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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西安 5 月 14 日电 （记者

谭晶晶 王慧慧 梁娟） 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14 日 在 西 安 会 见 印 度 总 理
莫迪。

习近平表示，欢迎莫迪总理对中
国进行正式访问。去年我访问印度期
间，我们就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
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关系扎实
稳步发展，双方保持高层接触和交
往，稳步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扩大人
文交流，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良好沟通。相信
你这次访问将会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强调，莫迪总理曾提出要
推动中印关系实现从“英寸”到“英
里”的飞跃。当前，中印都面临实现
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中印关系存在
实现飞跃的巨大潜力和现实条件。双
方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各自实现民族
复兴的战略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发
展伙伴关系。

习近平为此提出 4 点建议：一要
从战略高度和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
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加强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携手推
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
向发展。双方可以就“一带一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倡议
以 及 莫 迪 总 理 提 出 的 “ 向 东 行 动 ”
政 策 加 强 沟 通 ， 找 准 利 益 契 合 点 ，
实现对接，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
式，促进共同发展。二要更加紧密
地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实现两大经
济体在更高水平上的互补互助，继
续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双
引擎”，携手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
程 ， 为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作 出 积 极 贡
献。要重点推动铁路、产业园区等
领域合作，探讨在新型城镇化、人
力资源培训等领域拓展合作。中方
鼓励中国企业赴印投资，希望印方
积极为此提供便利。三要共同努力

增 进 两 国 互 信 ， 管 控 好 分 歧 和 问
题 ， 避 免 两 国 关 系 大 局 受 到 干 扰 。
四要鼓励两国各界加强交往，增进
了解，实施好中印文化交流计划和
印 度 旅 游 年 活 动 ， 继 续 加 强 智 库 、
媒体、青年交流，扩大地方友好往
来，推动构建两国全方位、多层次
的人文合作大格局，使中印友好和
合作成为两国社会共识。

莫迪表示，很高兴去年接待习近平
主席访问印度特别是访问我的家乡
古吉拉特邦，也很高兴此次访华如约
来到同印度有着悠久历史联系的中
国古城西安。印方视中国为伟大邻

居，致力于增进两国互信，密切战略
沟通，拓展各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
流，妥善处理有关分歧。印中关系发
展 潜 力 巨 大 ，我 们 愿 同 中 方 共 同 努
力 ，将 两 国 关 系 提 高 到 新 的 历 史
水平。

莫迪说，印度希望继续加强同
中国的经贸关系，密切同中方在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的合作，相
信亚投行将为本地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印度欢迎中国
加大对印投资。印方愿加强同中方
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密切在
多边领域沟通合作，共同促进公正

合理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南亚关系密

切，积极支持南亚各国保持友好关
系，愿同包括印度在内南亚各国加强
互利合作，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
繁荣。

莫迪表示，印中两国都向南亚有
关国家提供着帮助和支持。中方提出
了“一带一路”倡议，印方同样重视
南亚地区互联互通建设，认为这将促
进本地区的发展繁荣。印方愿加强同
中方在这一领域合作。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交 易 会 如 约 而

至。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

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它吸引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目

光，还有世界的目光；展示的不

仅仅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异军突

起，更传达着文化对于社会乃至

世界的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

更趋激烈，文化软实力的地位

和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我

国以影视剧、图书为前锋，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批优秀

国产影视剧在国外热播、精品

图书在海外热卖，“中华文化

热”在国际上持续升温。但总

体而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还不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增加国

家 文 化 软 实 力 的 要 求 十 分 紧

迫。文博会作为综合性文化产

业会展，不仅为文化产业发展搭

建起高起点、高规格的展示、交

易、信息平台，而且能够汇聚大

量资金、项目、信息、技术、人才，

在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推进文

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具有独特

作用，有助于中华文化展翅腾

飞，推动文化产业走向世界。

今年文博会呼应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而新设的“丝绸之路”

专馆和突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创客展区，成为本届最大

的亮点。在这里，文化+科技、

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

金融⋯⋯创新成果云集，一个个

鲜活的例子诠释了融合之路是

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产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文博会

伴随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发展壮

大，见证着文化产业的创新发

展，也充分体现了空间聚合业态

融合、市场运作、创意引领的重

要作用。

文化的魅力在于创新，文化

发展的动力也在于创新。我们

应破除一切妨碍文化生产力释

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

展环境，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

搭建更多重要舞台，进一步扩大

对外文化贸易，让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

搭建文化腾飞大舞台
本报评论员

本 报 深 圳 5 月 14 日 电 记 者 郑 杨

杨阳腾报道：为期 5 天的第十一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
圳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规模空前，
共有 2286 个政府组团、企业和机构参加，
参展商数量再创新高；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再次实
现“满堂红”。

据介绍，本届文博会的展馆展示及配
套活动十分丰富多彩。展出面积 10.5 万
平方米，主会场设文化产业综合馆、创意设
计生活馆、影视动漫游戏馆等九大展馆。
同时，遍布深圳各区的 61 个分会场和 76
个专项活动点，也为历届数量之最。

本届文博会突出“一带一路”主题，
首次设立丝绸之路专馆，俄罗斯、印度、
泰国、马来西亚等 15 个国家以及西安、
乌鲁木齐、广州、泉州等 15 个国内城市
在此展示传统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化旅游及演艺等内容。此外，文化
部将在本届文博会举办丝绸之路文化贸易
论坛暨 2015 中国文化产品国际营销年。
各分会场也将举办以“一带一路”为主题
的展览、采购大会、主题新闻发布会、高
峰论坛等配套活动。

据介绍，去年第十届文博会文化产品
出口交易额为 161.38 亿元，10 届文博会文
化出口交易额已累计超过 1000亿元。

本 报 深 圳 5 月 14 日 电 记 者 杨 阳

腾 金晶报道：在中宣部今日召开的文化
产业发展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
报社联合发布了第七届“文化企业 30 强”
名单，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等
30家企业入选。

据介绍，本届“30 强”企业推荐认定工作于今年 3 月启动。在评
价指标上，除主营收入、净资产、净利润、纳税总额外，还强调了企业
获奖和出口评价指标，体现了对文化企业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导向要求，体现了对推动文化企
业走出去的鼓励支持。从本届“30 强”企业推荐认定情况看，骨干文
化企业的总体规模实力和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与往届相比，本届“30 强”企业总体实力更强。本届“30 强”企业
主营收入 2802 亿元、净资产 2503 亿元、净利润 272 亿元。其中，主
营收入、净资产均创历史新高，分别比上届增长 14％、21％，连续两
年保持超过 10％的增长率。上届“30 强”中有 26 家企业在本次继续
入围，占总数的 87％，且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
12％、19％。 （详见十三版至十六版）

第十一届深圳文博会开幕
第七届

﹃
文化企业三十强

﹄
同日发布

经历 7 年熊市，A 股本轮“改革
牛”一飞冲天，为经济增长引来活
水，构筑“资金池”。

流动性充裕、资金利率下行、上
市公司盈利改善，是牛市的显性因
素；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手段是牛市
的本质基础。

今年以来 A 股以近乎 45 度角的
斜率上涨，部分上市公司估值较高、
杠杆资金活跃、短期投机行为抬头，
凸显出走向成熟中的毛躁，牛的“脾
气”有点急，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
担忧。

市场：还好吗？

与美国股市比，我们的 A 股市
场更像 20 多岁的小伙儿，年轻、气
盛、前程远大，正所谓多层次资本市
场，既有行情火爆的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也有增速迅猛的新三板，还
有蓬勃发展的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在政策红利释放和资金持续宽松
下，A 股自去年 7 月份以来的一波牛
市行情，不仅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收
益，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强力支持。
上证综指一度成功冲上 4500 点，创
近 7 年新高。与此同时，今年一季

度，A 股成为 IPO 新股市场的全球冠
军，融资规模达到了 2334.79亿元。

特别是创业板的强势表现，更是
谱写出了雄壮激越的牛市进行曲。今
年以来，创业板指涨幅已逾 100%。
国都证券策略分析师肖世俊认为，创
业板市场中的权重行业，如互联网、
生物技术等代表未来我国经济转型的
重要方向，一些成长性良好的公司被
赋予较高估值。正如 4 月 30 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强调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
之中”。

5 月初沪指一度近 400 点的深幅
调整，也给投资者提示了风险。五矿
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祁大鹏表示，没有
只涨不跌的市场，随着前期市场一气
呵成的上涨，部分板块和个股的市盈
率已处于历史高位，存在着一定泡
沫，市场风险因素不可忽视。

此外，市场制度也不乏问题。如
上市发行门槛较高、时限较长，一些
暂无盈利但高成长性的企业转赴海外
上市；企业上市节奏增快而退市数量
仍屈指可数，市场“有进难出”的局
面仍有待破解；财务造假、信批违规
等时常出现；“老鼠仓”交易多次被

曝光。这些问题，是一个健康、成熟
的 A 股市场必须化解移除的障碍。

显然，推进注册制有望使市场焕
发活力，监管层能够腾出手来做“裁
判员”；退市制使一些欺诈发行、重
大信批违法的公司被清除出场，也不
再让经营业绩较差的公司存在侥幸心
理。中原证券策略分析师张刚认为，
只有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市场能够真
正决定资源的配置的时候，“健康
牛”才可能到来。

成熟市场不仅需要股市的繁荣，
场外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同样
应当齐头并进、五彩缤纷。在面向全
国企业挂牌和实施做市转让后，新三
板市场行情火爆，近一年来挂牌企业
数量增长了近一倍，市值突破万亿
元。但如何增强信披质量、打击股价
操 纵 行 为 ， 成 为 市 场 面 临 的 重 要
挑战。

散户：该怎么办？

59 岁的苗女士是典型的“中国
大妈”，抢过黄金，现在沉迷于股
票。面对市场的波波折折，苗女士最
常问的是“我该怎么办？”

像苗女士这样已经浸染 A 股市
场 20 余年的老股民还有很多，散户
在 A 股市场占据着至少 60%的持股
市值，开户数更是在 90%以上，远
胜过机构。如果非要给散户画个像，
短视、情绪化、稍微亏一点就“骂
娘”是绝大多数散户的写照。即便有
资深散户，也很难在长时间内保持理
性状态。

如何让千千万万个散户更理性
呢？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认
为，散户投资要想取得长期收益，必
定是基于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经
营情况的实际调研或认知，而不是盲
目跟风炒作，始终记牢“机会永远存
在，风险也时刻存在”，散户应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多次
提示，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部分上市公司估值较高、杠杆资
金较为活跃的情况下，投资者要注意
市场风险，不要有所谓的“宁可买错
也不能错过”的想法，更不要被市场
上卖房炒股、借钱炒股言论所误导，
而盲目跟风炒作。

国开证券资深分析师杜征征提醒
投资者，股票价格终将向价值靠拢，
散户健康理性的投资理念要源于对股
票价值的判断。那些高业绩增速、低
估值水平的股票，即使短期价格会因
为市场的非理性而有所偏离，甚至股
价跌破了净资产，但从长期来看，价
格最终必然向价值回归。

（下转第二版）

市场、散户、机构：资本市场面面观
本报记者 周 琳 何 川 温济聪 曹力水

如何成就一个健康的股市？这不仅要有公平的市场环境，

还要有理性的投资者，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一个长牛、慢牛、健康

牛的股市，需要市场、散户、机构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和睦共

赢、和谐共处的资本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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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印度总理
莫 迪 在 西 安 参 观

（二版）

（（详见七版详见七版））

5月 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安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