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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篇

之二

廿载风雨路 鄂股见彩虹

———湖北资本市场

20

周年纪事

证券时报记者 卢晓利

天门大开，惟楚有材。湖北人无疑是

中国资本市场的先知先觉者之一。 早在

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之前的三四年，

湖北人便开始了进军资本市场的探索。

上世纪末， 湖北省以上市公司家数稳居

国内第五名而领一时风骚。 经过新世纪

以来的多年重组和规范， 湖北资本市场

又重新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先知先觉

1986

年

10

月

15

日， 国企股份制改

革政策出台。 仅仅两个多月后的

12

月

25

日，武汉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便成

功改制，成为湖北省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这也是国内商业企业的首家股份制改造

案例。

1987

年

4

月，鄂武商发行内部职

工股向社会募集

622

万元， 股票开始出

现在湖北人面前。

1988

年

6

月，人民银

行湖北省分行正式批准黄石东方商厦向

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首开湖北

省公开发行股票的先例。

随后的几年中， 湖北省一批国有企

业陆续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湖北兴化、公

安车桥、宜昌猴王、黄石康赛、襄樊鼓楼

商场等企业纷纷向社会发行股票。 截至

1994

年

7

月

1

日《公司法》正式实施，全

省共有股份有限公司

430

余家。

1987

年，武汉被确定为开放国库券

转让市场的首批试点城市。 当地银行和

财政部门相继开办了国库券回购转让业

务，武钢、武汉石化、武汉葛化等企业分

别发行企业债券， 有价证券的合法交易

成为资本市场诞生的第一块基石。

伴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大量出现，中

介机构也一时风起云涌。

1988

年

3

月

5

日， 湖北省第一家证券公司———武汉证

券公司成立，公司成立当天便承销了鄂武

商向社会发行的第二批股票。这是国内成

立最早的一批专业性证券公司之一。

1991

年

3

月湖北省证券公司（即现

在长江证券的前身） 成立，

1993

年

5

月

三峡证券公司（已重组更名为亚洲证券）

成立。

1993

年初，湖北金保利、湖北太平

洋、湖北汉富、武汉润和、武汉融利、湖北

华泰、 武汉江海等期货经纪公司作为湖

北省第一批期货公司相继成立。 到

1993

年年底， 湖北省共有

3

家券商、

17

家期

货经纪公司和一家商品交易所 （武汉金

属交易所）。

湖北人的“早起”，成就了其在中国

资本市场第一个十年里的辉煌。

1992

年

10

月

3

日， 鄂武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 募集

资金

22750

万元。

11

月

22

日，鄂武商持

牌交易， 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家

异地上市公司。 这也是国内第一家商业

类上市公司。随后，长印股份、武凤凰、猴

王、沙隆达、华新水泥相继在沪深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 到

1994

年年底，湖北省

已有

6

家公司在沪深两市持牌交易。

“汉柜”兴衰

对湖北而言，

1992

年的意义重大。

这一年，湖北抢得了“深交所第一家异地

上市公司”的头筹，更为重要的是，这年

4

月，被人们称为“汉柜”的武汉证券交

易中心挂牌。

存在了

6

年的“汉柜”是湖北资本市

场最耀眼的印记， 也是最令湖北人扼腕

的一声叹息。 汉柜的正式名称是武汉证

券交易中心， 它曾经是最接近国内第三

家证券交易所梦想的一个平台。事实上，

直到今天， 湖北人还在为类似的梦想而

努力。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交易系统， 覆盖全国

31

个省

市，拥有

600

个会员单位，鼎盛期投资者

达

10

万之众。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成为当

时国内最大的国债及国债期货交易场

所，以及最大的资金拆借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的繁荣可以从另

一个侧面得窥：先后有

10

家湖北上市公

司都曾是“汉柜”上的明星股，它们分别

是祥龙电业、武汉中商、六渡桥、武汉石

油、武汉塑料、武汉中百、汉商集团、武汉

健民、马应龙和三特索道。

时光荏苒，如今，这些老牌上市公司

中，有已成为湖北持续高速发展、绩优上

市公司代表的武汉中百和马应龙， 也有

退市的六渡桥（即后来的华信股份）。

鄂股崛起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湖北资本

市场一派繁荣。其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

家数猛增，中介机构不断壮大，投资者数

量迅猛增加。

在

1999

年以前股票发行实行额度

制的情况下，湖北企业采取了“小规模、

多家数”的方式，利用有限的额度实现了

更多公司的上市。

1995

年，湖北上市公

司家数仅为

7

家。 但从

1996

年到

2000

年，湖北

IPO

家数快速增加，五年间以每

年最少

7

家、最多

12

家挂牌上市的数量

增长。

到

1998

年年底，湖北省已有上市公

司

39

家，其上市公司数量升至全国各省

市第

5

位，并一直保持数年，使得湖北证

券大省的地位得以确立。

与此同时， 证券经营机构也在迅速

增加， 证券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 截至

1998

年底， 全省共有证券经营机构

165

家， 投资者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开户数发

展到近

210

万。

截至

1998

年底，湖北省共有

5

家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4

家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

14

家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湖北地区证券营业部达到

132

家。 初步

形成了较为健全的证券期货市场中介服

务体系。

“壳超市”

炫目之后是沉寂。从新世纪初开始，

湖北上市公司的第一次重组大潮开启。

2000

年到

2009

年间， 湖北资产重组特

别是重大股权重组数量猛增， 省内先后

被打上

ST

标记的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

加，并长期居高不下。

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十年中， 由于湖

北上市公司基本都脱胎于国企改制，大

量历史遗留问题在

2000

年以后开始显

现。 湖北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一度十分普

遍， 最突出的代表是以猴王和蓝田为标

志的一批问题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丑闻

曾长期占据媒体重要版面。

与之相伴的是， 湖北连续几年都有

退市和暂停上市公司出现，个别年份，上

市公司家数甚至不升反降。 过于频繁的

卖壳重组， 使坊间有了 “湖北是个壳超

市”的戏言。

2001

年到

2002

年， 湖北涉及重组

的公司家数近

20%

。

2006

年，湖北省有

10

余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资产重组。 特别

是

2007

年， 湖北上市公司共有

38

家公

司实施收购及出售资产、企业合并、破产

重整活动，占

64

家上市公司的

59.38%

，

涉及金额

364.96

亿元，其中有

8

家都是

重大资产并购重组。

重塑辉煌

十年重组， 湖北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发生了巨变。

武钢股份和葛洲坝通过整体上市、

东风汽车通过资产并购和香港上市实现

了自身规模的壮大， 培育和壮大了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湖北宜化、华新水泥、江

钻股份等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进行技术

改造，极大提升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科

技含量；航天电子（前身为武汉电缆、火

箭股份）、力诺太阳（前身为双虎涂料）、

合加资源（前身为国投原宜）等公司通

过资产重组从传统产业中脱胎出来，转

型到航天、新材料、环保等新兴产业；华

工科技、烽火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的上

市以及上市公司进行的技术升级、产业

调整，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在结构调整

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全省经济结构优

化的进程。

从

2008

年湖北省连续出台一系列

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政策以来， 湖北促

进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2009

年以来，湖北先后有

10

家公司发行上

市， 境内上市公司达到

74

家。 今年

8

月， 湖北丰泽农牧和金凰珠宝先后在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使湖北境外上市

公司达到

9

家。

在重整上市公司质量，培育新的上

市企业的同时， 湖北省多年来积极进

行金融创新， 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 其产权交易

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业前列。 湖北省

还在国内率先组建了湖北环境资源交

易所。

2009

年以来，省内新成立各类创

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

基金近

30

只。

1986

年

11

月

20

日武汉商场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股票，

1992

年公司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深交所第一家异地

上市公司。

华新水泥

1993

年公司股票认购券

历史图片

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在

2010

年武汉金融博览会上致辞

2007

年

12

月

27

日，长江证券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湖北省常务副省长

周坚卫和胡运钊董事长敲响上市钟声。

1999

年

7

月

15

日，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在风

神大厦召开。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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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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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文件颁布后，全

省各市州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相继制

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奖励政策。武汉市、

黄石市、 东湖开发区等地均以政府文件

的形式颁布了有关支持辖区内企业上市

的优惠政策和奖励措施。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建立和完善促

进企业上市的工作制度。 湖北省政府办

公厅下发《关于成立湖北省企业上市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健全了上市工作

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包括省政府金融办等

14

个部门，

分管副省长任组长， 省政府金融办、发

改委、证监局负责人任副组长。 省企业

上市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作为日

常办事机构，设在省发改委。 根据省政

府《若干意见》，省上市办建立湖北省企

业上市工作绿色通道制度，明确了服务

企业上市的工作职责。 之后，各市州相

继设立了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领导机

构、办事机构和工作规则，全省上下形

成了促进企业上市的组织体系和工作

规范。

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全省上市

办系统切实履行职责， 积极做好企业

上市服务工作。 一是甄选各地优质上

市企业后备资源， 目前纳入省级后备

资源库的企业近

320

家，其中

124

家作

为创业板重点培育对象。 二是切实落

实重点拟上市公司“一事一议”督办工

作机制， 保证了湖北省在创业板受理

第一天申报了

4

家，一个月内申报了

8

家。 三是搭建上市后备企业与各类证

券服务机构、投资机构、媒体的沟通交

流平台。 目前登记备案的创投、风投、

私募基金等各类投资机构达

150

余家，

券商、律师、会计师等证券服务机构达

100

余家， 通过举办投融资对接活动，

不断促进各有关机构与后备企业的深

入合作， 营造共同推进湖北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在中国证监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

级政府、 部门和相关市场主体的共同努

力，湖北资本市场发展成效初显。 在去年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中，湖北省共有

8

家企业在境内上市， 取得自

2004

年新

股发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最好成绩，今年

又有

3

家公司成功上市；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扭转了

2008

年以来因金融危机不断下

滑的局面， 呈现逐季环比上升的良好态

势；证券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省内证

券期货公司资产质量得以提高，市场竞争

力日益增强。 总的来看，全省资本市场已

经进入良性快速发展轨道。

三、实现湖北科技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变的关键是科技金融创新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推进国

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举措。 在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中， 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把争

夺创新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 把科技创

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 力图通

过强化创新、培育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催生新一轮经济繁荣。

2009

年，国务院

批准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湖北的光荣

使命， 也是湖北加快发展的又一重大历

史性机遇。我们将举全省之力，着力把东

湖高新区建成世界一流的高新园区、全

国高新园区的排头兵， 为国家实施自主

创新战略探索新鲜经验，发挥示范作用。

我们已把高新区的规划范围扩大到

500

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比新加坡只少

100

多平方公里，我们要利用这个平台干出一

番大事业。东湖高新区不仅要成为创新湖

北、创新武汉的一个主体区，全省科学发

展、转变发展方式的示范区，还要成为全

省创新驱动中心和改革发展、体制机制创

新的试验区。 不仅要产出

GDP

、 科技成

果、专利，还要产出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发

展方式的样板、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模式

和自主创新的领军人物。 武汉·中国光谷

在“谷”不在“光”。“光”是我们的拳头产业

和产品，“谷” 是我们优良环境的代名词，

这个环境就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科教优势是湖北省最突出的优势，

把科教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关键要在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

化上下功夫， 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

技与金融结合。 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

试点是国家赋予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 建设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仅靠现有的金融工具不够，

科技金融创新必须迈出新的步子， 这需

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一方面，要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科

技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寻找直接融资、风

险投资等方面的支持， 争取在武汉设立

三板市场， 大力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和

智力资源资本化。

湖北在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取得

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着资本市场发展相

对滞后、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开放程度不

够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十二五” 规划的实施为湖北资本市场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将认真贯彻十

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

设，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上接

A5

版

)

积极支持证券公司探

索集团化经营模式，开展直接投资、融

资融券、资产证券化、

QDII

等创新业务；

围绕拟上市资源培育、 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和再融资， 强化中介机构的专业

服务功能， 创新中介机构服务资本市

场的方式；积极引进、组建各类创业投

资机构， 大力支持各类创业投资机构

在湖北投资发展， 促使创业投资不断

循环增值， 从而形成资本市场与创业

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良性互动的机制。

芮跃华强调，要以辩证的观点来践

行监管职责。 作为资本市场的一线监管

者，与各市场参与主体的目标其实是一

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 更充分地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更有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全局。 监管与

被监管其实是互为一体， 互相促进的。

加强监管不是为了束缚大家的手脚，而

是为了促进市场主体更加规范有序的

发展。 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了，反过来不

仅会促进监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且

也会反映和体现出监管的先进理念和

高超艺术。 因此，监管部门一定要坚持

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和

服务水平，坚持科学创新，以监管促规

范，以服务促发展，不断提升资本市场

服务于国民经济的能力。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