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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净回笼资金370亿元央行净回笼资金370亿元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讯 记者张忱报道：中国人

民银行 4 日开展了 350 亿元 14 天期和 500 亿元 28 天
期正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 3.8%和 4.0%。由于
4 日有 480 亿元正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当日净回
笼资金为 370 亿元。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由于此前
升值预期强烈造成外汇占款大量增加、节后现金大
规模回流，本周央行在继续进行 14 天正回购的情况
下，启动 28 天正回购，符合预期。本次公开市场回
笼总量 850 亿元，仍低于本周正回购到期量 1080
亿元，目前市场流动性总体仍然宽松。本次正回购
利率虽有所提高，但利率总体仍然正常。

本报讯 记者刘志奇、通讯员文佳报道：为了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嘉兴银监分局牵头建立
了由当地财政局、经信委初审，再由银行审核放款的小
微企业专项信用贷款协作体系，并对参与该体系的银行
给予一定比例财政性存款的政策支持。嘉兴小微企业
专项信用贷款协作体系成立5年多来，当地参加该体系
的 8 家银行已累计发放小微企业专项信用贷款 1466
笔，金额 38.25 亿元；累计形成不良贷款仅 5 笔，累放不
良率仅为0.29%，2013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零。

小微贷协作体系有效防风险

A股开户数连续两周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郭文鹃报道：根据中登公司最新数

据，上周（2014 年 2 月 24 日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沪深
两交易所新增 A 股开户数约为 17.69 万户，继之前一
周达到 17.3 万户高位以后，再创近一年来新高。

数据显示，上周两市新增股票开户数为 177225
户，新增 B 股开户数为 327 户；参与交易的 A 股账户
数为 1259.65 万户；期末持仓 A 股账户数为 5368.62
万户；期末有效账户数为 13332.76 万户。同期，基金
开户数为 160636 户。

业内专家推测，这一局面可能与佣金宝“万二”开
户引发的券商降低经纪业务佣金相关。

期指主力合约收涨0.24%
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4 日期指早盘震荡走

低后，午后有所回升。截至下午收盘，期指主力合约
IF1403 上涨 5.2 点，涨幅为 0.24%，报收于 2169.8 点，
成交 73万手，持仓 9.3万手。

东证期货分析师刘海燕分析认为，随着全国两会
的召开，短期内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超跌反弹动能。
但同时她也提示说，“随着 IPO 暂停结束、流动性的不
确定性增强，期指的中长期趋势值得谨慎关注。”

银河证券拟年内A股IPO
本报讯 记者何川报道：银河证券日前发布公告

称，公司股东于 3 月 1 日批准 A 股发行，数量不超过
16.93 亿股，不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约 18.35%，集
资所得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A 股发行方案有效期为 12 个月。

据了解，去年 5 月 22 日，银河证券赴港上市，发
行价为每股 5.3 港元，募资 83 亿港元。银河证券也因
此成为继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之后，第三家赴港上
市的国内本土券商。

南方基金旗下债基表现抢眼
本报讯 记者周琳报道：受益于日前债市转暖，

债券型基金净值整体上涨，南方基金旗下固定收益
类产品表现抢眼。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
日，南方宝元基金在 2 个月时间内以 4.15%的绝对收
益在所有偏债型基金中列第二位。南方广利取得
4.18%的收益，位列同期可比 378 只债券型基金的前
20 名。此外，南方中债中期票据 A/C 今年以来 2 个
月时间内分别以 2.98%、2.92%的投资回报，位居 23
只被动债券指数型基金的第三位和第四位。

金融服务将向移动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忱报道：在近日召开的中国人民

银行 2014年科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人民银行副行
长李东荣表示，在 2014 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银
行科技工作要以“适应金融创新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
运行服务为目标”，提高业务连续性保障能力，保障国
家金融网络和数据的安全；提高金融创新支持能力，推
动金融服务手段向芯片化、移动化发展。

农业保险金额首破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江帆报道：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数

据，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7亿元，规模稳居世
界第二位。农业保险实现主要农作物承保面积突破10
亿亩、保险金额突破 1 万亿元、参保农户突破 2 亿户次
的“三个突破”。目前所有产险公司偿付能力均达标，没
有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万 科 B 转 H 寻 出 路
□ 本报记者 何 川

万 科 B 转 H 寻 出 路
□ 本报记者 何 川

停摆逾一年之后，万科“B 转 H”方案日前终于获
得中国证监会放行。在获得香港证监会正式批准之后，
万科将有望成为继中集集团、丽珠集团之后第三家“B
转 H”的内地企业。

“与 B 股市场相比，H 股市场的流动性更强、更便于
融资。‘B 转 H’之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下降、融资
能力提升，有助于改善公司基本面和拓展公司海外业
务。”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

利于降低融资成本

据了解，2013 年 1 月万科就公布了“B 转 H”方
案，拟申请将已发行的 B 股以介绍方式在港交所上市，
并安排第三方向全体 B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这其中
包括华润、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高瓴资本等。
此次万科“B 转 H”，由于分红派息因素，除息后现金对
价已从 13.13港元/股调整为 12.91港元/股。

实际上，万科此前就已曲线进入 H 股。2012 年 5
月，万科全资子公司万科置业 （香港） 斥资 10.79 亿港
元收购南联地产 73.91%的股权，并更名为万科置业 （海
外）。华泰证券分析师郝国梅表示，对于地产公司而言，
融资成本的控制是关键。由于房地产类企业在内地融资
受到一定限制，利用港股的平台，万科有望大幅降低其
融资成本。

“此前中国海外发展等内地房地产公司在香港成功发
债，万科转股香港后，能为公司提供新的以低融资成本
融资的宽松环境，对公司中长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
持。”郝国梅表示。另外，当前万科 B 的估值和同行业在
港股的估值相比有一定优势，而从万科的资质以及港股
偏好地产股的特色来看，“B 转 H”后的万科未来走势相
对看好。

B 股公司三种出路

Wind 统计显示，目前沪深两市共有 105 只 B 股，其
中 86 只属于 A+B 股。未来 B 股的出路成为市场关注的
热点。“总体来看，B 股公司可采取 3 种策略，如回购注
销、‘B 转 H’、‘B 转 A’等，但采取何种策略应取决于
上市公司自身的条件和经营诉求。”李大霄表示。

以回购为例，去年 1 月，上柴股份公告了 B 股回购

预案，吹响了沪市上市公司解决 B 股遗留问题的号角。
“通过股份回购来注销 B 股股份，回购后的公司再选择其
他市场上市，这一模式要求上市公司具备良好的基本面
和充沛的现金流，操作上也面临着周期较长、受市场不
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等问题。”李大霄表示。

就“B 转 H”模式而言，B 股公司可采用“介绍上
市”方式直接登陆香港市场，但这需满足香港联交所的
上市要求，比较适合有国际业务背景、有外汇收入，并
且股东多为境外投资者的企业。对于众多 B 股公司而
言，这一模式的操作难度不小。

去年，东电B通过并购重组，改名浙能电力后在A股
上市，成为“B 转 A”第一股。李大霄表示，相比较而
言，“B转A”模式或是未来解决B股问题的主要出路。

“未来‘B 转 A’需要根据 B 股股价的折价情况，由
上市公司给 B 股投资者支付一定对价，再按比例兑换成
A 股股份。对价多少可以通过上市公司大股东、A 股股
东和 B 股股东共同协商或投票表决。同时，监管层还需
政策层面上对 B股市场的出路给予支持。”李大霄说。

本报北京 3 月 4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受万科“B
转 H”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利好消息刺激，4 日 B 股
市场迎来温和上涨，但深强沪弱，成交缩放不一。深市
B 股指数报收 844.00 点，上涨 1.61%，成交额放大六成
多；上证 B 股指数报收 232.96 点，上涨 0.27%，成交金
额较前一交易日缩减一成多。

个股方面，在 B 股市场当日有交易的 99 只个股
中，有 43 只翻红报收，丹科 B、长安 B 等 53 只告跌，
阳晨 B、锦港 B 等 3 只收平。另外，还有深纺织 B 等 6
只股当日停牌。

值得一提的是，万科 3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中国证
监会核准其将现有的境内上市外资股转为境外上市外资
股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之后，4 日深市 B 股的万科 B

“一字”涨停，收盘价为 12.36 港元，成交金额为 3292
万港元。

西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刚表示，从技术面上
看，沪市 B 指的日 K 线昨日收出小阳线，挑战 10 日均
线压力，而深证 B 指收出连续第五根阳线，收至 20 日
均线之上，二者短期走势均转好。近期外围股市多数下
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但 B 股走势较强，预计有
望延续升势。

转 场 利 好 刺 激 万 科 B 涨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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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关乎国计民生，也关乎广大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国家高度重视粮食

问题，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治国安邦

的头等大事。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己任

的大型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紧紧围绕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将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和现

代农业发展作为服务“三农”的重中之重

和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不断加大支

持力度。截至 2013 年末，农业银行在粮

食生产和现代农业领域的贷款余额已超过

1万亿元。

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在支持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农行以 13 个粮

食主产省 （区） 和全国 800 个产粮大县为

重点，以大型水利枢纽、重点水利工程和

大型灌区、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

积极支持国家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和

粮食核心区建设。截至 2013 年底，农行

农田水利建设贷款余额 762 亿元，较年初

增 加 48 亿 元 。 在 支 持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方

面，农行不断加大对化肥、农机具、农药

等重要农资生产流通企业资金投放力度，

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2013 年

累计支持农资生产流通企业 1.05 万户、农

机生产经营企业 9223 家，投放贷款超过

200 亿元。在支持现代农业科技方面，农

行以现代种业为重点，大力支持种业企业

和科研院所研发推广提高粮食单产和复种

指数的技术，促进粮食生产科技含量的不

断提高。截至 2013 年末，农行共支持了

27 家国家种业骨干企业，累计投放贷款

46亿元。

创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银

行以种粮大户等规模经营主体为重点，围

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购买大型

农机具以及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资金需

求，创新信贷产品和抵押担保方式，灵活

设置贷款额度、期限和还款方式，建立专

业快捷的信贷审批通道，大力支持新型农

业 经 营 主 体 扩 大 粮 食 生 产 规 模 。 截 至

2013 年底，农行共发放专业大户贷款 960

亿元、支持种粮大户等专业大户 140 余万

户，发放家庭农场贷款 108 亿元、支持家

庭农场 8.7万个。

全方位服务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银行

将龙头企业作为支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的重要抓手，不断深化与北大荒集团、中

粮集团、隆平高科、益海嘉里、东海粮油

等龙头企业的合作，支持企业粮食生产基

地建设、粮油加工、物流仓储设施建设以

及整合延伸产业链条等。目前，农行共为

1.8 万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多元金融服

务，其中信贷支持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分

别达 924 家和 3613 家，龙头企业贷款余

额 1788亿元。

积极支持农产品流通。农行积极落实

与国家有关部门签署的 《共同支持农产品

批发市场建设合作框架协议》，2007 年以

来，累计为 269 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信

贷支持，重点支持了深圳 （布吉） 农产

品、北京新发地、银川北环蔬菜果品批发

市场等全国性或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

设 。 同 时 ， 加 大 对 “ 万 村 千 乡 市 场 工

程”、“双百市场工程”和“新网工程”建

设的资金支持。截至 2013 年末，农行累

计发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专项贷款 160 余

亿元，对农业部定点批发市场的服务覆盖

面超过 70%，余额 69.52 亿元；累计发放

县域商品流通市场专项建设贷款 215 亿

元，支持市场建设客户 174 家，贷款余额

172 亿元。农行还与深圳市农产品公司、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等合作发行联名

卡，在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贵州花

溪农产品物流园等地上线以农行圈存机为

载体和支撑的电子结算系统，整合支付结

算和交易信息记录功能，助推农产品质量

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在产品创新方

面，农行根据粮食生产产业链上不同主体

的金融需求，先后推出了农田水利贷款、

季节性收购贷款、化肥淡季商业储备贷款

和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专业大户 （家庭农

场） 贷款、产业链农户贷款等产品，有效

缓解粮食生产、流通等环节的融资难的问

题。目前，农行“金益农”品牌旗下“三

农”专属产品达 118 种。在担保方式创新

方面，农行制订了 《三农信贷业务担保管

理办法》，明确了“公司+农户”、“合作

社+农户”、“公职人员+农户”等抵押担

保方式，还探索了粮食订单质押、财政直

补资金质押、大型农机具抵押、土地承包

经营权抵押等多种新型担保方式，有效缓

解了“三农”客户贷款担保难问题。在服

务渠道创新方面，农行在广大农村地区以

“惠农卡+自助机具”为基本模式，大力实

施“金穗惠农通”工程，为广大农民提供

财政直补资金代理、粮食购销资金汇划、

小额取现、新农合新农保资金代理等基础

金融服务。目前，农业银行已累计发放惠

农卡 1.4 亿张，在农村地区设立金穗惠农

通工程服务点 60 余万个，布放电子机具

115.4 万台，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点 30 余万

个，广大农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便捷的现

代金融服务。

农业银行积极支持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

··广告广告

农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农行金穗惠农通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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