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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将六路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证监会上市监管部主任杨桦表示，证监会今年将在重组主

体、交易定价、审批程序、风险控制、信息披露、中介责任等六

大方面持续推动并购重组健康、快速发展。证监会将采取的

措施包括：鼓励创新并购手段、创新并购融资，完善以股份对

价进行换股收购、合并的制度安排，丰富并购重组交易工具；

推动定价机制市场化，按照并购重组类型、主体规范程度、产

业政策等标准，试行并购重组分道制审核，有条件地逐步减少

和淡化行政审核，加大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效用。要支持符

合条件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融资同步操作，实施“一站式”审

批，研究出台借壳上市的资质标准和监管规则等。

▲

   亚洲面临输入性通胀风险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期来看，全球经济的增长仍然

主要依靠亚太地区的增长，截至2010年年底，亚洲GDP增长

率为8.8%，几乎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亚洲经济的恢复体现

在包括中国、印度、中国香港、新加坡在内的多个经济体。亚洲

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亚洲企业的高效率，二

是亚洲中产阶层人口增长迅猛，这部分人群的消费需求和投资

需求保证了亚洲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亚洲经济复苏过程中也

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二是可能出现输入性

通货膨胀。在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香

港等多个新兴经济体都存在上述问题。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叠

加和资本流入的问题，亚洲地区各政府普遍收紧银行贷款，宏

观调控政策更加具有前瞻性。亚洲经济要继续保持发展，需

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亚洲地区各经济体之间要保

持合作和对话；二是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三是防止新兴产业

的重复建设及投资泡沫。

▲

   今年通胀压力较大但总体可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2011

年中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但总体水平仍处于可

控范围。如果说2008年年底开始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为实现

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2011年中国面

临的通胀压力就是刺激性政策进入成本消化期的结果。从历史

经验来看，只有当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总需求过度扩张、经济

偏热、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和持续歉收这三大因素集聚时才会

导致通胀难以抑制。中国政府已在这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第一，货币信贷供应在逐步减少，政府把货币政策基调从宽松

转为稳健；第二，总需求在政策调控引导下逐步回落；第三，中

国农产品已经连续5年丰收。从全年情况看，1～2月一般是全年

物价的高点。春节后，政府的系列调控政策会陆续见效。

▲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重视三个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上，我们要高度重视以下三个创新：①技术创

新。除现有政策外，还应推动两个技术上的创新政策，一是创

新联盟。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偏弱，和国际跨国公司不可比。而

在国际上，创新联盟已成为推动重大创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式。要特别注意的是创新联盟应是切实联盟而不是名存实亡的

联盟，联盟机制上要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同时还要强调

联盟的开放性，特别是要将民营高技术企业吸引到联盟中。二

是创新政策要注意向需求倾斜。②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现在

物联网发展中最大的挑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不能简单地靠政

府示范来支撑产业发展，这样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何鼓励

商业模式的创新非常重要，而且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政府政策的

高度，而不仅仅是企业层面。在政府政策的问题上，鼓励商业

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采取更加宽松的准入政策。③体制、机制

的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应结合

起来，把这些新的领域作为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借

助新兴产业发展来加速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非常关键，体制和

机制的创新往往比政府直接投资的支持还要重要。

▲

   应建立外国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资金流动监测预

   警机制

山西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王大贤认为，应建立外国投资者

进入A股市场资金流动监测预警机制。首先，应建立将定量分

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监管指标和分析评价方法，编制跨境

资本流动统计表和证券投资头寸表，以此设置外资并购A股状

况监测的安全指数，准确预测资金流出情况，如出现异常，及

时预警质询并进行现场核查，随时掌握资本流入积累和存量的

增加以及收益汇出等对外汇的需求，以控制资本流动的合理规

模。其次，应充分运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系统、国际收支申报

系统与外汇账户系统、高频债务监测预警系统，提高统计信息

的真实性，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切实增强中国防范金融风

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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