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2010年 11月 10日 星期三

主编：王安平 编辑：孔 伟 组版：宣晓明

陕西篇

陕西板块：厚积薄发 潜力巨大

———访陕西证监局局长薛文石

证券时报记者 郑 彦

近几年来， 陕西上市公司无论是数

量还是质量都有明显提升， 对陕西经济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资

本市场成立

20

周年之际，证券时报记者

专访了陕西证监局局长薛文石。

证券时报记者：2006 年以来， 陕西

证券市场发展较快， 特别是陕西上市公

司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市公司整

体规模和盈利能力较大幅度提高， 请您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薛文石：近几年，在省政府的支持和

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 我们认真贯彻国

务院和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部署和要求， 采取积极措施着力推进辖

区上市公司改善存量，优化增量，使得辖

区上市公司结构进一步优化， 业绩不断

提高，竞争力显著增强，对全省经济发展

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出来。

陕西上市公司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五

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企

业上市呈现良好势头。 一批高成长性中

小企业进入发行前辅导阶段， 企业上市

形成了“培育改制一批、辅导申报一批、

发行上市一批”的梯次推进工作格局。

二是上市公司融资及再融资能力显

著提高。

2006

年以来，彩虹股份、航天动

力等上市公司抓住资本市场加快发展的

有利机遇， 积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再融

资，全省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等方式

累计募集资金

102.45

亿元。

三是上市公司整体规模和盈利能力

大幅提高。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陕西

上市公司总资产

1303.3

亿元， 净资产

689.73

亿元， 分别比

2006

年末增长

324.87%

和

356.56%

。

2009

年末的主营

业务收入达到

586.54

亿元， 增长了

224.5％

，净利润

28.7

亿元，增长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截至目前，股票总市值达

到

2596

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

31%

。

四是上市公司结构进一步优化。 西

飞国际、中国西电、陕鼓动力、秦川发展、

广电网络、金钼股份、宝钛股份和兴化股

份等一批上市公司利用证券市场的融资

和资源配置功能，企业规模、经营能力、

业务收入、 市场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

成为所在行业或本地区的龙头骨干企

业，正日益发挥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作用。

五是公司治理和规范化水平明显

提高。 经过几年的公司治理建设，上市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内控制度

建设不断加强，规范化运作水平逐步提

高，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加快比较优势企业上市步伐

证券时报记者： 金钼股份作为陕西

国有大型优质企业的代表，IPO 融资

89.15 亿元，一举超过陕西企业首次公开

发行融资总和， 占到历年来陕西企业资

本市场融资总额的 39.76％；今年 1 月发

行的中国西电， 则成为陕西第一个募集

超过 100 亿元的 IPO 项目。 请谈谈企业

上市融资方面的情况。

薛文石：近几年，陕西企业上市融资

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多。先后有

10

家

企业发行上市， 新增数量在全国排名第

13

位，在西部

12

个省市中排第

2

位。 辖

区上市公司总数提高到了

35

家，全国排

名由第

20

位提升至目前的

15

位， 在西

部

12

省市中列第

2

位。

二是

IPO

融资规模大。

2007

年以来

新上市的

10

家企业

IPO

融资总额

242

亿元，同期融资规模在西部

12

省市中排

名第

1

位，在全国排名第

7

位。近

3

年融

资额占到了历年来

IPO

融资总额的

84％

。 特别是金钼股份和中国西电的成

功上市， 实现了陕西大型国企发行上市

大规模融资的历史性突破。 宝德股份等

4

家高科技成长型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其良好的示范效应使全省上下掀起了推

进企业上市的热潮。 这些企业走向资本

市场，不仅大大增强了实力，提升了行业

地位， 而且有效地改善了陕西上市公司

结构，树立了陕西资本市场的新形象。

这些成绩，是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取得的。 陕

西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充分认识到了资本

市场的重要性，将深化国企改革、推动企

业自主创新与推进企业上市紧密结合，

加大了行业和资产整合力度， 采取多种

措施， 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改制上市中

的具体问题， 极大地提升了大型国有企

业和中小型科技企业改制上市的热情。

在推进上市的过程中， 陕西证监局

把监管工作与推进上市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 加强对企业改制和上市的组织协调

推动工作， 同时深入拟上市公司进行面

对面指导， 帮助协调解决企业上市遇到

的障碍和问题，加快企业上市步伐。特别

是加强企业后备上市资源的培育， 深入

挖掘能源、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和高科

技等行业中能够反映全省具有比较优势

的大型优质企业和中小企业， 建立了后

备上市资源库， 对入库企业实行重点帮

扶和指导，优化改制上市方案。在此基础

上，加强发行辅导监管，提前介入了解情

况，使企业从改制开始就规范运作。

打造特点鲜明的陕西创业板板块

证券时报记者：陕西是科技大省，尤

其是西安的科技综合实力更是在全国处

于前列， 目前陕西省的创业板公司数量

在全国排名第 6，您对此如何看待？ 陕西

省在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方面还有着怎

样的前景和空间？

薛文石： 陕西抓住了创业板开启的

有利时机，在短短

1

年的时间里，依次有

宝德股份、达刚路机、中航电测和坚瑞消

防等

4

家公司成功上市， 累计募集资金

16.6

亿元， 创业板公司数量在全国排名

并列第

6

，这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开局。 陕

西还有几家企业已经上报了创业板发行

申请，如能顺利通过证监会审核，将进一

步确立陕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的优

势。

4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陕西科技大省的实力和科技成果产

业化转化的成果， 特别是西安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在孵化和培育民营科技型企

业方面的突出成就。

当然，

4

家创业板公司上市应该仅

仅是个开始，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陕西

逐步涌现出大量各细分行业的优势企

业，从进入“陕西重点拟上市公司后备资

源库”企业的情况看，部分企业表现出创

新特点明显、业务专业性强、市场占有率

高、盈利水平突出、成长性好等优势，经

过培育和规范， 不少企业可以达到上市

条件。 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依靠

自身积累滚动发展， 对资本市场认识不

足。

4

家公司成功上市，对很多民营科技

企业冲击较大， 使他们意识到资本市场

离他们不远，发行上市也并非遥不可及。

因此， 要充分发挥

4

家创业板公司对陕

西中小科技企业的示范带动效应， 相信

会有更多的企业实现上市发展， 形成特

点鲜明的陕西创业板板块。

提高优势产业的资产证券化率

证券时报记者： 陕西上市公司的总

市值在 2005 年只有 227.65 亿元， 只占

全省 GDP 的 6%，去年陕西省的 GDP 总

量突破 8000 亿元，人均 GDP 首超 3000

美元。 您认为目前陕西资本市场的发展

和当地经济的提升是否匹配， 还有着怎

样的机会和前景。

薛文石：截至目前，陕西上市公司的

总市值达到

2596.06

亿元， 占全省

GDP

的比例达到

31.7%

， 资本市场在全省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了实质性的变

化。 但是，陕西工业主要以能源化工、装

备制造、 有色冶金为主，

2009

年分别实

现生产总值

3750

亿元、

1939

亿元、

935

亿元， 占全省

GDP

的比例分别为

45%

、

23.2%

、

11.2%

， 而同期陕西上市公司中

能源化工类企业延长化建、陕天然气、兴

化股份收入合计

59.04

亿元， 仅占行业

1.58%

； 装备制造类中国西电、 西飞国

际、航空动力、陕鼓动力、彩虹股份、秦川

发展收入合计

334

亿元， 仅占行业

17.22%

；有色金属类金钼股份和宝钛股

份收入合计

45.8

亿元 ， 仅占行业

4.89%

。 陕西上市公司中能源重化工、有

色冶金， 以及具有相对优势的装备制造

业在所属行业中所占的比重较低， 省内

优势资源、 重点发展产业的资产证券化

水平较低， 说明陕西省上市公司结构与

规模，与全省总体发展态势仍不匹配。这

既是差距，同时也说明具有很大的潜力。

随着陕西产业结构调整和石油、煤

炭、冶金、汽车、旅游等支柱行业的发展，

未来在上述优势产业领域将会有更多的

企业上市， 优势产业的资产证券化率将

快速提高， 上市公司在整个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将显著增强， 成为引领陕西

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推动并购重组催生区域行业龙头

证券时报记者： 随着一批优质企业

的陆续上市，陕西上市公司群体的壮大，

如何推动和促进其中的潜力企业成为区

域行业龙头，在战略上有何考虑和规划？

薛文石：应该说，随着陕西资本市场

的不断发展， 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具备成

为区域甚至全国行业龙头的条件， 金钼

股份、宝钛集团、中国西电就是代表，一

些中小上市公司也具备成为细分行业龙

头的条件。

近年来，陕西省委、省政府更加重视

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 从组织和政策保

障上为加强区域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为陕西省进一步发展和

利用资本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陕西

一些优势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再融资优

势，通过增发、配股、公司债券等各种方

式筹措发展资金， 同时大力实施以扩张

为目的的行业内并购， 在短期内确立了

区域甚至全国的优势竞争地位。 最具代

表性的西飞国际通过定向增发实现了西

飞集团整体上市， 上市公司总资产由

35.25

亿元增至

154.66

亿元， 同时还募

集了

326081

万元资金，目前正在进行新

的重组整合， 将打造成我国航空制造业

的龙头。

目前， 陕西省政府已经把推动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有关

部门正在积极推动现有上市公司实施并

购重组，以达到整合资产，优化结构，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目的。 我们将引导上市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积极探索吸收合并、

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集团公司整体上

市或将经营性资产整体注入上市公司，

引导公司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实质性并购

重组，整合产业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增强上市公司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陕西金融办九措施

助推经济结构调整

近年来， 陕西金融业取

得了长足发展， 但与建设西

部强省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相比， 还存在许多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此，陕西金融

办提出下一步九项措施，助

推金融服务经济结构调整，

实现西部强省目标。

———注重服务经济结构

调整。 在积极支持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同时， 积极

支持装备制造、高新技术、能

源化工等产业加快发展。 创

新科技项目融资体制改革，

重点支持工研院加快发展，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 积极支持节能减排和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推动企业

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

生产体系。 配合关中

－

天水经

济区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调

整、资源整合做好金融支持保

障工作， 将支持关中

－

天水经

济区建设作为金融推动西部

强省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

———确保银行信贷平稳

增长。 政府有关部门将继续

为各银行机构做好项目推

荐、 政策支持等服务工作，

为银行信贷投放创造良好

的环境。 继续推动金融机构

与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不断扩大双方合作的广

度和深度。

———努力扩大直接融资

规模。 努力满足已上市公司

和拟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

加快推进优势企业的上市步

伐。保证企业进行资产重组、

股份制改造、 参股并购和产

品更新换代的合理资金需

求，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

来源。

———开拓创新不断拓宽

融资渠道。 加快陕国投改革

步伐；支持延长集团、煤业集

团成立财务公司； 以长安银

行为主设立汽车金融租赁公

司， 引进省外租赁公司来陕

开展业务； 推动陕西省大型

装备制造企业、 能源化工企

业和大型基建项目扩大融资

渠道。

———积极推进科技金融

统筹合作机制建设。 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对全省经济发展

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 积极

配合产业优化升级的有关

部署，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促进三次产业在

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推动

陕西省产业技术水平全面

提升。

———提高金融服务县域

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能力。 将

省创投引导资金通过与商业

银行联合实施“股权投资

＋

银

行债权投资”等形式，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

———切实加快投融资体

制改革步伐。 提高地方政府

投融资平台的透明度， 推动

当前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

台所形成的隐形负债向及时

公开披露的显性负债转变，

以利于对融资平台信贷风险

的监控。

———加强金融运行的体

制和机制建设。目前，陕西省

工业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政

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供需统

计分析工作机制尚未建立，

要进一步改进省金融办建立

的金融运行监测和统计制

度， 提高对数据的研究分析

能力。

———进一步提高农业保

险服务能力。 支持保险公司

开发适合县域消费水平、保

费低廉、 保障适度的保险产

品； 鼓励根据县域保险市场

的特点， 探索新的销售和服

务方式， 为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郑 彦）

西安高新区：PE、VC淘金地

PE

、

VC

在陕西的活动基本集中在

西安高新区。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六个

“世界一流园区”之一，西安高新区目前

已经发展成为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金融

机构最密集的区域， 也是陕西省内上市

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和区域性创业风险资

本的集聚地。

2006

年以来， 陕西受到

PE

、

VC

越

来越多的关注。 西安高新区金融办主任

丁震介绍说， 中金等国内外众多知名机

构的身影时常活跃在西安高新区。

自

1999

年西安高新区成立陕西省

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西安高新技术

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至

2010

年

6

月，西安高新区累计在册各类投资及咨

询机构达

310

家，注册资本总额

89.73

亿

元， 其中

60

余家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已

成为区域性的创业风险资本的集聚地。

创业风险投资是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的关键，对推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

型国家、 创新型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了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西安高新

区出台了关于促进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

若干政策， 以及关于促进创业风险投资

发展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一方面对创业

投资机构与业务给予多种支持鼓励政策，

同时设立了

5

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大力促进高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发展。

西安高新区通过项目推介、 投资沙

龙、高峰论坛、创业大赛等多种方式，帮

助企业与投融资机构对接， 促进了达刚

路机、 坚瑞消防等一批企业上市前成功

引入风险投资。

为了进一步引进优秀的创业投资团

队， 西安高新区通过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成立了四个合作基金，其中在

2009

年，

与台湾元大金控合作成立了陕西省首

家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业投资企

业———顶华通路价值创业投资 （西安）

企业，实缴出资额

1.53

亿元，其中外资

1500

万美元。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企业获得的风

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如华迅微电子获

得了德丰杰等创业投资企业

800

万美

元的联合投资；华海医疗获得投资

2500

万美元；一体医疗获得投资

2

亿元人民

币； 瑞联电子获得投资

4

亿元人民币；

迈科金属获得投资

1

亿美元。

2010

年

上半年， 高新区新注册投资类公司

30

家，注册资本共计

9

亿元，区内陕西凯

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炬光科技有

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获得深圳达晨创

投、国投高科技投资公司、上海联合投

资公司等知名创投机构共计

2.7

亿元的

投资。 （郑 彦）

●2007 年以来， 陕西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在西部 12

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二，同期融资规模位列西部第一

●创业板公司数量在全国排名并列第六，经过 20 年

积累，后备资源藏龙卧虎，特点鲜明的陕西创业板板块值

得期待

●陕西优势产业的资产证券化率将快速提高， 陕西

上市公司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成为

引领西部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