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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获悉，截

至今年4月末，我省本外币贷款余额为92489 . 3亿元，同比增
长12 . 7%，增速创65个月以来（2014年12月以来）新高，分别
比去年同期和去年末高1 . 4个和1 . 8个百分点。1月-4月份，我
省本外币贷款增加6163 . 7亿元，同比多增2262 . 7亿元，增量
已达去年全年增量的75 . 6%。其中，4月份增加1071亿元，同
比多增606 . 2亿元。

分币种看，1月-4月份全省人民币贷款增加5859亿元，
同比多增1935 . 7亿元，其中，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953 . 1亿
元，同比多增504 . 2亿元；1月-4月份外币贷款增加38 . 9亿美
元，同比多增33 . 6亿美元，其中，4月份外币贷款增加18 . 3亿
美元，同比多增15 . 6亿美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势放缓，4月末全省本外币住户
贷款余额31033 . 7亿元，同比增长18 . 3%，比去年同期下降4个
百分点。1月-4月份增加1599 . 9亿元，同比少增44 . 2亿元，其
中4月份增加422 . 6亿元，同比多增103 . 9亿元。企（事）业单
位贷款保持平稳增长，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59836 . 3亿元，同比增长10 . 8%。1月-4月份增加4580 . 1亿元，
同比多增2300 . 8亿元，其中普通贷款（短期+中长期）增加
3688 . 9亿元，同比多增2154 . 8亿元，票据融资增加768 . 8亿
元，同比多增100 . 5亿元。4月份当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
加675 . 6亿元，同比多增573 . 3亿元。

本外币存款也快速增长。4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
112111 . 5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0%，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去年
末高0 . 6和1 . 4个百分点。1月-4月份，本外币存款增加7372 . 7
亿元，同比多增 1 9 2 7亿元，增量已达去年全年增量的
89 . 1%。其中，4月份增加431 . 2亿元，同比多增1401 . 6亿元。

□ 本报记者 王琛 王新蕾

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资
源交易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纽带之一。
当前，我省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勇当“服
务急先锋”，为复工复产达产保驾护航。

“廉政文化是我们的底色文化。”日
前，在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80米的廉
政长廊上，该中心总交易师宋传军向记者
介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办公楼
内，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标语图片，警醒着
工作人员谨记公共资源交易为廉洁政府服
务的初衷。

为打造公开公正的交易场所，淄博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不仅将开评标的全部流程
与标准“晒在阳光下”，还在专家抽取室、监
控室、开标室、不见面开标室及评标区用高
清电子监控系统现场监督开评标交易全过
程，将廉政内化为淄博中心的底色文化，让
“阳光”成为公共资源交易的防腐剂。

在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制度建
设成为一大亮点。“我们坚持规则至上、

规则引导，制定完善了开标评标活动现场
纪律等50余项工作制度，以‘十不准’等纪
律规定为准则重点约束进场工作人员，在
此基础上制定完善各项工作标准。”济南
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牛连平介绍说，中心
自从去年启动标准化建设，围绕公共资源
交易的关键节点和服务流程，开展事项梳
理工作和流程再造，形成标准化事项清
单，在此基础上依法制定岗位职责、交易
流程、管理办法等。

优良的交易环境和制度，为公共资源
交易的有序进行奠定了基础。疫情发生以
来，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把防控疫情
和确保公共资源活动作为工作重点，逐个
项目量身定制防控交易方案和应急防控措
施，开通重点项目“绿色通道”，建立应
急处理机制。据介绍，该中心还主动开辟
了山东省对口支援湖北省抗击疫情“第二
战线”，积极与湖北黄冈市开展跨省远程
异地评标，协助黄冈完成投资20亿元的万福
小区建设方案的设计项目、投资5647万元黄
冈红安尾斗山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项目等4个项目的客场评标评审，助力当地

企业复工复产。截至4月底，淄博中心累计
完成项目1070余个，交易额115余亿元，共
涉及投标单位市内4207家、市外3462家，其
中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项目756个，交易额
82亿元，节支率3 . 01%。

疫情期间，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交易，及时制定《疫
情防控期间进场交易工作流程》，开通绿
色通道，先后组织实施了山东省重点工程
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济南段）施工
项目、新旧动能转换区等重点项目的开评
标工作。

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电子
化”进程。为避免人员聚集，淄博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大力推行“网上开标”，投
标人只需登录网上开标系统，足不出户就
可参加投标和开标的全过程。自2月18日成
功实施首场网上开标以来，淄博中心已累
计实施了573次网上开标活动，网上开标率
达80%以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从‘线下
面对面’到‘线上不见面’的转变。”淄
博中心政府采购交易科科长许成旺说。

疫情期间，“电子化”交易在济南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也大显身手。据济南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部主任赵华介
绍说，该中心也创新推出“招标不见面”
开评标模式，借助互联网视频软件，对开
标现场全程网络直播；各方交易主体均可
在线办理用户注册、密码修改、密码找
回、公告发布、数字证书延期等业务。

据介绍，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
积极研发大数据分析平台。该中心信息技
术部工作人员李明对记者说，“通过对市
场活跃度、集中度、竞争度进行分析，反
映营商环境和市场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
支撑。我们还启用电子签章、人脸识别、
云加密等多项技术，真正做到了‘零跑
腿’和‘一次办好’。”

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也不断拓展
线上服务功能，压缩线下办理事项，使
“一网通办”水平实现最大化，实行专人受
理、全程代办、即来即办，保证“一次办好”。
目前，该中心国土资源、建设工程、政府采购
三大电子交易系统已完全或部分实现了“不
见面”交易，国有产权交易全面电子化平
台也于4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

廉文化、严制度、电子化让交易更阳光

公共资源交易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记者 王爽 通讯员 朱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农行在帮贫困地区带

货，这个必须支持！”在农行枣庄龙头支
行营业大厅内，刚刚注册完农行掌银的殷
女士，看到掌银首页的“扶贫商城”专题
后，在农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购买了重
庆秀山县的2斤钟灵毛尖。“用这种‘以买
代帮’的形式扶贫，消费者既能献爱心，
也 能 享 用 到 贫 困 地 区 的 特 产 ， 一 举 多
得！”

消费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
既满足了客户的物质需求，又带动了贫困
地区经济增长。近来，农行山东分行积极

为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牵线搭桥，帮助销
售河北饶阳、新疆喀什等地贫困地区的农
产品。截至今年4月末，该行通过多种渠道
助销贫困地区农产品661 . 5万元。

“这些特产作为企业福利发放给员
工，既能激励员工干劲，同时也为扶贫事
业贡献了力量！”菏泽市牡丹区斌萍洗化
用品商行负责人史经理说。前不久，农行
牡丹支行听说斌萍洗化用品商行正准备置
办一批货品为员工发放福利，便主动向其
推介扶贫地区特色产品，该企业通过线上
扶贫采购平台购买核桃、香米、牛肉等农
特产品300多份。近年来，农行山东分行探

索开发“山东农行微银行”平台，并设立
“精准扶贫（山东馆）”专区，助销深度
贫困县特色产品。目前，有19家商户近120
种商品上线。截至3月31日，累计通过线上
渠道销售农产品70 . 32万元。

5月中旬，位于蒙阴县垛庄镇工业园区
的山东华烨不锈钢制品公司院内，几个工
人正在从满载的货车上往仓库卸货，车上
的8000多公斤雪花粉、麦芯粉都是该企业从
河北省饶阳县采购的。前段时间，华烨不
锈钢制品公司通过农行蒙阴县支行得知农
行正在开展消费扶贫工作，企业负责人姚
兴海当即决定为饶阳县脱贫攻坚出一份

力。
据了解，近年来，农行山东分行不断

完善线下渠道，鼓励各类农产品加工企
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企业、大型超
市等与贫困地区企业和个人建立稳定的供
货关系，多渠道、多形式合力支持帮扶贫
困地区产业发展。同时，农行山东分行积
极为农产品加工企业配套综合金融服务，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
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分拣、包装、初加
工、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设施，提升农
产品生产加工能力，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

消费扶贫为贫困地区搭起致富桥
山东农行助销农产品661 . 5万元

4月份我省本外币贷款

增速继续回升

□ 王新蕾

如何更好地加强投资者保护，是全球
资本市场谈之不尽的永恒话题。而在当下
的中国金融市场，这一话题尤显重要而迫
切。

今年4月初，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
咖啡自曝财务造假，虚构营业收入22亿
元，全球资本市场一片哗然。这一财务造
假事件带来的危机不仅仅对瑞幸咖啡造成
了影响，此前与其关系紧密的投资机构和
投资人也陷入了空前尴尬。5月15日，14
家境外投资者起诉瑞幸咖啡案已在香港开
庭，寻求追回约1 . 557亿美元损失，合人
民币11亿元。

5月14日，深交所发布公告称，乐视
网股票终止上市。根据深交所公告，乐视
网股票将从6月5日进入退市整理期，30个
交易日后将正式退市。年报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12月底，乐视网股东总数28 . 08万
户，除了前十大股东之外，剩余投资者持
有剩余约60%的股份。从千亿市值力压众
多蓝筹股雄踞创业板“一哥”，到连续三
年巨亏资不抵债即将退市，乐视网让20多
万中小投资者体验了从“一飞冲天”到
“一文不值”的落差。

两起活生生的案例，彰显了从各方面
加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性。今年4月份召
开的两次国务院金融委员会都涉及了资本
市场造假、欺诈问题，第26次会议还专题
研究了加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问题，指
出一些上市企业无视法律和规则、涉及财
务造假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恶劣行为，要
求对造假、欺诈等行为从重处理。这是金
融稳定委员会成立一年多以来，首次将投
资者保护问题纳入专题研究。

纵观中国股票市场，只有30年历史，
仍然是一个以中小投资者交易为主的散户
市场。据统计，截至2019年，个人投资者
在全国股票投资者中的比例占到99 . 77%，
并贡献了近80%的股票交易量。作为新兴
市场，众多中小投资者投资理念不成熟、
绝对投资额小而相对投资额大、从众心理
强烈，加上股东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等因
素，致使他们常常成为金融风险的最大受
害者。

如果站在金融市场加速开放的历史节
点上，进一步强化投资者保护，也是刻不
容缓。今年3月1日，历时四年半并历经三
次审稿修订的《证券法》正式实行，其中
最大也最具创新的修订，就是建立了全新
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新设了投资者保
护专章，共计8条，其中4条都明确提及了
投保机构将如何发挥其职能保护投资者的
权益。对比旧《证券法》，新《证券法》
极大地提高了证券违法犯罪的成本，让投资者在遭遇造
假、欺诈、内幕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可以有效地捍卫自己
的权利。

除却严格监管、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外，强化投
资者教育、提高广大投资者的安全意识与金融水平，也是
做好投资者保护的关键一环。近几年，中国证监会、中国
证券业协会、中基协等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不同主题的
投资者教育活动，或组织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参观，或推
动金融知识纳入大中小学教育，或在居民社区开展面向老
年人群体的重点宣传，都取得了良好成效。人民群众的金
融素养得到普遍提高，投资者保护才具有更加坚实的基
础。

总之，一个强大健康的资本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投资者则是资本市场的活力源
泉。唯有做好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才有可能永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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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强烈，加上股东意识和法律

意识淡薄等因素，致使他们常常成为

金融风险的最大受害者。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山东资本市场再传佳音。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我省境内IPO排队企业达到33
家，其中科创板9家，创业板10家；辅导备
案企业接近百家，达到96家；全省上市公司
总量为312家。

去年以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积极推
动企业抢抓资本改革机遇，加快启动上市
程序，不但科创板、新三板精选层辅导工
作有着较好表现，且我省上市后备资源较
为丰富，企业上市后劲足。

一季度直接融资1546 . 86亿元

记者从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获悉，一季
度，全省直接融资1546 . 86亿元，其中，股
票融资42 . 12亿元、债券融资1504 . 74亿元。

我省相关部门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发行债券。一季度，全省共发行各类公司
信用类债券177只，其中公司债50只，企业
债2只，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
工具125只，融资合计1504 . 74亿元。

一季度，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发
展。截至2月底，全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共有610
家，管理基金数量1257只，管理基金规模
2218亿元。

健全机制，加强上市培训指导

拟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后
备力量，围绕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辅导，我
省不断健全相关工作机制。

2019年初，我省成立了由省政府分管领
导任组长的省推动企业上市专项小组，强
化对全省上市工作的领导，积极组织开展
对拟上市企业培训，确保上市申请质量，
推动更多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为加强培训指导，2019年以来，我省大
力实施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培训工程，采
用“1+1+1+4”模式，多维度构筑培训体
系，举办了系列培训活动，大大提高了拟
上市企业上市意愿，使企业及时了解最新
政策动向，把握上市路径。

今年以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创新形
式强化资本市场培训，积极推动我省企业
备战新三板精选层。3月9日，该局联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转系统举办新三板深化改革专
题培训会议，有效推动了符合条件的新三
板公司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该局还
联合沪、深交易所开展《证券法》修订解
读以及企业上市线上培训活动，组织各级
金融干部、拟上市、发债企业主要负责人
参加，据初步统计，已覆盖有上市意愿的
100家拟上市企业。

该局还从上市辅导企业、拟申报精选
层企业、各市重点上市后备资源企业中筛
选金融辅导队拟辅导企业，为企业提供更
好的金融服务，为对接资本市场打下基
础。

多方发力，注重上市资源培育

为推动企业加快上市进度，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多次调度我省IPO在审企业、拟精
选层辅导企业及拟再融资企业有关情况，梳
理企业上市和再融资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建
立了三类台账，研究有关推进措施，将有关
企业存在的问题致信11个市委、市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重点给予支持推动。

近年来，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注重加强
与十强产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积极动员
各有关部门参与推动本领域优质企业上
市，全力挖掘各个方面后备资源；明确今
明两年工业企业改制目标任务，会同省工
信厅制定了加快推进工业企业“规改股”
工作方案。

该局还会同省科技厅制订了关于推进
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的若干措施，提出
建立科技型企业科创板上市培育库以及加
强对入库企业的辅导培育；推动山东证监
局出台关于开展辖区挂牌公司公开发行辅

导验收工作的通知，加快新三板精选层挂
牌进程。

最近一段时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加
大对IPO排队和辅导企业进行重点走访调
研，以解决具体问题。尤其是去年下半年

以来，该局会同沪、深交易所、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专家分成若
干组，赴济南等11个市实地召开座谈会，赴
拟上市企业现场调研，促进企业加快进入
上市程序。

我省境内IPO排队企业达33家
推动企业抢抓资本改革机遇，上市辅导备案企业近百家

□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最新决策部署，落实省政府领导与上交所、
深交所理事长会谈共识，推动我省企业抢抓
科创板提速增效、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机遇，
助力企业快上市、多上市，5月14日，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山东证监局、沪深证券交易
所联合举办山东省企业科创板、创业板上市
培训会，沪深证券交易所专家分别就科创
板、创业板改革政策和业务规则等进行了详
细讲解。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刘晓指出，当
前，科创板发行审核已迈进“2 . 0阶段”，审核
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已
正式启动，对于山东省来说，这又是一次难得
的历史机遇。能不能抓住机遇，对资本市场工
作各方和广大企业来说都是一次重大考验。

刘晓说，推动企业上市是今年我省“重
点工作攻坚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市各有
关方面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明确目标，压实责
任，把推动我省企业上市工作落实落细，推
动企业快上市、多上市。一是推动企业多渠
道上市，要利用科创板审核加速，创业板注
册制、精选层开闸的契机，因企制宜，推动
更多企业对接不同板块。二是完善企业上市
推进机制，进一步健全企业上市工作机制，
做好跟踪服务，券商等中介机构要高质量完
成企业上市准备和申报工作，企业要苦练
“内功”，努力达到上市标准。三是强化企
业上市规范诚信建设，上市公司要切实增强
诚信、依法、合规意识，落实公众公司要
求，拟上市公司要坚定上市信念，规范经
营，诚信发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我省举办企业上市培训会

截至目前，我省境内IPO排队企业达到33

家，其中科创板9家，创业板10家，辅导备案企

业接近百家，达到96家

全省上市公司总量为312家

一季度，全省直接融资1546 . 86亿元

债券融资

1504 . 74亿元

股票融资

42 . 12亿元

一季度，全省共发行各类公司信用类债券177只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125只

公司债50只 企业债2只

融资合计1504 . 74亿元

截至2月底，全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共有610家，管理基

金数量1257只，管理基金规模22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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