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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解码

刑法修正案震慑
139家企业撤回IPO

近日来，多家IPO企业因撤回材料而

终止审核，“现场检查”的威力继续发酵。

3月3日，冲刺创业板的德盛利、五一管业

2家公司因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而终止

IPO；3月2日，拟登陆科创板的朝微电子、

尚沃医疗、开创环保 3 家公司撤回材料，

冲刺创业板的星邦智能、中消云2家公司

也选择撤回材料。截至目前，上交所科创

板共受理首发申请企业540家，89家公司

终止审查。在终止审查的企业中，83家企

业选择撤回材料并终止IPO；深交所创业

板共受理首发申请企业548家，61家公司

终止审查。在终止审查的企业中，56家企

业因撤回材料而终止。刑法修正案（十

一）正式实施、最高法对资本市场违法犯

罪行为零容忍……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资

本市场将逐步驱逐劣币，打造更为健康的

市场环境。

3 月 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中提

到，依法严惩违规披露信息、欺诈发行股

票等犯罪，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

上交所、深交所也对发行人和中介机

构作出了“责任”的明确。如果发现存在涉

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重大违规问题的，

保荐机构、发行人都要承担相应责任，绝不

能“一撤了之”，也绝不允许“带病闯关”。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量拟IPO企业纷

纷撤回材料，很大程度上跟新法规的实施

有关系。刑法修正案大幅提高了欺诈发

行、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刑罚力度。对

于欺诈发行，修正案将刑期上限由5年有

期徒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并将对个人

的罚金由非法募集资金的1%至5%修改为

“并处罚金”，取消5%的上限限制。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史无前例地提及“数字”十

次，意味着建设数字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远景规划的重

要目标。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需要

关注数字化生产力的提升，还需推动生产关系的全面进

化，而货币体系的革新即是一系列生产关系变化的起点。

自2020年4月数字人民币的首个试点应用场景落地，其

推广速度与广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目前已累计向公众发

放1.5亿元。我们认为，当前数字人民币已进入冲刺阶段，

将在时间和空间多维度加速服务于数字中国的建设。

第一，落地时间或将提前。2020年央行官方表述提

及，“数字人民币将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

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正式推出尚无时间表。”

由此，市场普遍预期数字人民币将在2022年冬奥期间或

之后全面落地。然而，在2021年年初的地方两会中，数字

人民币被列入2021年的多地政府工作计划。此外，2月6

日，北京围绕冬奥消费全场景，主办了“数字王府井，冰雪

购物节”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某种程度上提前布局了冬

奥的数字支付场景。因此从时间线上，数字人民币的推出

时间表可能大幅提前。

第二，物理空间压缩。在近期试点中数字人民币硬

钱包和可穿戴设备芯片钱包成为热门话题，也引发市场对

于数字人民币推动硬软设备更新换代的高期待。但我们

需要认识到，可穿戴手环等硬件钱包只可作为数字人民币

在特定场景下的补充，其主形式仍要以安全便携为首要考

虑，即在保证中国技术自主可控前提下与智能手机融合。

目前，中国在手机内置安全芯片的研发实力仍相对不足，

基于NFC生态的安全芯片实现国产化改造的难度较大，

而中国5G超级SIM卡已能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金融级

安全芯片。由此，数字人民币在物理形式上将尽可能朴素

务实，在符合中国金融理性的方向上加速推进，通过手机

SIM卡实现“碰一碰”以及应用软件在线支付或是最主流

的数字人民币交易形式。

第三，虚拟空间拓展。央行将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功

能定位为替代M0，覆盖日常小额支付场景。但从长远角

度看，如何与区块链全程可追溯的特性结合，从而解决企

业之间的支付与互信问题也将成为数字人民币的使命。

3月1日，北京微芯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与中国人民

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基于中

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长安链”，推进

数字人民币企业应用。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并不止于对个

体支付领域的改造，而更意在新型金融基础设施的搭建，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

数字人民币时代的开启标志着数字化迁徙的起点，

重点关注新优势新业态。虽然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网络

技术的普及已初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习惯，但数字

经济并不是单纯的产业革命，它革新了价值创造的方式，

再定义了价值分配的过程，因此与植根于传统实体经济的

旧思想、旧秩序以及旧阶层存在显著矛盾。互联网平台

经济是一项成功的数字化试验，而如今人类社会要从物

理世界向数字世界迁徙，则不仅需要生产力的提升，更

需要生产关系的全面进化。今年两会中，多位政协委员

提交了“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提案，也意味着数字

经济已经由专注生产力提升进入生产关系重塑的阶

段。5G、AI、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从连接人到连接万

物，带动数字经济全流程升维，区块链则以其不可篡改

性实现机制上的高度信任，成为数字化整体迁徙的制度

保证。在技术的革新下，或将重构数字经济世界的交换

体系，激发数字经济的新一代潜能。 ■ 程实

2020年，中国在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传播之后，恢复了正

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全力复工复产复市，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全年GDP增幅2.3%。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

我们以为，考虑到2020年的特殊性，拿市场预期和政府工作报

告中确定的指导性目标简单做比显然是冒失的，甚至可以说，

这不是两个可以拿来直接比较的数字。

疫情之下，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明确增长目标，

这是希望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切实放在包括保就业保市场主

体在内的“六保”上。大部分分析师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可

望实现8%以上的增长。这个数字看起来比较高，但是放到中

长期趋势里去看，2021年中国经济还是恢复性增长。更何况，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从

国内来看，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特别是消费去年还是负

增长。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经济增速是综合

性指标，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

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

展。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

康发展。

我们以为，今年确定GDP增长6%以上，恐怕也有和整个

经济增长趋势衔接的意思。这种衔接，回头看是和整个“十三

五”相承，往前看是考虑“十四五”期间的增长潜力。回顾一下，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

当年GDP增幅为6.1%。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一些

研究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幅可能保持在5%～6%

之间。因而从趋势来看，恐怕也不宜确定一个过高的增长目

标。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以更大决心

和勇气推动各领域改革的深化，顺利实现新旧引擎的切换。这

是稳中求进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2021年中国经济6%的预

期增长目标符合实际，也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我们在数

字之外理当更多关注增长的内涵。 ■ 经济观察报

6%的增长目标
传递了什么信号

加速而至的数字人民币时代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说，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6%以

上。此前市场预期，中国经济2021年的GDP增幅

可能在8%-10%之间。那么，6%是一个容易实现的低

目标么？这其中权衡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