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高新区企业

上市将进入爆发期

———访成都高新区

贸易发展局局长汤继强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我们预计未来成都高新区

的企业会进入一个上市爆发期。 ”

在谈到园区企业上市节奏时，成

都高新区贸易发展局局长汤继强

说，“成都高新区成立

20

年来，我

们始终坚持一个重要理念： 科技

必须与资本结合， 才能产生强大

的生命力。 ”

目前， 作为西部高新园区的排

头兵，成都高新区已拥有

20

余家上

市公司， 等待排队上市的企业

100

余家，正在改制辅导的有

300

余家。

在刚刚结束的

2010

第三届“世界创

新与投资促进平台”发布会上，成都

高新区荣获

2010

年度“中国最具投

资潜力经济园区”，位居全国各高新

区第

3

位。

分析成都高新区上市企业的特

点， 汤继强表示， 在四川上市公司

中， 成都高新区可以成为一个独立

的板块，拥有自己的区域特点，特别

是在近期上市的企业中， 高新区培

育的企业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业企

业，并非通过老国企改制而来，他们

拥有沿海高新企业的特点， 而且成

都高新区一开始就注重引进国际大

型企业集团， 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

际产业的氛围， 使园区内企业具有

强烈的国际视野。

汤继强认为， 从成都高新区的

发展经验来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

皮肤，过去的经济主要是实体经济，

但现在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

行，企业的高科技需要与金融结合，

才能产生最大的生产力， 成都高新

区的管理者和企业都认识到这一

点， 所以不仅园区鼓励扶持企业上

市， 企业自身也看到上市带来的好

处，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成

都高新区很多企业都尽可能把公司

做规范，做成公众公司，把上市当成

企业发展的主要目标。

“成都高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快

速增长， 顺应了西部大开发的大趋

势。 ”汤继强说，“西部大开发政策实

施以来， 西部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

吸引了资本市场的目光，因为整个国

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国外的市场变

得有限， 中国的市场则表现得很活

跃， 中国的西部市场表现得更活跃，

而活跃的市场对资本的需求，对资本

的吸引，都比其他区域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 西部哪些区

域最先国际化？ “我认为是成都，

而成都的排头兵就是成都高新

区， 因为高新区拥有很多国际型

企业，带来了很多国际理念。 用一

个比喻来说就是， 成都高新区属

于西部的东部。 ”汤继强说。

汤继强表示，上市虽然对推动地

方经济的发展很有作用，但对那些离

上市还有很长距离的处于初级阶段

的企业来说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远

水解不了近渴， 政府依然要立足当

下，上市属于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

炭，政府要做的大量的工作仍然是雪

中送炭，为企业在上市之前的每一个

环节做好服务，为那些离上市目标较

远的企业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做产业要耐得住寂寞， 因为

从创业到上市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汤继强认为，企业既要接受市

场的考验， 还要接受自己的考验，

看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技术、自己

的管理能力是否符合上市的要求。

现在成都高新区正聚集一大批优

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具备很好的

金融服务环境、 政府服务环境、产

业发展环境的情况下，未来会培育

出越来越多的上市企业。

20

年、

87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1448

亿元直接融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作为全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缩影， 四川资

本市场

20

年来走过了萌芽、起步、规范、

壮大的发展历程，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传播现代经济理念

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望未来，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局长杨勇平说， 四川资本市场未来发展

潜力巨大， 并已开始具备在更高层面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辉煌 20 年

一路走来， 四川资本市场正快速地

发展壮大。

20

年间，四川资本市场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权威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末，四

川资本市场有上市公司

87

家 （其中

A

股

80

家、境外

9

家，其中有

2

家属

A+H

股），证券公司

4

家，期货公司

4

家，证券

营业部

198

家、正在筹建的

5

家，异地期

货公司在川营业部

5

家。

截至

7

月末， 有证券投资者账户

677.87

万户，

1

月至

7

月累计实现证券

交易额

18721.08

亿元。 上市公司数、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数、 证券投资者开户数

分别比

1999

年增长了

57.14%

、

75.62%

、

81.73%

。

20

年来，四川资本市场累计实现直

接融资

1448.37

亿元， 为企业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一大批行业骨干企

业、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对

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引领、 带动作用

日益显著。

在上市公司经营质量上，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四川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1344.87

亿元， 同比增长

19.22%

，

占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总收入的

12.67%

；实现净利润

82.92

亿元，同比增

长

69.82%

，占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

利润的

12.76%

。

目前， 四川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的层次完善的上市公

司体系； 全国各大证券公司在川都设有

分支机构，机构数量位居中西部第一；会

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众多，中

介服务体系门类齐全。

从萌芽到规范

回眸曾经走过的路， 有阳光也有风

雨， 但四川资本市场总能在挑战中抓住

发展机遇。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四川在全国率先实

行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成都市工业展销

信托股份公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记

载的第一批以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公司。

1987

年， 成都信托投资公司试办证

券柜台交易， 随后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和四川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成立；

1991

年，四川省证券交易中心成立。 截

至

1991

年底， 全省有证券公司

3

家，信

托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

35

个，证券业务

代办点

400

多个。

借着起步早、大胆创新的优势，四川

取得了股份制改造的全国领先地位，也

为以后四川资本市场抓住改革开放机

遇，乘势而上、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2

年开始，四川成都、绵阳、乐山

等地先后出现了自发性的证券交易市

场。随后，成都红庙子市场成为当时全国

规模最大的证券自发交易市场。

1993

年，川盐化

A

、乐山电力相继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都

电缆成为中国第一批在境外（香港）融资

的企业， 拉开了四川企业积极利用资本

市场融资发展的序幕。

至

1999

年底， 四川已有上市公司

56

家，证券营业部

111

家，投资者账户

373

万户， 年证券交易额

1390.60

亿元，

各项指标均居西部第一位。

2000

年以后， 四川和全国市场一

样，早期发展过快导致四川资本市场一

些历史遗留风险逐步显现。为了尽快消

除遗留风险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从

2004

年开始，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四

川开展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通过

近

3

年的综合治理，四川

5

家证券公司

未有一家被风险处置，客户资产也安全

完整，为以后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 四川资本市场开展了股

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清欠”等重大专

项工作，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增强了上

市公司的行业地位， 上市公司对地方经

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

至

2008

年底， 四川已有

A

股上市

公司

67

家，证券公司

5

家，期货公司

4

家，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197

家，投资者证

券账户开户数

590

万户， 实现年证券交

易额

2.41

万亿元。

创造历史 大灾后大发展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发生了震

惊中外的特大地震， 四川资本市场遭受

严重打击。 据了解，当时有

26

家上市公

司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134

家证券期

货营业网点受灾严重， 直接经济损失累

计达

10

亿元。

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抗震救灾和灾

后重建工作。尚福林主席带队深入重灾区

调研，确立了开辟“绿色通道”，支持灾区

企业首发上市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等资本

市场支持灾后重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面对灾难，四川证券人临危不惧，迎

难而上， 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拼搏

的精神， 确保了四川证券市场的平稳运

行，创造了中外证券史上“大灾之后不休

市”的纪录，取得了资本市场灾后重建的

全面胜利。

据了解，“

5

·

12

”大地震至今，四川企

业利用资本市场累计实现融资

478.64

亿

元， 占四川资本市场历年实现融资额的

41.68%

。其中，有

21

家公司实现首发上

市，融资

195.22

亿元，有

15

家上市公司实

现再融资，融资

283.42

亿元。首发融资金

额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金额分别占同期

西部

12

省区市的

44.26%

和

22.86%

。

除了上市公司融资，证券期货也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华西证券获得了集合资产

及定向资产管理、股指期货中间介绍等多

项业务资格。国金证券公司完成了对控股

子公司国金期货的增资扩股，获得了股指

期货中间介绍业务资格。 这些业务突破，

为四川证券公司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的

空间。此外，落实了

6850

万期货投资者保

障基金收购嘉陵期货公司客户权益，彻底

化解了嘉陵期货历史遗留风险，确保了四

川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

新机遇 新征程

面对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 四川证

券人没有骄傲。站在新的起点上，四川证

监局局长杨勇平表示， 四川资本市场已

经开始具备在更高层面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和条件， 有能力领跑中西部地

区，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根据多年的发展经验，四川

已经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参与、交易

所指导、各方扶持”的企业上市培育工作

机制，形成了“上市一批、辅导一批、改制

一批、培育一批”的企业上市培育体系。

目前，四川有已批准待实施融资的

企业

4

家，预计融资

23.7

亿元，其中，首

发融资

3

家，预计融资

19.9

亿元，上市公

司再融资

1

家，预计融资

3.8

亿元；有

13

家企业已向证监会上报融资申请材料；

还有

41

家企业进入上市辅导程序；超过

300

家企业接受了改制辅导培训。

在上市公司再融资方面， 借助综合

监管体系， 四川上市公司近年来解决了

长期以来制约企业发展的公司治理痼

疾、 资产权属及利益输送等一系列重大

问题， 独立性和盈利能力都得到大幅提

升。 目前四川已有

2/3

的上市公司具备

了再融资能力。

此外，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加快

推进也为四川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辟了

广阔空间。四川产业门类齐全，工业园区

发展迅猛， 拥有成都高新区和绵阳科技

城园区两个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 园内

中小企业、高新企业众多，利用主板、中

小板、 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潜力

很大。未来，随着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

场建设步伐加快， 四川企业利用资本市

场发展壮大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平台。

一个证券记者眼中的四川资本市场 20年

证券时报记者 华 雪

在我四处查阅相关文件， 梳理四川

资本市场

20

年的大事件时，许多往事清

晰重现，屈指算来，从跟随红庙子拥挤的

人流第一次认识股票到投身证券新闻至

今，也有近

20

年的时光了。

我曾经发表在 《证券时报》

1998

年

底的一篇文章《红庙子白庙子》先后两次

被王安先生在他主编的《资本中国》中引

用，用来描述红庙子市场。 “炒家天天在

红庙子街边摆上桌子， 桌上放着一沓沓

万元一扎的钞票， 桌边挂着收购股票字

样的白纸，三五成堆地坐在桌后喝茶，谈

行情，晒太阳，等着人们持股来卖。 那些

花一元钱一股买来原始股的人哪里经得

起转眼五六倍七八倍利润的诱惑， 纷纷

持票上街。 赚钱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工农商学干都加入到红庙子的人流

……红庙子的成交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

行的，一方仔细验票和身份证，一方哗啦

啦数钱， 钱票两清， 围观者满足地叹口

气，低声传递着刚才的成交信息，成交者

迅速消失在人流中。 往往是从街这头还

没走到街中间就获知———‘嗨！ 又卖亏

了’！ ”

红庙子是四川资本市场的 “启蒙

初级读本”， 而后来相继发生的严重

违规事件却又给四川资本市场的方方

面面提供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反面教

材， 所幸这种错误很快在市场中得到

纠正， 事件中市场各方都获得了宝贵

的经验。

作为敢为天下先的四川人其实从来

就不缺创新的勇气。

1998

年，民营企业

托普集团收购川长征， 成为证券市场上

成功借壳上市的第一例。 一般的借壳上

市是先收购后注资， 而托普借壳的特色

在于其先对川长征注入优质资产， 再将

其收购，使其完全产业转型。即使放在今

天， 也不能否认当时其在资本市场资产

重组的典范效应。

托普集团的领军者宋如华是一个经

常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的人物。 在他的

西部软件园， 大大的风景池就是一幅世

界地图的造型， 向世人昭示他的宏图大

志。 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要效法印度软

件大王， 在中国建立他的软件帝国。 但

当他成功地以每股

33

元的高价增发募得

10

亿人民币后， 却头脑发热地在全国圈

地建

20

多个软件园，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

裂。 我至今没读懂当年托普增发时的募

资说明书， 一连串的高科技软件术语

打得我发懵， 我当时也请教了专家，

但专家也没给我讲清楚。 当然， 钱最

终也没往募资说明书上的项目投。 后

来经常听人说， 假设托普没上市， 假

设托普没那么容易到手

10

亿人民币，

假设他没有假大空地声称在全国招

5000

名软件工程师被媒体质疑， 宋如

华的托普集团兴许还在。 当然， 历史

不能假设，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在证券市场得来的钱如果没用

好， 最终会导致灭顶之灾———在证券

市场上混， 早晚是要还的。

在我见证的重组中， 博瑞传播可以

称得上是四川资本市场成功重组的典

范。 从四川电器到博瑞传播， 十来年过

去， 公司背靠成都商报这棵大树变身为

传媒企业，并且正在茁壮成长。

5

·

12

汶川大地震后的

5

月

16

日，

我参加了震后首次东方电气年度股东

会，董事长斯泽夫“青山依旧在，东方

会更红” 这句广为传播的誓言最早出

现在《证券时报》的纪实报道中，见证

了东方电气借助资本市场迅速走出阴

影、重建家园的过程。 近两年，借助资

本市场， 东方电气又大力推进新能源

产品开发，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

源设备板块产值比重大幅上升， 结构

调整已经初见成效。

四川资本市场：辉煌廿载 更上层楼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记载的第一批以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公司———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

股份公司股票

人头攒动红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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