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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内蒙古证监局
获悉，内蒙古自治区持续优
化私募基金发展环境，不断
提升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
经济发展能力，积极推动私
募投资机构与区域性股权
市场协同发展，不断提升资
本市场支持自治区实体经
济和科技创新的效能。

近年来，内蒙古私募股
权投资行业稳步发展，资本
溢出效应逐步显现，有力地
支持了全区科技型中小企
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内
蒙古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49 家，备案私募基金 157
只，管理规模 348.84 亿元。
其中，私募股权创投机构数
量 44 家，在管基金 126 只，
规模 343.81 亿元，占比分
别 为 89.80% 、80.25% 和
98.56%。与 2019 年相比，
区内私募股权创投机构数
量、在管基金只数、管理规
模 分 别 增 加 19.51% 、
115.07%和 67.79%，全区私
募股权创投行业保持较好
增长态势。

同时，全区企业上市的
良好氛围，也吸引了全国私
募股权创投机构来自治区
投资。截至 2023 年 10 月
底，全国私募基金(含区内
机构) 累计投资全区项目
666 个，投资总额 2036.58
亿元，在投资本金 1466.36
亿元。其中，区外机构在自
治区投资项目数量和规模
是区内机构投资的 5 倍。在
投企业主要分布在计算机、
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航天军工信息技术
服务等行业，超 8 成投资项
目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及初创科技型企业。

(安路蒙)

为全面落实 《自治区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支 持 呼 和 浩 特
市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引
导 金 融 资 源 深 度 参 与首府

“六大产业集群”建设，提升城
市能级。近日，呼和浩特市召
开金融助力“电子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
能级政金企对接会，工商银
行、浦发银行、鄂尔多斯银行、
人保财险、中信证券、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等 13 家金融机构
代表及 50 余家企业代表参
会。

活动中，与会人员先对马
鬃山滑雪场进行了参观调研，
随后政金企三方展开座谈交
流。会上，呼和浩特市发改委、
文旅局、大数据局分别介绍了
呼和浩特市现代服务业、文旅
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发展情况，呼和浩特市交投集

团、九州通物流、王府井奥莱
商贸等企业代表分别围绕各
自企业现状及融资需求进行
了阐述，与会金融机构有针对
性地提出了可行的金融支持
建议。政金企三方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探讨，为进一步增强
互惠互信、助力企业获得金融
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碳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手段，全国碳市场的稳健发
展、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全面推开、
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融资项目的持
续增长以及低碳金融标准的不断
推出都有力地推动了碳金融市场
的迅速发展。

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紧抓
鄂尔多斯市确定为国家首批碳达
峰试点城市机遇，近日，鄂尔多斯
市金融办召开碳金融发展创新座
谈会，来自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
行、光大银行、鄂尔多斯银行及内

蒙古伊泰宝碳环境科技公司、内
蒙古山河绿能碳环境科技公司等
金融机构和企业代表参加座谈，
共同探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
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积极探索
绿色金融促进企业低碳发展的机
会，为促进全国碳市场深化发展
贡献智慧。

会上，内蒙古伊泰宝碳环境
科技公司副总经理 范 馨 乐 详 细
介绍了全国碳市场 交易情况、
鄂 尔 多 斯 市 碳 金 融 市 场 问 题
解 析 及 企 业 碳 金 融 领 域 的 发
展与创新。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

人员围绕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
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下一步，鄂尔多斯市金融办
将紧抓碳金融发展先机，借鉴上
海、北京等地经验，鼓励企业开展
碳基金、碳保险等新型产品创新；
鼓励企业与碳交易平台、银行、基
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合
作，充分发挥碳金融对实体经济
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为鄂尔多
斯市碳市场的深化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

(来源：鄂尔多斯市金融办)

国家外汇管理局 8 日发布通
知，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促
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该
通知共包括 9 项政策措施，其中，
经常项目政策措施 4 项，资本项
目政策措施 5 项。

“随着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
蓬勃发展及跨境投融资活动的日
益多样化，市场经营主体对外汇
便利化也有了新的更多的诉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说，国家外汇局深入
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系统梳理贸
易外汇收支、科技型企业跨境融

资、外商直接投资等相关外汇管
理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布
该通知，推出进一步深化外汇管
理改革、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
化的 9 项政策措施。

王春英介绍，通知的主要政
策思路是：在宏观上，加强和完善
外汇领域政策供给，增强政策的
系统集成，围绕经常项目和资本
项目便利化深化改革开放，不断
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 + 微观
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助力构
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微
观上，积极促进稳外贸稳外资，进

一步优化管理流程，简化操作环
节，便利市场经营主体合规办理
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业务，有效激
发市场活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国家外汇管理局将
以支持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
重点优化外汇服务，加大政策实
施和工作推进力度，持续提升
跨 境 贸 易 和 投 融 资 便 利 化 水
平，促进稳外贸稳外资，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王春英
说。

(据新华社)

记者 12 月 8 日从中国证监
会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管理，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证监会
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管理的规
定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
定》）。

该《规定》共十六条，主要内
容包括：一是合理调降公募基金

的证券交易佣金费率; 二是降低
证券交易佣金分配比例上限;三
是强化公募基金证券交易佣金分
配行为监管; 四是明确公募基金
管理人证券交易佣金年度汇总支
出情况的披露要求。

根据《规定》，一家基金管理
人通过一家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
易的年交易佣金总额，不得超过
其当年所有基金证券交易佣金总

额的 15%。证券公司控股的证券
经纪业务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合并
计算。

股票型、混合型基金管理规
模合计未达到 10 亿元人民币的
基金管理人，不受前款比例限制，
但通过一家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
易的年交易佣金总额，不得超过
其当年所有基金证券交易佣金总
额的 30%。 (刘羽佳 刘慧)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发布数
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我
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718 亿美
元，较 10 月末上升 706 亿美元，
升幅为 2.28%。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3 年 11 月，美元指数下
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经

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将
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
稳定。”该负责人说。

(据新华网)

据财政部近日消息，财政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起草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投资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增加和
调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适度下调管理费率、托
管费率上限，进一步提高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灵活度。
目前，股票类、股权类资产最大投资比例分别可达
40%和 30%，有利于持续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优化调整投资范围

在投资范围方面，《管理办法》将此前专项批复进
行整合，并适当优化调整投资范围，兼顾基金安全和
保值增值需要。

《管理办法》中共有十一类产品和工具，主要调整
包括：一是纳入历年专项批复内容，具体包括同业存
单、政策性和开发性银行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企业
债、债券回购、直接股权投资、产业基金、市场化股权
投资基金、优先股、资产证券化产品、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等。二是结合金融市场发展变化，参
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投资，增加和调
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范围，具体包括公司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养老金产品等。三是根据金融市
场发展，适当增加套期保值工具，具体包括股指期货、
国债期货、股指期权等。

此外，明确社保基金会直接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符合条件的直接股权投资、产业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优先股，经批准的
股票指数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首席分析师杨畅表示，
《管理办法》对投资范围进行优化调整，有利于更好兼
顾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需要。

实施浮动管理费率

根据《管理办法》，全国社保基金委托资产的管理
费由基础管理费和浮动管理费组成。社保基金会应根
据委托资产规模设置阶梯式的基础管理费率，并根据
投资业绩实施浮动管理费率，奖优罚劣。

在管理费率方面，起草说明介绍，考虑到全国社
保基金规模较大，已形成投资规模效应，为进一步促
进全国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考虑参考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投资监管办法和实践、结合相关监管改革方向，适
度下调管理费率、托管费率上限。

其中，股票类产品管理年费率不高于 0.8%;债券
类产品管理年费率不高于 0.3%; 货币现金类产品管
理年费率不高于 0.1%;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年费率不
高于 1.5%;托管人提取的托管年费率不高于 0.05%。

“下调多项费用上限将进一步减轻社保基金整体
成本，提高社保基金实际回报率。”川财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管理办法》在减轻社保
基金成本负担的同时，予以社保基金更高的资产配置
灵活度，有利于控制风险，加大对资本市场的支持力
度。

持续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起草说明显示，在投资监管比例方面，根据基金
投资和监管实践，综合考虑风险收益特征，将全国社
保基金投资品种按照存款和利率类、信用固收类、股
票类、股权类进行划分，并将境内和境外投资全口径
纳入监管比例。

目前，股票类、股权类资产最大投资比例分别可
达 40%和 30%，进一步提高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灵
活度，有利于持续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管理办法》明确各类资产投资比例将使得社保
基金可根据市场环境和风险偏好来灵活调整比例，有
利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陈雳认为，对 A 股市场而
言，长期资金入市将为 A 股市场带来更多增量资金，
在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会树立价值投资理念，
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社保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下一步将稳步
推进扩大受托管理规模，持续优化资产配置、投资管
理、风险管控等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切实履行好基
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主体责任，为不断夯实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财富积累、促进基金长期平衡、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发挥积极独特的作用。

(来源：《中国证券报》)

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

呼和浩特市：“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政金企对接会举行

鄂尔多斯市：探索绿色金融促进企业低碳发展

国家外汇局发布新规
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

11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环比增长 2.28%至 3171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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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调降公募基金证券交易佣金费率、
佣金分配比例上限

两部门：提高全国
社保基金投资灵活度

近年来，通辽市科左后旗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通辽
市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相关
政策，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依法合
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
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切实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1—10
月份，科左后旗主要经济指标平
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居全
市首位，科左后旗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2.8%，位居全
市第一。

完善服务机制，银企共赢
“强力度”。科左后旗深入贯彻落
实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
政策及部署，聚焦深化金融改革
创新，积极探索投融资服务新模
式，研究制定加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行动计划、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行动方案、政银企合作对
接方案等，畅通市场主体融资

“绿色通道”，搭建便捷化政银企
合作平台。金融机构先后推出线
上、线下金融产品 130 个。同时，
下调贷款利率、上调授信额度、
优化贷款流程、简化贷款手续，
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信贷支持，实
现共赢发展。

深化产融结合，增效服务
“拓深度”。科左后旗健全地方金
融机构管理服务机制，科左后旗
区域经济与金融服务局、科左后
旗工信科技局深入中小微企业
调研，建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库，以“了解需求、对接反馈、上
门送‘贷’”的方式，联合相关单
位、驻旗 8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
展助企送“贷”行动，帮助中小企
业爬坡过坎。同时积极引导地方
金融机构深化金融服务体系改

革，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与上级行
的汇报沟通，积极争取信贷指
标、项目直贷、业务授权等差别
化政策支持，全力助推支柱产
业、优势产业发展。

内蒙古蒙乡情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在设备安
装调试阶段无法顺利进行。科左
后旗工信科技局经协调，帮助企
业申请贷款 500 万元，解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今年以来，科左后
旗工信科技局走访 10 余家企
业，达成合作意向 5 笔，累计金
额 3900 万元。

肉牛产业是科左后旗的支
柱产业，但一直以来，畜牧业担
保少、融资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肉牛产业的发展。金融
机构创新推出肉牛活体抵押贷
款的形式，给予当地肉牛养殖户
金融支持。科左后旗信用联社推
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
款、黄牛质押贷款，近年来发放
黄牛养殖贷款 26.02 亿元，惠及
养殖户 20333 户。甘旗卡镇养牛
户孙辉，原来养了 60 多头牛，资
金占用量大，想再扩大养殖规模
压力很大。正在他发愁之际，科
左后旗信用联社营业部主动上
门对接，孙辉通过“草原肥牛贷”
贷款 80 万元，从提交申请到贷
款到手仅用 1 天时间。看到棚舍
里新购买的 50 头牛，孙辉满脸
的喜悦：“多亏信用社的贷款，要
不然我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截至 10 月末，科左后旗各
金融机构共有线上、线下牛金融
产品 20 个，各金融机构为牛产
业贷款 41.35 亿元，惠及 35335
家养牛户及合作社。

(赵文嘉、冯新蕾)

通辽市科左后旗：

金融机构为经济发展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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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助力肉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