关键，坚持主板和科创板双轮驱动战
略，持续推动关键制度创新，着力激发企业家精
神，打造优质蓝筹企业和“硬科技”企业上市首
选地。“上交所将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赢公
信，建设让党和人民放心、市场主体满意的交
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华平说，随着全面
注册制落地实施，深市主板将进一步突出大盘蓝
筹特色，重点支持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
定、规模较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同
时，创业板坚守“三创四新”定位，支持成长型
创新创业企业和符合条件的未盈利企业上市，打
造创新企业上市优选地。深交所将打造透明注册
制、廉洁注册制、优质注册制，严把市场“入口
关”，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
领域，引导要素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着力
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与核准制相比，注册制不仅意味着审核主体
和审核方式的变化，还意味着企业上市融资变得
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这有利于更好地让市
场去判断企业的投资价值，进一步优化要素配
置。”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说。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天眼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10日，A股上市
公司总数超过 5000 家。其中，广东、浙江、江苏、山
东、福建、四川、安徽、湖南等“经济大省”拥有上市
公司较多。在业内人士看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全面落地，有利于推动更多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

强、成长空间大的优秀企业拥抱资本市场，带动所
在行业乃至区域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

华泰联合证券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直接
融资有助于加快创新资本形成，促进科技、资本和
产业高水平循环。全面注册制为直接融资创造了更
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在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调整、科技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全面注册制将助
推实体经济蓬勃发展。更多企业将通过合理、有效
使用上市募集资金，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走出
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该负责人说，券商要
把平台化展业和全过程风控的理念和模式坚持下
去，同时也借助科技的力量提升智能化水平，在不
断深入服务实体经济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认为，
全面注册制实施后，更多优质、长期的资金将流
向具有创新潜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速科
技与实体经济产业的融合。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也会提升。

“全面注册制之下，更多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
便利性将会提高。”曾刚对本报记者说，改革后，
直接融资条件优化、市场规则制度完善，有望带
来上市公司结构和投资者结构的积极变化。未
来，随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也将增强。

4月10日，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10家企业上市——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太美了！”“快来这里，我们拍张合影。”湖
北武汉东湖樱花园内，乘坐赏樱专列来到武汉
的外地游客漫步园区，感受春天的美好和生机。

“我们看了樱花，接下来还要看油菜花和桃花。”
游客潘女士对这趟“赏花之旅”非常期待。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作为国内热门赏樱
地之一，武汉超50万株樱花树自3月份以来陆
续盛放。其中，位于磨山南麓，种植有80余个
品种、1 万余株樱花的东湖樱花园吸引了众多
游客。

“3月 3日到 3月 31日，东湖樱花园接待游
客超70万人次，单日入园游客量最高达7万余
人次，接待旅行团约 500 批次，其中多为跨省
旅行团、港澳旅行团。”武汉东湖磨山景区工
作人员介绍说。

今年春天，东湖樱花园自开园以来每天营
业15个小时，开启“白+黑”的赏花模式；武
汉大学开放预约首日，1.5 万个赏樱预约名额

“秒光”；“省外专列旅游团”“港澳团”纷至沓
来，酒店、民宿、餐饮等产业在赏花热潮的带
动下焕发活力。

“今年樱花季，酒店几乎天天爆满，需要
提前一周订房。”玛雅嘉途酒店相关负责人
说，酒店还推出樱花主题房和樱花慕斯蛋糕、
樱花饮料等各类衍生产品。

大批“追樱客”催热“赏花经济”，给开
年以来的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旅游消费，今年

3 月至 4 月湖北举办 2023“相约春天赏樱花”
系列文化旅游活动，推出1项主体活动、5项配
套活动、N场围绕春季赏花游的主题活动，打
造“沉浸式体验+城市漫游+乡村休闲”的春
游新体验，并投放 1亿元“钟情湖北”文旅消
费券，推出免票游、半价游、套票优惠等系列
优惠措施。

从武汉东湖落“樱”缤纷惹人醉，到江汉
平原油菜花铺满田野，再到大别山杜鹃花开满
山……荆楚大地，百花绽放，一张张“赏花地
图”徐徐铺开。

走进地处江汉平原的沙洋县曾集镇张池
村，从房前屋后，到田间地头，满地的油菜花
映入眼帘，呈现一片金色的海洋。游客们三五
成群在油菜花中游玩拍照，或体验农耕文化，
感受到与城市不同的赏花场景。“村里近 20家
农家乐，高峰时平均每家日营业额达 6000
元。”张池村党支部书记康成雄说。

沙洋县常年种植油菜面积70余万亩。每年
三四月份，错落有致的油菜田汇集成壮观花
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举行的
沙洋第 15 届油菜花旅游节暨 2023 年湖北省油
菜花节，预计将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 300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5亿元。

漫步大别山区的麻城市龟峰山，10 万亩
杜鹃花次第开放。“虽然现在离盛花期还有一
段时间，但是已经有游客自驾过来游玩，我
们民宿的客房也开始预订了。”对即将到来的
赏花旺季，龟峰山景区龟峰山村村民陈新充
满期待。

从农家乐、乡村民宿，到时下流行的自驾、
露营、徒步等，花样繁多的“打开方式”，丰富了

“赏花经济”的内容，也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提供
了新动力。

穿行于鄂北岗地的襄阳市襄州区各个乡
镇，成片油菜花、樱花、梅花、桃花、梨花令
人赏心悦目。围绕“赏花+”，襄州区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开展系列“赏花节”、水果采摘、
乡村集市、农产品展销等活动，不断拓展赏花
游的消费场景和消费群体，延长赏花游的消费
链条和消费热度。

“一朵朵鲜花撬动了襄州区乡村大发展，
‘赏花经济’让全区383个村的集体经济年收入
都超过了 10万元。”襄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郝朝阳说。

樱花、油菜花、杜鹃花，竞相绽放；赏
花、踏青、远游，人花相映……作为近年来湖
北春季旅游的热门主题，“赏花经济”已成为
激活旅游、带富乡村的重要助力。

（据新华社武汉电 记者侯文坤、韩佳诺）

“赏花经济”激活旅游带富乡村“赏花经济”激活旅游带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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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区持续健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体系，通过精准服务、产业创新、资金帮扶等措施，加大对“专精特
新”企业支持培育力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图为位于新站高新区
的一家“专精特新”环卫装备企业车间内，工人在产线上装配调试环卫
洗扫车和清洗车。 张 敏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贵州省独山县大力发展轴承产业，将产业园区落位于当地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附近，不断完善安置区配套设施，加强产业培育，
有力带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图为 4月 10日，搬迁群众在独山县望
城社区安置点附近的轴承产业园区内检查成品轴承质量。

新华社记者 刘 续摄

本报白城4月 10日电 （记者
郑智文） 10日，2023年吉林省能源
领域重点项目春季集中开工活动在
吉林省白城市等地举行。本次集中
开复工能源项目共 108 个，总投资
86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52亿元。

据介绍，本次吉林省集中开复
工的项目覆盖煤炭、电力、油气、
新能源、氢能等领域，其中新能源
项目将发挥主力军作用；重点推进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新能源乡

村振兴等新能源项目，鼓励支持
“自带负荷”项目建设，推动能源
结构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吉林省坚持以新能源
产业发展为主线，深入推进以“陆上
风光三峡”“山水蓄能三峡”“氢动吉
林”行动为代表的一批重大能源项
目建设。截至2月底，吉林省已建成
风光发电项目装机1541.47万千瓦，
其中风电1145.73万千瓦、光伏装机
395.74万千瓦。

吉林108个能源重点项目集中开复工
总投资达864亿元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赵久
龙）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江苏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江苏将深入实施新一轮优质粮食工
程，年内计划新建高标准仓容 120
万吨以上，提升粮食仓储、加工、物
流设施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江苏还将建设统一的
粮食和物资管理调度平台、应急指

挥系统，加强粮油市场监测和预警
分析，加快储备数字化转型，提高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粮食仓储基础设施水平直接影
响粮食收储能力和粮食储存安全。
江苏提出，持续做好粮食收储调控，
扎实抓好夏秋粮收购，深化粮食产
销协作，加强粮食储备管理，建设安
全粮库、智慧粮库、绿色粮库、美丽
粮库，助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江苏将新建高标准仓容120万吨以上
助力优粮优储

江苏将新建高标准仓容120万吨以上
助力优粮优储

本报西安4月 10日电 （记者
原韬雄） 第十七届榆林国际煤炭暨
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 （简称榆
林国际煤博会） 4 月 7 日至 9 日在
陕西榆林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榆林
国际煤博会以“高端引领、多元融
合、低碳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
国内外煤炭及能源化工先进装备、
智能开采前沿技术等，国内外 700
余家企业汇聚一堂。

第十七届榆林国际煤博会按照
“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思路，设
置了智能制造、智慧数字、低碳发展

及国际、绿色矿山、高端能化机械装
备、综合形象等6个展区，总展览展
示面积6万平方米。此外，展会期间
还举办了榆林美食节，让广大客商
在参展观展的同时，品味榆林特色
美食，感受陕北独特文化。

据悉，本届煤博会签约各类投
资合作项目60个，其中合同项目29
个，协议项目 31 个，引资额 615.67
亿元；签约采购合同 17 个，合同金
额69.72亿元，战略合作协议20个；
各类大型矿山机械设备和智能制造
设备，现场采购交易9.2亿元。

第十七届榆林国际煤博会成果丰硕
签约项目60个，引资额615.67亿元

本报海口4月 10日电 （记者
孙海天） 9 日，“2023 海南白沙茶
产业团体标准发布会暨薄沙牌‘白
沙绿茶’碳标签启用仪式”在海南
白沙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海南
首个茶叶碳标签——薄沙牌“白沙
绿茶”碳标签。

在碳标签启用仪式上，海南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晓晨介绍
了薄沙牌“白沙绿茶”碳标签创建过
程。据了解，1 千克薄沙牌“白沙绿
茶”全生命周期排放-9.22 千克二
氧化碳当量，负值表示吸收二氧化

碳，这体现出茶产品的碳汇价值。
自 2021 年 10 月入选国家“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以来，白沙积极探索“两山”转
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此次创建茶
叶碳标签，以“碳”这门国际语言
提升生态价值，助力茶产业绿色高
质量发展，是生态产品标识制度的
有益尝试和“两山”转化的具体创
新实践。通过碳标签，消费者可清
楚了解茶叶生产过程的绿色清洁程
度，以茶产品溢价促进绿色产业链
发展与农民增收致富。

“双碳”助力乡村振兴

海南首个茶叶碳标签正式发布

4 月 10 日，沪深交易所主板

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在北

京、上海、深圳三地连线举行，

江盐集团、海森药业、陕西能源

等主板注册制首批10家企业正式

上市。这标志着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全面落地，中国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迎来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近来，湖北省十堰
市郧阳区的芝樱花进入盛
开期，吸引游客前来游玩
观赏。图为游客在郧阳区
滨江公园赏花。

曹忠宏摄
（人民视觉）

▶图为4月7日，湖北
省恩施市盛家坝镇石栏村
村民在油菜花田边为游客
表演节目“彩莲船”。

文 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