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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

28

笔退出交易，其中

通过

IPO

退出的交易数从

2009

年一季度的

4

笔、 二季

度的

2

笔上升到了三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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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这也是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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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通道收窄以来， 再次成

为中国创投市场的主要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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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期货

法人机构增至

13

家

证券时报记者
秦 利

本报讯

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
会第十二次

（

扩大
）

会议昨日召开
，

39

名理事和
期货经营机构会员代表及深圳证监局有关人士
出席了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吸收天琪期货为理事会
员

、

宝城期货深圳营业部为单位会员的提案
。

记
者了解到

，

天琪期货总部搬迁到深圳已经获得
监管部门批准

，

目前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

天
琪期货入驻深圳后

，

深圳期货公司法人机构数
将增至

13

家
。

太平洋保险

中标两产险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伍 起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太平洋保险获悉
，

作
为首席保险人

，

太保产险承保了大连市第一条
地铁工程

，

为其一期工程试验段提供建筑工程
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方面的保障

，

保险金额
约

6.337

亿元
。

此外
，

在新奥集团
2009

—

2011

年度全国财产险统保项目中
，

太保产险获得该
项目首席承保人的资格

。

在大连地铁工程项目中
，

太保作为首席承
保人的承保份额为

35%

。

据悉
，

太保产险首席
承保的大连地铁工程项目

1

号线试验段保险招
标范围为学苑广场站

、

学苑广场站至海事大学
站区间

、

海事大学站
、

海事大学站至高新园区站
区间

，

两站两区间全长
2.2

公里
。

在新奥集团的承保项目中
，

涉及集团下属
200

多家企业
，

总保额高达人民币
126

亿元
，

险种
囊括财产一切险及其项下利损损失险

、

机器损坏
险及其项下利润损失险等

。

太保针对新奥集团下
属的煤化工

、

燃气分销
、

清洁能源行业的风险特
点进行分析

，

提出专业的防灾防损建议
，

并制定
了详实的保期内风险管理及防灾防损服务计划

。

据悉
，

新奥集团是一家致力于清洁能源生
产与应用的企业集团

。

截止
2008

年
9

月底
，

公
司总资产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
，

100

多家全资
、

控股公司和分支机构分布在国内
80

多座城市
及美国

、

欧洲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

国开行

200

亿元专项贷款

助云南产业发展

据新华社电

云南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
19

日在昆明签订了
《

产业发展专项贷款合作协
议

》，

国开行将在
2010

年前
，

向云南省提供不低
于

200

亿元的产业发展中长期专项贷款
，

此后
十年

，

力争专项贷款余额达到
600

亿元左右
。

根据协议
，

云南省政府对纳入合作范围的
产业发展专项贷款项目提供全部或部分贴息

，

并与企业
、

担保机构
、

保险公司等共同建立云南
省产业发展专项贷款违约风险补偿与分担机
制

。

云南省财政按照产业发展专项贷款余额的
1%

出资设立贷款违约风险补偿金
。

国家开发银行对纳入云南省产业发展专项
贷款的项目提供

“

绿色通道
”，

简化流程
，

为贷款
企业提供

“

投
、

贷
、

债
、

租
”

等
“

一揽子
”

金融服务
。

国家开发银行对于云南省政府推荐并给予贴息
的产业项目

，

给予贷款基准利率全程下浮
10%

的利率优惠
，

并给予适当的贷款宽限期
。

记者获悉
，

此次产业发展专项贷款将主要
支持云南生物制药及生物资源开发

、

农副产品
加工及农产品基地建设

、

节能环保产业
、

轻纺工
业

、

有色金属深加工
、

精细磷化工
、

新材料
、

装备
制造

、

光电子和云南省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产
业及企业

，

支持云南省产业发展
，

促进产业升级
和结构调整

。

西藏金融机构存款

突破千亿元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西藏银监局获悉
，

截
至今年

9

月
30

日
，

西藏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突破
1000

亿元
，

创历史新高
。

据介绍
，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
，

西藏金融机
构各项存款余额达

1019.36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亿元

，

增长
22.96%

，

其中
，

储蓄存款和企事业单
位存款分别达

215.96

亿元和
448.28

亿元
，

分别
比年初增长

16.51%

和
15.94%

。

西藏金融机构存款突破千亿元不仅壮大了
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实力

，

也为更好地支持西
藏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西藏金融机构存差不断扩
大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

突出表现为存贷差和可
用资金不断增加

，

存贷比不断下降
。

据统计
，

西藏
三家商业银行的存贷差由

2001

年末的
100

亿元增
加到

2009

年上半年的
668

亿元
，

存贷比由
2001

年
末的

47.08%

下降到
2009

年上半年的
26.51%

。

对此
，

西藏金融界专家认为
，

健全银行业金
融机构体系

，

实现全国性金融优势与西藏特殊
经济资源优势的互补

，

壮大西藏金融实力
，

已成
当务之急

。

三季度本币基金募资占比创新高

中国创投募资市场进入人民币时代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本报讯 中国创投市场不经意间

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今年三季度创

投募资额中人民币基金占比创出历史

新高， 从而结束了该市场一直以来的

外币主导时代，进入人民币时代。与此

同时，在退出方面，也一扫昔日阴霾，

IPO

再次成为创投的主要退出渠道。

人民币基金主导创投市场

清科公司昨日发布的《

2009

年第

三季度中国创业投资研究报告》显示，

今年三季度分别有

10

家本土、

5

家外

资及

1

家中外合作创投机构募集

18

只新基金，募资额为

12.61

亿美元，募

集案例数环比增长

6%

， 募集金额下

降

8%

；新募基金数量同比下降

14%

，

融资额增长

113.0%

。

在三季度完成募资的

18

只基金

中，

17

只为人民币基金， 募资额为

10.61

亿美元，人民币基金以新募基金

数

94.4%

和募资额

84.1%

的绝对占比

打破了多年由外币基金主导中国创投

市场的惯例， 中国创投募资市场进入

人民币时代。

对此， 清科公司认为这缘于两方

面的因素， 一是受政府引导基金继续

参与投资本土创投的影响， 另一方面

则是在国内长期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以及参与分享创业板

IPO

盛宴的大背

景下， 外资创投机构出于对人民币基

金的看好而参与人民币基金的募集意

愿增强。例如，三季度智基创投苏州人

民币基金、银科·德同创投子基金等均

由外资机构设立。

伴随人民币基金崛起的还有本土

创投机构的主导权回归。 清科研究报

告认为，受国内整体经济基本面向好、

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逐渐完善、 创业

板发行市盈率逐批走高等利好局面的

影响， 本土创投将有望快速崛起并掌

控国内创投市场的主导权。

IPO

再次成为创投退出主渠道

受整体创投市场投资升温的影

响，三季度传统行业和广义

IT

行业获

得的投资额均超过

1

亿美元。 其中

43

家传统行业企业共获取投资金额为

3.93

亿美元， 分别占投资总量的

35.2%

和

50.0%

；广义

IT

行业方面，

38

家企业共获取了

1.34

亿美元的投资，

在投资项目数量和额度上分别占投资

总量的

31.1%

和

17.0%

。

与此同时， 大额投资在三季度也

开始出现。 三季度披露投资额的

108

个投资案例中，投资规模在

2000

万美

元至

3000

万美元以上有

6

个，

3000

万美元以上有

5

个，如青云创投

3000

万美元投资真明丽、红杉资本

6300

万

美元入股飞鹤乳业等。

此外，受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创业

板即将正式开板等利好预期影响，

IPO

再次成为创投的主要退出渠道。 三季

度中国创投市场共发生了

28

笔退出

交易， 其中通过

IPO

退出的交易数从

2009

年一季度的

4

笔、二季度的

2

笔

上升到了三季度的

20

笔， 这也是自

2008

年

IPO

退出通道收窄以来，再次

成为中国创投市场的主要退出渠道。

清科认为， 随着今年年底申请创

业板上市企业获取

IPO

批文数量的增

多， 将会有更多的创投机构通过

IPO

方式退出， 中国创投市场或将重新迎

来通过

IPO

退出的大好局面。

PE

投资逐步向中西部挺进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本报讯

三季度创投机构在投
资项目的选择上

，

向中西部转移趋势
明显

。

据记者了解
，

早在此前
，

针对创
业板的推出

，

已有不少创投机构就开
始着手调整战略

，

计划大举进军中国
中西部地区

。

清科公司昨日发布的
《

2009

年
第三季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研究
报告

》

显示
，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大
陆地区共有

20

起
PE

投资案例发
生

，

投资总额为
9.83

亿美元
，

这表
明该行业仍处于调整期

，

交易活跃
度及交易总额延续年初以来的平
稳回暖态势

。

值得一提的是
，

从这
20

起
PE

投
资案例分布看

，

共分布于全国
14

个
省市

，

其中东南沿海一带仅有广东
、

浙江
、

福建等四地有投资案例发生
，

北京以
4

起投资案例位居第一名
。

而
一直投资活跃度相对较高的上海该
季度却未有一例

PE

投资发生
。

如果以投资金额排名
，

内蒙古首
次以吸引私募股权投基金

3.25

亿美
元的投资额位居第一

，

北京以获得
2.81

亿美元的投资排名第二
。

上述东
部沿海四地合计吸引投资额仅为
3.87

亿美元
，

而中西部的内蒙古
、

河
南

、

四川
、

安徽
、

云南
、

湖北
6

省达到
了

5.96

亿美元
。

清科集团
CEO

倪正东曾指出
，

中国创投业在过去的十年中
，

形成了
北京

、

上海
、

深圳三个中心
。

未来十
年

，

随着创业板的推出
，

中国创投将
逐步形成新的中部

、

西部中心
。

长期关注中国西部发展的日本
大和

SMBC

投资株式会社理事长兼
社长有明一夫更是用数据论证了创
投西进的必然

。

他说
，

从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
增长率的统计数字来看

，

东部沿海
地区经济增长率是

7.6%

，

中部地区
在扣除因煤炭产业不景气而下降
的山西省外为

9.4%

，

西部地区是
11.7%

。

因此
，

PE

资金朝着经济增
长速度更快的地区转移也在情理
之中

。

两因素致在华业务缩水

外资财险公司加大中国客户开发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伍 起

本报讯 外商投资减少以及出口

的下降， 正影响着外资财产保险公司

在华业务的增长。不过，尽管面临业务

出现萎缩的不利局面， 但外资保险机

构对华投资信心依然不减， 并通过加

大对中国客户的开发力度等措施来调

整公司的经营策略。

外资财险公司市场份额下降

根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前

8

个月

中外资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数据

粗略推算， 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财产

保险市场的占比仅为

1.05%

， 比去年

全年的

1.2％

下降了

0.15

个百分点。

在外资企业最集中的上海， 上海保监

局最新对沪

40

家跨国保险机构展开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机构中，

有

37.5%

的跨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下

降；

77.5%

的机构盈利下降，其中

20%

的机构盈利下降幅度超过了

50%

，

35%

的保险机构出现亏损。

对业务和成本控制能力较强的外

资保险公司在华的市场份额为何萎

缩？ “受累经济形势影响，出口和外商

投资减少是外资保险在中国的财产保

险业务出现保费下降的因素之一。”太

阳联合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即将赴任

的首席执行官欧特绅·格莱格，昨日在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事实上， 大多数在华开展业务的

外资财产保险公司， 与外商投资的关

系一直是“唇齿相依”。 外资保险公司

财产险业务主要依赖于在华开展业务

的外商投资项目的增加。而今年以来，

由于境外融资困难， 海外投资者放缓

了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投资， 这使得

外资财产保险公司可承保的财产保险

项目减少、 保费收入自然也出现了下

降。

房地产投资管理机构—仲量联行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2009

年上半年，

外国资本在中国主要大宗物业投资市

场中所占的比例从

2005

年近

60%

下

降到目前的

10%

以下，该市场大宗物

业投资的主力已经从外资机构转变为

国内企业，而这种趋势还在延续。

同样， 在外资财险公司另一个主

要业务货运险上， 进出口的减少降低

了货运险需求， 影响着外资保险公司

业务发展。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 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

降

20.9%

，出口下降

21.3%

。 在江苏保

监局此前发布的一份保险机构高管问

卷调查报告也指出，“部分相关产业减

产停工， 致使企业财险业务接近零增

长。 ”

不少财产保险公司高管表示，企财

险、货运险等非车险业务今年出现了相

对明显的萎缩。沪上一家外资财产保险

公司高管表示，“出口的减少也影响到

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业务发展。 ”

开始加大中国客户的开发力度

不过， 在华业务的萎缩并没有影

响外资险企在华投资的信心， 外资保

险公司也开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以

期重整在华保险业务。

记者了解到，大力开发中国客户、

以有竞争力的费率吸引客户成为外资

保险公司的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措施。

太阳联合保险向记者表示， 公司的业

务重点将更多的转向中国客户， 大力

拓展中国企业新客户， 在中国和海外

客户中谋求平衡发展， 并定向拓展国

内中小企业市场， 并计划未来将加大

对中国的投资，用于增设分公司、增加

公司的人员招聘、产品开发。

格莱格预计，“在国内旺盛需求、

基础工程投资增加的带动下，中国的

建工险、责任险等险种都将出现较快

发展。明年责任保险和海运险将出现

增长， 而公司则有望在

2010

年实现

盈利。 ”

消费类信贷成银行业竞争主战场
证券时报记者

黄兆隆

本报讯 来自银行业的信息显

示， 消费类信贷尤其是房贷将成为四

季度银行的业务重心。 建设银行深圳

分行信贷部门人士表示， 该行四季度

项目投资贷款较少， 即使有也是为了

明年做项目储备。

中国银行总行相关人士也表示，

受信贷调控影响， 三季度基建项目吸

纳信贷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目前，各

大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收缩项目， 为明

年做准备， 预计四季度不会再向项目

投入大量信贷资金。

在项目贷款增速趋缓的情况下，

个贷业务尤其是房贷成为了银行的业

务重心。上述建行人士表示，该行在四

季度将主要开展以房贷为主的消费信

贷业务， 预计未来房贷业务将出现大

幅增长。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个贷部门人士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尽管近

一段时间以来，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但

该行房贷签单量反而出现增长， 有的

甚者出现单个客户

4

至

5

套房子同时

签单。 据该人士介绍，进入

9

月份，该

行已经将业务重心放在个贷上。

央行数据也显示，三季度以来，居

民消费类贷款 （尤其是中长期消费贷

款） 大约占当月新增信贷规模的一半

左右。以

9

月份数据为例，对当月新增

信贷贡献较大的是居民户贷款， 共增

长

2700

多亿元，占比超过

5

成。

有银行业人士则进一步指出，房

贷对居民消费贷款贡献超过五成，中

部一些地区比率甚至更高。 例如，据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末，江西省个人消费贷款余

额达

783.5

亿元，且

9

成被居民用于

购房。

除了银行信贷资金开始发力房市

外，民间借贷也开始流向这一市场。温

州金茂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卫

东表示，自

9

至

10

月份以来，随着以

购房为主的消费转暖， 民间借贷量在

环比上出现一定增长， 这其中大部分

资金都是投到了房市， 而未来这一情

况还将持续。

我国信用担保机构达
4247

家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日前结束

的“

2009

中国（沈阳）国际中小企

业大会”上获悉，我国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行业虽然只有短短十余

年的发展历史， 但已取得较快发

展。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机构已达

4247

家， 担保资金

2334

亿元，中小企业贷款累计担保额已

达

1.75

万亿元，累计担保企业

90.7

万户。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发

展特点是，担保机构资本金规模明

显扩大，资本实力增强，为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日益显著

的作用。

我国建立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

户均注册资本

4914

万元，比上年增

长

5.6%

。

2008

年当年共为

23

万户

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额达

7221

亿元，新增担保总额

4340.8

亿元，新

增受保企业

15.1

万户， 比上年增长

9.52%

，业务增长

43%

。

在这些信用担保机构中， 国有

出资的担保机构稳步发展， 政策性

担保资金发挥了引领社会资金投向

和行业发展的作用。

截至

2008

年底，国有控股担保

机构达

1245

家，占全国担保机构总

户数的

29.3%

。 政策性担保资金

615.4

亿元， 占担保资金总额的

2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