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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获悉
Zuiixinihuoixi

●领导干部造成生态受损终身追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 》、《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其中规定，对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 不论是否已调

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新国安法确立综合安全观 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7 月 1
日表决通过了新国家安全法。新国家安全

法的目标，是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

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

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央第二轮巡视开始进驻 中央

巡视组近日进驻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铁路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民

日报社、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公司、中国铝

业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铁路总

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

●希腊总理吁民众对债权人说“不”

齐普拉斯当地时间 7月 1日誓言继续推
动让民众决定是否接受欧盟纾困提议的

公投， 并敦促债权人接受其提出的新改

革案。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坚持，在

希腊完成公投前，不会有任何新协议。

●美古将重开大使馆 奥巴马在华

盛顿就古巴政策发表重要讲话， 宣布美

古已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共识， 将于 7
月 20 日在对方国家重开大使馆，国务卿

克里届时将赴哈瓦那出席升旗仪式。

●菲渡轮倾覆致 36 人遇难 一艘

载有173 人的渡轮当地时间 2 日中午在
菲律宾中部翻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

事故已致 36人遇难，仍有 19人失踪。

●乌克兰宣布将暂停从俄购气 由于

乌克兰与俄罗斯方面未能就天然气价格达

成协议， 乌克兰自 7月 1日起将暂停从俄
罗斯购气。 不过，这不会影响俄罗斯经由乌

克兰向欧洲国家输气。 （均据新华社）

◆导报记者 孙秀红 潍坊报道

随着“一带一路”概念借力政
策东风， 专注于实体的企业开始审
慎推动国家战略落地， 这是一个必
不可少的过程———企业的重大战略
布局需要先做市场尽职调查再制定
实施，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支持

两个方向：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我
们现在能做的是产能合作，‘一带
一路’ 可以带动我们的产品销售，
产能合作是我们的追求。 ”近日接
受导报记者采访时， 潍柴动力国际
业务负责人张更生表示，作为“一

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先试者，潍柴
早已启动国际市场布局， 并初收成
效。 在他看来， 产能输出有几种方
式，一是并购，二是建厂，三是技术
输出，四是合资建厂。 现在，潍柴在
欧美的并购已完美收官， 在新的国
家战略机遇下， 潍柴开始于印度建
厂，向埃塞俄比亚输出技术，并探讨
跨国合资建厂。

“一带一路”上的
并购融合与发展

中国提出建设的“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构想，是欧亚非海上、陆地
经济整合的大战略。 在此海陆版图
上， 蕴藏着工商企业梦寐以求的诸
多商机。
“走出去”于是成了许多企业

的新憧憬，除了相对简单的出口贸
易外，更多企业的设想是进行跨国
并购或海外建厂，像那些成功并购
的典型企业一样迅速切入市场最
前沿。

其实，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
国企业便拉开了“抄底式”跨国并
购的序幕。但时至今日，经过五六年
的大浪淘沙后， 跨国并购成功的企
业却屈指可数。 潍柴是其中的成功

者之一。
从 2009年至 2012年， 山东重

工潍柴集团先后收购了法国博杜安
公司、意大利法拉帝公司、德国凯傲
集团及林德液压。“目前这些并购公
司与潍柴实现了资源共享， 协同发
展。”山东重工集团总经理江奎近日
表示。

谈及从前期市场尽职调查到并
购协议签署到与国内企业融合发展
的过程，江奎坦言，不同国度间财务
统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文
化的不同，是跨国并购面临的巨大挑
战，这个艰难的磨合过程，不是所有

企业都能跨越的。 � >>下转D1版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1日晚，证监会官网披露，江苏
银行、舟山港、南京多伦科技、申龙
电梯、 青岛康普顿科技以及浙江德
宏汽车电子电器等 6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获通过。值得注意的是，江苏银
行或是今年另一个 IPO“巨无霸”，
募资规模有望过百亿元。 但由于目
前市场波动较大， 江苏银行不一定
选择立即发行上市。

与此同时，新股“后备军”不断
涌现。经济导报记者统计发现，3日，
永和流体智控、湖南鑫广安农牧、江
苏新美星包装机械、上海雪榕生物、
浙江优创材料、 吉林省金冠电气以
及成都深冷液化设备等 7公司的首
发申请，还将“接力”上会审核。

弥补资本金短板
证监会公布的江苏银行首发招

股说明书的预先披露稿显示， 江苏
银行将在上交所发行股数不超过 26
亿股， 发行后总股数不超过 130亿
股。 据悉， 江苏银行本身体量就不
小，是全国第三大城商行。早在 2010
年下半年， 江苏银行就向证监会递
交了 IPO申请材料， 但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成行。此番其重新冲刺 A股，
也属意料之中。

据招股书介绍，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江苏银行设有 512家分支
机构（含总行营业部），资产总额为
10383.09亿元， 存款总额为 6812.97
亿元，股东权益总额 560.65亿元。该
行由江苏省内的原无锡商行、 苏州
商行、南通商行、常州商行和连云港
商行等 10 家城商行通过合并重组
设立， 是一家实现江苏省内市县机
构全覆盖、 辐射全国三大经济圈的
城商行。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江
苏信托持有江苏银行 8.76%的股份，
为第一大股东，凤凰集团持有 8.57%
的股份， 华泰证券持有 6.16%的股
份，无锡建发持有 5.36%的股份。

导报记者注意到， 随着业务扩
张，江苏银行在资本金上一直吃紧。
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江苏银行先
后在 2008 年、2009 年和 2011 年分
别发行较大规模次级债，累计 70亿
元。因此，补齐资金短板成为江苏银
行渴求上市的重要动因。

此外，除了江苏银行外，目前仍
然有 4家城商行和 5家农商行在排
队等候上会， 而在前两年弃 A奔 H
的城商行也在谋划重新在 A 股上
市， 徽商银行已经向证监会提交申

请上市材料， 哈尔滨银行 A股上市
计划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眼下银行股估值普遍较低，城

商行上市就定价而言， 并非最好的
时机， 但包括江苏银行在内的各家
城商行依旧对上市十分热衷。”锐财
经行业分析师刘江远对导报记者表
示，事实上，城商行热衷上市背后，
既有急速扩张引发的资金“饥渴”，
也有地方政府希望地方银行做大做
强的因素推动。 不过，在他看来，城
商行以及农商行上市重启为银行业
带来了资本扩充的希望， 然而银行
业在经营上面临的困难不少， 比如
不良贷款率上升， 业绩增长乏力甚
至负增长等。 江苏银行就已经连续
四年不良贷款率上升， 张家港农商
行等则出现业绩负增长。

华侨实业或受益
对于刚刚过会的青岛康普顿科

技，公众稍显陌生。 资料显示，该公
司主营业务系为车辆、 工业设备提
供润滑和养护的系列产品， 主要包
括车用润滑油、工业润滑油、汽车化
学品及汽车养护品的研发、 生产与
销售。 虽然此次青岛康普顿科技顺
利过会，但过程堪称“惊险”，因为

发审委会议对其抛出了三个“重
磅”问题，需要其做出进一步说明。

其一是， 发行人代表需进一步
说明报告期内对经销商准入、管理、
考核等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以
及经销商等级实际评定、 信用额度
的实际授予、 经销商日常管理及相
关内控制度的运行情况， 并进一步
说明对前述事项的核查情况， 并说
明对发行人是否存在期末向经销商
大批突击销售及通过经销商压货的
异常情形的核查程序、 依据和结论；
其二是，需进一步说明和披露销售费
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与同行业上市
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发行人
股东人数追溯至股东华侨实业的股
东存在超过 200人情况的情形。请发
行人代表补充说明华侨实业历次增
资后的具体股东人数、最近两年的员
工人数、业务开展情况、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等情况。请保荐代表人进一步
说明发行人的上述情形是否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 3条、第 13条、《证券
法》第 10条、《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指引第 4号 -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
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
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 第 3条等
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潜在的法律纠纷

和法律风险。 � � >>下转B1版

从跨国并购到海外建厂 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输出

潍柴：“一带一路”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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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肥红瘦
证监会周三晚间

祭出三大救市利好，怎
奈落花有意， 流水无
情。 周四市场再次跳水
杀跌，A 股俨然成了扶
不起的“阿斗”。 13天
的下行创造了中国 A股
多项历史记录，广大股
民备受煎熬。“风雨过
后是彩虹”， 何时风雨
过？ 何时见彩虹？ 图为
7月 2日， 股民在南京
一证券营业厅关注股
市行情。 （相关报道见
A2版）

下半年稳增长政策如何发力
◆导报记者 孙罗南 济南报道

进入 2015年下半年， 随着经济下行压
力的增大，积极财政、宽松货币、基建托底、
刺激楼市，成为政策组合拳的关键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巴黎经合组
织（OECD）总部演讲时表示，虽然中国年
初以来面临经济放缓， 但中国有许多政策
选项进行应对， 将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恰当
措施。

积极财政防止资金沉淀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建臣 2

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下半
年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分别是股市的泡沫
化、出口的萎缩、银行的信贷空洞化。

丁建臣对导报记者说，很显然，经济的
下行压力仍很大。 因此，下半年积极财政政
策显得尤为重要。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和
内容来看，主要是调结构，扩大支出，继续改
善民生，抓重点项目。
“下一步将采取更加有力度的稳增长措

施，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作出更大贡献。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的
表述， 也清晰透露出积极财政政策加码的信
号。 他在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报告 2014年中央决算时，

还一连用了多个“加快”、“加大”等词汇。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三季

度仍需要政府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推动营改增等财税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有力
的积极财政政策，防止资金沉淀造成货币供
应波动。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1日表示，在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背景下，中国的政策重
心开始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高在建和
新开工基建项目的资金到位率。 同时，为了
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展开以及重大基建
项目的落地，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依然必不
可少。 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放松贷存比之

外，降息降准空间依然存在。 >>下转A4版

江苏银行 IPO领衔城商行

家青企排队闯关

暴跌导致恐慌式交易，股指进一步下滑增加了资金离场情
绪。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情绪，增强市场信心

年底前，山东环保系统环评机构彻底与环保行政主管部
门脱钩，这一时限比国家要求提前半年

B1·公司

两市 1055 家 A 股发布了中报预告， 其中预喜公司 672
家，占比 64%。 山东板块表现略强于两市整体水平

A3·趋势
鲁股七成“预喜”
开场下半年

环评“红顶中介”
年底前退市

A2·热点
跌宕 A股
何去何从

导报讯（记者 时超）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张晓军 2日答记者问指出，证
监会决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对涉嫌
市场操纵，特别是跨市场操纵的违法
违规线索进行专项核查。 对于符合立
案标准的将立即立案稽查，严肃依法
打击，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
关查办。

1日证监会等部门连夜发布数道
利好政策也未能提振市场人气。 2日，
A股开盘高开低走， 其中上证指数开
盘报 4058.62点，后一路震荡走低，最
终报收 3912.77 点，跌幅 3.48%；深证
成指当日报收 12924.19 点 ， 跌幅
5.32%；创业板指收 2649.23 点，跌幅
3.99%。

导报记者注意到， 盘中指数曾两
度尝试上冲，但均以失败告终。其中第
二次为接近收盘时段， 由中国石油
（601857）、交通银行（601328）等大
盘股领涨。而从盘面上看，至收盘时除
石油、银行外，各板块全线下跌，其中
船舶、铁路、军工、水运等板块重挫逾
9%，跌幅居前。

有分析人士指出， 从个股表现
看，多方主拉大盘股稳指数，空方猛
砸概念股， 对战已近白热化阶段，同
时这一情况在大幅放量、波动剧烈的
股指期货中也可见一斑。 如中金所交
易数据显示，2 日中证 500 期指震荡
明显， 其主力合约 IC1507 多次走出
“过山车” 行情 ， 单日震幅高达
12.69%，盘中不乏先跳水，再拉升，再
跳水的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波动的加剧，
股指期货近期的交易量也在不断创出
新高。 2日，IC1507、沪深 300主力合
约 IF1507、 上证 50主力合约 IH1507
成交额分别达到 7797亿元、3.23万亿
元、5185亿元， 累计成交额高达 4.53
万亿元，逼近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简政放权效果
企业总体满意

据新华社电 国家行政学院近期
就简政放权改革成效， 委托国家统计
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了抽样调
查。 结果显示，96.7%的受访企业认为
简政放权改革很有必要，91.2%的受访
企业对两年来的改革表示“满意”和
“基本满意”。

部分受访企业希望能在“放、管、
服”上继续加大力度，以期收到更大
成效。 例如，75.85%的受访企业期望
进一步大力优化政府服务；71.6%的
受访企业期望进一步规范审批流程；
70.1%的受访企业期望进一步压缩审
批时限；71.4%的受访企业期望进一
步加大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
力度；66.6%的受访企业期望进一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62.1%的受访企
业期望进一步清理不合法不合规不
合理收费；51.9%的受访企业期望进
一步减少资质资格认定；37.6%的受
访企业认为工作生活中要求提供的
资质资格证件仅是“少数有必要”；
48.3%的受访企业期望进一步深入推
进商事制度改革。 （赵超）

股指期货成交昨爆出天量

证监会发声：
严惩期指恶意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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