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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触角伸向天山南北

———新疆金融市场发展小记

证券时报记者 王 悦

最西北的金融服务站

位于阿勒泰山脉中麓的禾木喀纳斯

蒙古民族乡， 离最近的冲乎尔信用社一

百多公里， 当地的农牧民办理最基本的

存取款和贷款业务来回得四五天， 冬天

来回一趟更得半个月之久。 金融服务空

白直接影响和制约了禾木喀纳斯蒙古民

族乡的经济发展。

2010

年

6

月

19

日， 新疆最西北的

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布尔津县农信

社禾木喀纳斯蒙古民族乡金融服务站诞

生了。开业当天，就为该乡牧民办理各项

贷款

20

笔，金额

60

万元人民币，这些贷

款主要用于购买改良牛、 制作特色民族

旅游纪念品等方面。

据统计，

2010

年

6

月末， 新疆尚有

214

个金融机构空白点， 而这一数据不

到两个月就得到极大改观， 到

8

月

15

日， 新疆累计解决

139

个空白网点乡

镇， 仅剩

75

个待解决， 全疆金融服务

“空白”问题按计划在年底前解决

80%

，

两年实现全覆盖。

栽下梧桐引凤凰

2010

年

7

月

19

日， 新疆自治区政府

与中国银监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银行业金

融机构支持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工

作座谈会，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会上强

调，银行业应在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中大

有作为，支持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

以及进出口银行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

8

月

28

日，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支行正式挂牌开

业。 而在此前，新疆金融办、人行乌鲁木

齐中心支行、 新疆银监局就已经积极引

进机构，推进新疆金融机构多元化体制，

完善金融市场， 成功改制培育

4

家城市

商业银行，引进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

信银行等

5

家股份制银行在新疆设立分

行， 新疆首家外资银行东亚银行也于

2008

年落户乌鲁木齐。

此外，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各

方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向县域延伸， 先后

在五家渠、哈密、库尔勒组建成立了

3

家

村镇银行，这些机构的引进和成立，为县

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

了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新疆

有着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优势和地缘优

势，能源产业基础逐渐扎实，经济加速发

展的条件日趋成熟。 目前进驻新疆开发

投资的大企业大集团已有二百余家，投

资额达数千亿，还有一批煤电、煤化工项

目陆续投产， 新疆宏观经济发展将获得

有力支撑。

随着

19

省市对口援疆项目的逐步

落实和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 东部沿海

发达地区的地方性银行、 全国性股份制

银行、外资银行等将陆续进疆，新疆银行

业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局面，

也将有更多银行家为边疆的改革发展贡

献才智，帮助银行业提升实力。

小额贷款公司输血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企业发

展的头号问题。 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

中小企业主要依靠民间借贷等融资方式

筹措资金，融资方式单一，成本高，与沿

海发达省市和中部地区相比， 新疆中小

企业发展缓慢。

2009

年

6

月， 新疆批准注册首批

5

家小额贷款公司。短短

1

年，全疆已有小

额贷款公司

30

家， 总注册资金达

14.36

亿元，大部分来自民间投资。

乌鲁木齐华春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是首批成立的

5

家小额贷款公司之

一，其注册资本

1

亿元，根据相关规定，

华春可向企业放贷资金为

1.5

亿元。 公

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华春已经

为五百多家中小企业、 个体户和个人放

贷

4

亿元， 相当于把注册资金回收再放

贷了近三次。

乌鲁木齐经委提供的数据显示，乌

鲁木齐首批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挂牌营业

仅

5

个月时， 累计放贷总额就已超出总

注册资本金的

124.81%

。

而据最新消息，一份旨在缓解新疆中

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政策专报，日前已由新

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递交至新疆自治区

党委、新疆金融办、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

行和新疆银监局。专报倡议新疆启动小贷

公司转制为社区银行、 村镇银行试点工

作，待试点时机成熟后向全疆推广，从而

为新疆民营企业发展缓解资金困境，为民

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创造历史机遇。

独具“疆”心 把优势资源向上市公司倾斜

———专访新疆证监局局长侯丽春

证券时报记者 宋 雨

20

年来，新疆资本市场伴随着中国

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证券时报记者

专访新疆证监局局长侯丽春时，在感受

到新疆资本市场

20

年发展成就的同

时，也深刻体会到新疆独具的特色。

体现新疆经济发展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在新疆经济体系

中，资本市场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侯丽春：经过

20

年的发展，新疆资

本市场不仅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的带动作用。

从

1994

年宏源证券上市至今，新

疆已培育发展了

35

家

A

股上市公司

和

3

家

H

股上市公司， 其中大部分已

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极

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和特色产业发展，

是新疆企业、 新疆经济发展的杰出代

表，体现着新疆经济的发展水平。

借助上市公司，新疆实现了经济与

资本的对接， 如新疆特色农产品深加

工、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新疆新能

源产业异军突起等，资本市场已成为落

实新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新疆上市公司累计从资

本市场融资

430

亿人民币及

130

亿港

元，这一大笔宝贵资金的获得和投入，极

大地促进了自治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优化和促进

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疆板块值得市场信赖

证券时报记者：在新疆资本市场的

发展中，您认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侯丽春：总体来看，新疆资本市场

的发展是健康稳健的。 与全国相比，新

疆上市公司数量少，规模小，但上市公

司发展定位好，成长性好，具有较好的

成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通过公司努力和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支持， 新疆不仅培育出了像特变电

工、 金风科技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科技含量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上市公司，而且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

和信息披露也比较规范，公司运营比较

可靠，是一个值得市场信赖的板块。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新疆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做优

做强主业， 利用资源优势创新重组、并

购重组的成功案例，是新疆资本市场的

最大特色。 如

2003

年

－2005

年间，我们

对啤酒花事件、德隆事件及对新疆证券

一系列危机的及时成功处置，体现了自

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发挥了新

疆证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同效应。

新疆上市公司在重组方式上的大

胆创新，也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很多

经典案例，如将新疆证券的关闭与宏源

证券股权分置改革和重组同步实施；宝

钢吸收合并八钢集团；中粮集团入主新

疆屯河、中材集团入主天山股份，另外

还有多家上市公司与国内大企业大集

团合作，对做优做强上市公司，切实推

动新疆特色农业深加工、钢铁、水泥、建

材等支柱产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新疆优

势资源转换战略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

优势资源向上市公司倾斜

证券时报记者：新疆在支持、推动

资本市场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

工作经验？

侯丽春：首先是自治区党委、政府

对资本市场发展高度重视和持续支持。

2005

年， 自治区政府成立了在积极推

进地方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中担

当着重要角色的新疆金融工作办公室，

并于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支持新疆资本

市场发展的政策，使新疆资本市场具备

了稳步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新疆证监局

将服务融入到监管中，有效防范和化解

了系统性风险，维护了市场安全，对上

市公司的发展和后备资源的培育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确保了新疆资

本市场各项功能的发挥。

目前，新疆证监局会同相关职能部

门正有计划、有目标地把新疆的优势资

源向上市公司倾斜、集中，争取每年有

一到两家存量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

定向增发的方式转型为优势资源开发

型上市公司，每年有一到两家优势资源

开发型公司发行上市。

五方面促新疆跨越式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在新形势、新机遇

面前，请您谈谈对新疆资本市场的期待

和构想？

侯丽春：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新疆上

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市场化方式，依托

新疆特色资源产业，把上市公司培育成具

有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大企业、大

集团。 同时，积极争取相关各方对新疆资

本市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持续加强

监管，提高各市场主体的规范运作水平。

根据新疆的现实情况和推进新疆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我们希望新疆

资本市场在以下五个方面能够加快发

展：一是完善新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让新疆能够尽快成为全国首批场外市场

试点省区； 二是加快培育更多优势企业

上市。 同时， 支持促进上市公司加快发

展，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带动促进自治

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优先促进新疆企

业在境内外市场分拆上市， 提高新疆上

市公司的规模和质量； 四是尽快促进新

疆棉花在郑州期货交易所上市， 在新疆

建立棉花期货交割仓库； 五是采取鼓励

政策， 引导支持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在

新疆开展保荐业务和并购重组业务。

发挥政策优势 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

———访新疆政府主席助理、新疆金融办主任王会民

证券时报记者 宋 雨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

发展暂行办法》， 新疆资本市场 “十二

五”规划也拟定出台。 新疆政府主席助

理、新疆金融办主任王会民在接受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疆资本市场已

经为自身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十二五”期间，新疆资本市场将

实施企业上市“四个一批”工程，健全政

策支持体系和上市推进机制，培育创业

风险投资体系， 推动三板市场试点，多

层次资本市场在新疆的建立，将为跨越

式发展集聚更多的资金。

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

在回顾资本市场在新疆

20

年的发

展成就时，王会民说，在中国

30

年的伟

大变革中， 伴随着新疆经济的发展，伴

随着全国资本市场

20

年的发展， 资本

市场在新疆充分发挥了筹资、 资源配

置、价格发现等功能，为新疆经济发展

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支持了企业做大

做优做强、扩大了居民投资渠道，极大

地促进了自治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在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和促进发

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

该说，经过

20

年的发展，资本市场已经

成为新疆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

疆资本市场已经为自身实现跨越式发

展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实践证明，在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中，资本市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

要推动作用，新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王会民说，新疆资本市场不仅成为

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新

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带动

作用。 截至今年

8

月底，新疆上市公司

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累计募集资金已近

600

亿元， 其中最近

3

年募集资金额超

过前

15

年之和。 借助这些宝贵的资本

金，新疆上市公司不断做大做强，为促

进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政府担当不可替代角色

自治区政府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高

度重视和持续支持，使新疆资本市场具

备了稳步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

对此，王会民表示，在这些年的发

展中，自治区政府和企业在不断加强对

资本市场重要性认识的同时，也在加强

对资本市场潜力的挖掘，始终与中国资

本市场的最前沿保持一致。

2005

年底，借助处置区域市场金融

风险和推进上市公司重组发展的时机，

自治区政府成立了新疆金融工作办公

室，并以化解金融风险、推进上市公司

重组、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为起点，积

极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在区域资本市场

的发展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为了支持新疆资本市场发展，自治

区政府出台了多项支持新疆资本市场

发展的政策，以及自治区非上市公司股

权集中登记托管、企业上市政策引导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公布首批重点培育成

长性企业、 确定

2010

年自治区首批重

点拟上市企业等多项政策。

在完善自治区政府支持促进新疆

资本市场发展有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

又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促进股权

投资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给予股权投

资类企业、个人投资者一系列所得税方

面的优惠政策，引导资金参与新疆拟上

市企业的改制上市进程。 “我们的目的

是进一步改善新疆资本市场发展的政

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使更多的资本、技

术、人力等市场要素或社会资源，借助

资本市场平台流向新疆，汇成支持新疆

大发展的新源泉和新动力。 ”王会民说。

实施“四个一批”工程

今年

8

月，中国证监会和新疆政府

共同召开“资本市场支持新疆经济社会

跨越式发展报告会”。 中国证监会制定

了资本市场支持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多

项措施，包括支持新疆企业首次发行股

票上市、 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并购重组；

支持新疆培育上市后备资源，参与“新

三板市场”试点等。

“结合国家给予新疆的各项特殊优

惠政策，在进行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市场调

研工作基础上，新疆金融办制定了新疆资

本市场‘十二五’发展规划”，王会民说，

“十二五期间， 我们首先要实施企业上市

‘四个一批’工程，包括：做大做优做强一

批， 加强对现有上市公司支持服务力度，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每年通过资本市场实

现再融资

60

亿元

－70

亿元，培育出

5

家

－

10

家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双超

100

亿元

的大型上市公司；上市发展一批，力争每

年新上市企业

3

家

－5

家， 每年从资本额

市场融资

20

亿元

－30

亿元；筹备一批，力

争每年有

5

家左右的优势企业达到上市

条件；改造一批，力争每年有

10

家企业完

成股份制改造，提供经营业绩。 ”

在健全“十二五”政策支持体系和

上市推进机制方面，王会民说，要积极

拓展新疆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中心的

功能，建立银行机构、投资机构与企业

间建立定期交流制度，把银企项目综合

性推介、区域性推介以及专业化推介等

形式结合起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将制定和落实企业扶持政策、推动

企业上市的工作效果纳入各地州市的

绩效考核范畴；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支

持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或可转换债券，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和

短期融资债券，大力发展符合中小企业

特点的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积极推动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引进民营、外资

等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以金融办（上市办）为基

础，健全自治区、各地州市多层次支持、

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体系，不断提高

拟上市企业的质量。

培育创业风险投资体系，也是新疆

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的主要内容，包

括拓展新疆股权投资企业服务中心的

功能， 搭建创业风险投资企业与新疆高

新技术与科技企业对接的平台； 加大地

方政策扶持力度，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吸

引内地股权投资类企业投资和参股等方

式支持新疆企业，在新疆设立总部、分支

机构和出资设立法人投资机构； 积极探

索筹建新疆高新技术产业创业风险投资

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积极探索建

立“政府引导企业、企业吸引创投、创投

带动金融”的发展模式和方式。

此外，“十二五”期间，新疆还将推

动三板市场试点。 争取将乌鲁木齐高新

区非上市公司纳入中国证监会中关村

股份代办转让系统（三板市场）试点；借

鉴天津股权交易所、重庆股份转让中心

的方法或与其合作，拓展新疆非上市公

司股权登记管理中心的功能，在证监会

统一监管的市场体系中承担证券场外

交易市场建设试点任务，推动非上市企

业在场外市场挂牌交易。

王会民指出，相对于新疆丰富的资

源和各种特殊优势，新疆利用资本市场

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的

发挥空间。

王会民（左一）在座谈会上

侯丽春（前左一）调研特变电工

新疆篇

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