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给予支持，每个企业每年最多可申

报3个认证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50万元

资金支持。今年还鼓励提供各类适用承

接国际服务外包人才的符合有关规定的

培训机构（含大专院校）；支持服务外包

承接地的相关公 共服务平台设备购置及

运营费用；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

通行的资质认证。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项目细化

证监会近日发布《 公 开发行证券的

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26号—商业银

行信息披露特别规 定》（以 下简称《 26

号规 则》），替代2003年3月19日发布的

《 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8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

别规 定》。与原规则相比，《 26号规则》

在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项目上进行了细

化，例如 对持有的金融债券的类别和金

额、重大金融债券的面值、年利率及到期

日、计提减值准备情况、委托理财、资产

证券化、各项代理、托管等业务的开展

和损益情况等予以 披露。《 26号规 则》

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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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需防输入性风险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指出，

外汇管理要始终把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特别是要把 防 范国际经济风险 通过外

汇渠道和国际收 支渠道影响 我国国民

经济健康发展放在重要位 置。外汇管

理要 处理好 促 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 和加

强管理的关系；要立足于解决当前影响

国民经 济平稳 较快发展、宏观调控效

果以 及国际 收 支平衡的主要矛盾和主

要问题，特别是解决过去长期存在的

外汇流入管理薄弱的状况，实现均衡管

理；要按照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根 本

要求，坚持依 法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

中。

央企整体上市要处理好三个关

系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刘东

生指出，中央企业整体上市要妥善处理

三个关系：首先，要妥善处理母公 司与

整体上市公 司的关系。要坚持精简、高

效的原则和一项主业由一个中心 管理原

则。整体上市前的母公 司负责人、职能

部门应 当随资产、业务进入整体上市公

司，母公 司原则上不再保留或新设管理

上市公 司业务的职能部门。母公 司履行

对上市公 司的国有股东权利，其中转让

国有控股股权应当由国资委决定。上市

公 司的经营管理包括决策事项，由上市

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自己决

定。母公 司应当支持和保障上市公 司规

范运作。其次，要妥善处理国有股东与

中小股东的关系。要树立股东利益共同

体意识 和股东平等意识，国有控股股东

应 当充分尊重、认真维护表决权、知 情

权、参与管理权（提建议、询问和质询）、

收益权。当国有股东的利益与中小股东

利益不一致时，既要维护国有股东的利

益，又要考虑从中小股东的角度考虑问

题，把握好尺度和平衡。要注重倾听中

小股东的意见、建议 ，做好投资者关系

工作。第三，要妥善处理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的关系。国有企业的公 有制性质

决定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无根

本的利害冲突，企业有责任、更有义务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确保社会效益。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还决定了某些国

企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责任比经济责任

更重要。

规范重大重组行为 引导合理

现金分红

深圳证 券交易所总经理 宋丽萍指

出，对上市公 司重大并购重组行为，特别

是围绕“保壳、借壳”和题材炒作的重组

行为进行制度规范，完善退市机制和企

业破产机制，是从根本上改 变热衷绩差

股、ST股的非理性投资文化 最有力的纠

偏武器。此外，应适时调整针对个人投

资者的现金分红双重征税等制度安排，

引导上市公 司进行稳定而合理的现金分

红，这将强化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理念，

减少追逐差价的行为，是培育价值投资

理念的重要途径。

奥运后支撑经济发展基本动力

不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认 为，进入后奥运时期后，前奥运

时期体育场馆和关联基础设施建设形成

的大规模投资需求，以 及奥运举办期国

内外游客带来的巨 大消费需求会减弱甚

至在短期内消失，但过去30年支撑中国

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会发生

变化。首先，过去十年推动中国经济持

续较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储蓄率较高，

城市化 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市场潜力巨 大，劳动

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以 及积极

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些推动中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会因为奥运会结

束而发生变化。其次，虽然奥运经济对

北京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但 北京市经济

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 。北京的奥运

会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约3 000亿

元，按奥运投 入期四 年分摊，平均每年

750亿 元，仅占中国过去四 年当年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5% 至1.06% 。“后

奥运效应”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

本面。奥运会结束不会影响到中国的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投资规

模，不会出现“后奥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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