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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篇

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

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资本

市场成立

20

周年之际，吉林省常务副

省长竺延风总结回顾了二十年来吉林

省资本市场建设成就和经验， 并表示

要加大拟上市企业培育力度， 落实各

项优惠政策， 切实帮助企业加快在主

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证券市场上

市步伐， 以继续推动吉林资本市场改

革发展， 更好地服务吉林省经济社会

发展。

竺延风介绍， 伴随全国资本市场

的发展， 吉林省资本市场建设也取得

了可喜成绩。 自

1993

年第一家公司上

市至今， 全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

35

家，

A

股上市公司总数在全国排名

14

位，累计募集资金

283.56

亿元，上市公

司总股本

179.29

亿股， 总市值

2291.5

亿元，资产证券化率

34.4%

。目前，吉林

省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均有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分布于制造、医药、房地

产等重要支柱产业， 其中大部分是国

有重点大中型企业和行业排头兵，这

些企业通过改制上市， 建立了现代企

业制度，提高了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

壮大了资本实力，提高了核心竞争力，

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 带动了

所属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从经营业

绩看， 吉林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总体

高于省内同行业平均水平， 并给投资

者带来较为满意的回报。 同时，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 吉林省上市后备企业

不断增加，市场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全

省确定重点培育企业

100

家， 在辅导

企业

15

家。目前，全省共有证券公司

2

家，证券营业部

83

家，期货公司

5

家，

期货营业部

13

家， 投资者开户数近

160

万户，客户总资产

1400

亿元。全省

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功能日趋完

善， 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竺延风说，多年来，在中国证监

会和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市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吉林资

本市场改革发展不断深化，制约区域

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得到有效破解。 一是全面完成全

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任务，扫清

了全省市场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 二

是顺利完成上市公司 “清欠解保”工

作，清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

违规担保

10.3

亿元，卸掉了上市公司

经营包袱。 三是深入开展上市公司专

项治理活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明显提高。 四是全面推进证券公司综

合治理工作， 撤销关闭新华证券，集

中处置全省

10

家高风险证券营业

部，有效化解了市场风险，维护了全

省市场和社会稳定。 经过综合治理，

全省证券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明显提

高，东北证券作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在

夯实资本基础上成功实现借壳上市。

五是促进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经过几

年的清理规范，期货经营机构规范化

运作水平明显提高，期货市场功能得

有效发挥，在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是加大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

益，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查处了“带头

大哥”、“海天” 非法集资案等一批大

要案。 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全省资本

市场规范化运作程度显著提高，发展

基础进一步夯实。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

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展开的资源整合

力度不断加大， 资本市场的迅猛发

展，必将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即

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把促进经济

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新形势下，

资本市场发展正处于重大战略机遇

期，只有充分利用和发挥资本市场的

功能，才能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和增

长中把握先机。

竺延风表示， 近年吉林经济保持

了良好发展态势。今年前三季度，吉林

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5281.59

亿元，

同比增长

14.7%

， 工业增加值实现

2750.37

亿元，同比增长

20.8%

，城镇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974.41

亿

元，同比增长

30.3%

，出口总值

29.69

亿美元，进口总值

92.29

亿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

44%

和

55.8%

。今年，吉林省

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和规模， 全省新开

工

3000

万元以上项目达

3210

个，长

吉图开发开放战略开始实施， 这些都

为吉林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基

础， 更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和动力。

竺延风同时指出， 必须看到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除， 全球经

济复苏基础还很脆弱。 国内外市场疲

软， 需求不旺， 生产要素价格大幅波

动，节能减排压力增大，直接导致企业

生产成本上升、开工不足，生产经营压

力增大。 总的来看，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仍然不容乐观，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压力依然很大。 长期以来，吉林省经

济增长呈现明显投资拉动特征， 且融

资结构不尽合理， 项目融资多数依靠

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不到

10%

，随

着通胀预期加大， 宽松货币政策趋向

收紧，将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融资受

限，投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这需

要我们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解

决资金短缺问题。 此外，在国民经济结

构调整转型过程中， 发挥吉林省在承

接国内产业梯次转移中的比较优势，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也迫切需

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支持。

竺延风介绍说，长期以来，吉林省

委、省政府对资本市场建设高度重视。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区域资本市场

发展的政策措施， 建立起全省拟上市

企业资源库， 实施百户企业上市培育

工程， 实行资本市场建设行政首长责

任考核机制。 今年，吉林省专门召开资

本市场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动员，提

出新形势下吉林省资本市场建设的总

体思路， 着力推动吉林省资本市场建

设长期快速稳定发展。

竺延风指出，明年是“十二五”规

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贯彻党的十七届

五中全会精神， 促进国民经济战略结

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

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一

年，更是资本市场继往开来，加快发展

的关键性一年。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市场已

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结构调整的重要平台。 吉林省将认清

形势，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重点做好

四项工作， 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吉

林省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一是用好用足政策， 多渠道扩大

直接融资规模。 吉林省内各级政府部

门要加大拟上市企业培育力度， 落实

各项优惠政策，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上

市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把工作做

细、做实。 同时，要做好企业上市规划，

做好分类排队，根据企业实际条件，加

快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证券

市场上市步伐。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目

前吉林省上市公司总体质量明显提

高， 原来全省有十余家

ST

类公司，现

在减少到

2

家， 具备再融资功能的企

业数量明显增多。 要加大上市公司再

融资力度， 支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增

发、配股、公司债等多种融资方式进行

再融资，实现更大发展，扩大吉林省直

接融资规模。

二是发挥资本市场主体功能，提

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要在努力增加

上市公司数量的同时，着力在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上下功夫。 要积极支持上

市公司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重

点项目建设， 并给予必要政策倾斜。

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

积极参与行业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升级。 鼓励一汽等有实力的企

业集团通过整体上市，实现资产的市

场评估增值。 要积极扶持证券、期货

公司通过增资扩股， 壮大资本实力，

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发展能力，鼓

励其在市场培育和经济建设中发挥

积极作用。 积极做好准备，推动长春

高新区进入全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扩大试点范围，配合中国证监会有序

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建设工作。 大力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这一新的金融业态，发挥其市

场资源配置功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服务。

三是加强市场文化建设， 营造良

好市场发展氛围。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

场发展史，企业经营失败、金融风险的

酿成无不与市场诚信缺失有着直接关

系，这样的例子在吉林也并不鲜见。 经

过长期努力， 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

规范成熟，要珍惜并维护好这一局面，

继续加大对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的打

击力度， 着力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

境和氛围。 各市场主体要立足长远发

展， 牢固树立合规守法的诚信经营理

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全面提高规范

管理水平，夯实发展基础，打造知名品

牌，给广大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树立

吉林省资本市场良好形象， 为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四是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资本市

场建设效率。 资本市场是一项系统工

程，仅靠一、两个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各部门各个方面互相配合，

齐心协力，齐抓共管。 近年来，证券监

管部门与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地政府的

配合是好的，成效是显著的，今后要进

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目

前各级政府都实行了资本市场建设行

政首长负责制，建立了考核机制，省政

府也对金融办职能进行了调整， 充实

了力量， 加强了对资本市场建设工作

的统一领导， 有利于逐步形成全省资

本市场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必将推

动吉林省资本市场建设工作再上一个

新台阶。

之一

吉林企业上市

“育林”工程成绩斐然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2004

—

2006

年，吉林资本市场曾陷

入低谷，三年中不仅上市公司质量下滑，

而且没有任何公司首发上市。近几年来，

由于吉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相关机构

的不懈努力， 吉林资本市场逐渐走出低

谷，上市公司质量不断好转，市场建设也

悄然提速。

今年初，吉林省先后出台了《吉林

省加快资本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

《吉林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和 《吉林省

100

户企业上市培育工程

实施方案》， 这三个文件既有整体规

划， 又有重点措施， 共同形成了有目

标、有政策、有手段、有层次的资本市

场发展配套性文件， 对推动吉林省资

本市场健康、 长远发展提供了政策依

据和制度保障。

目前，“吉林省

100

户企业上市培育

工程”已进入实施阶段。 年初以来，吉林

省完成和进入辅导程序的企业共有

12

家，其中已通过辅导验收的企业有

2

家，

在辅导期内的企业有

10

家。已完成辅导

验收的

2

家企业中， 集安益盛药业已经

向证监会递交了首发上市材料， 临江市

东峰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争取尽快向

证监会报送创业板上市申请材料。此外，

吉林省在辅导期内的吉林永大集团股份

公司、吉林科龙建筑节能科技股份公司、

长春鸿达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吉林省宇

光能源股份公司等

4

家公司正在积极准

备上市相关工作，力争在

2011

年上半年

申报上市材料。

日前， 吉林省又新增

2

户辅导备案

企业， 分别为长春博超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和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另

有吉林省北方肥业有限公司、 吉林昊宇

石化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平市精

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洮南市北方金塔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企业正在引进战

略投资者，并同券商接洽，有望于

2011

年申报上市材料。 吉林安洁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今年重新启动了在新加坡主板上

市程序。

年初吉林出台股权投资基相关文

件以来， 吉林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

速。 目前，由软银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发起设立的吉林软银欣创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硅谷天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与吉林省亚东创业投资公司共同

成立的亚东硅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已经注册成立。 同时，吉林省国

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和国家汽车

电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在长春高新区

注册成立，为下一步募资和项目投资做

好准备。

针对低碳环保领域、吉林特色产业，

吉林省金融办积极协调域内外投资机构

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在省内组建低碳循环

经济投资基金、长吉一体化基金、纳米碳

酸钙专项基金、吉林

100

股权投资基金、

人参基金等。其中，低碳循环经济投资基

金筹备进程较快， 预计近日很快完成第

一轮募资并注册成立。 人参基金拟由吉

林长白山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

立，首期募集规模

5

亿元，重点投资于吉

林省人参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及成长型

龙头企业。目前，管理团队正积极与相关

投资机构接洽， 初步确定了

2

亿元的募

资意向。

截至目前， 吉林省今年新增

4

家上

市企业， 提前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企业上

市目标， 全年首发上市企业数量为近几

年之最， 特别是企业在境外上市和国内

创业板上市方面取得了突破。

4

家首发

上市企业分别是奥普光电在中小板上

市，募集资金

4.05

亿元；四平巨元瀚洋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转板纳斯达克上市，

是吉林省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板块的企

业； 双龙股份在创业板上市， 募集资金

2.66

亿元， 是吉林省第一家登陆创业板

的企业；利源铝业已过会，将在中小板挂

牌上市。

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竺延风：

发挥资本市场主体功能 实现“十二五”新跨越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吉林省内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拟上市企业培育

力度，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上市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把工作做细、做实。同时，要做

好企业上市规划， 做好分类排队， 根据企业实际条

件，加快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证券市场上

市步伐。要加大上市公司再融资力度，支持鼓励企业

充分利用增发、配股、公司债等多种融资方式进行再

融资，实现更大发展，扩大吉林省直接融资规模。

代码 简称 上市日期

１１．２２

总市

值

（

亿元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净资产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每股净资产

（

元

）

上市以来净利

润合计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

每股收益

（

元

）

上市以来涨跌

幅

（

％

）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１９９７．０６．１８ ２９９．４６ ２６８２６８５．１３ ８５７７９７．７２ ５．２７ ６５８６１３．８３ １６４１９６．８９ １．０１ １０８．０７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１９９６．１０．２８ ２０４．０６ ７７９４８．３８ ６７６３９７．３５ １１．８０ ５５３４０７．９８ ８６３５８．８６ １．５１ １３７６．９４

６００４３２

吉恩镍业

２００３．０９．０５ ２０２．６２ １２９７０４．７６ ３６１０４９．８４ ４．４５ １８６０９１．１６ １１８４８．９３ ０．１５ ８４７．３６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１９９７．０２．２７ １５４．３３ １０５２０９．９９ ３２２７９８．９９ ５．０５ ２７１３５６．００ ３２９６４．６７ ０．５２ ３１８．５１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１９９７．０４．０８ １４７．４５ ２８６６１０．６６ ３４３５０３．４４ ２．０２ ５１８２５．７８ ６４６７０．７９ ０．３８ １１８．８１

６００８８１

亚泰集团

１９９５．１１．１５ １２２．４０ ６６８３９２．６０ ７２０７２１．５４ ３．８０ ２７０２４８．４０ ４１１８３．２７ ０．２２ １１８８．２６

６００８６７

通化东宝

１９９４．０８．２４ １０３．０９ ４５９５１．６０ １６７５５７．４５ ２．９１ ６６７１１．１８ １２５１０．９４ ０．２２ ６６８．２６

６００１１０

中科英华

１９９７．１０．０７ ９５．７１ ７６７１０．５６ ２０４９５０．５７ １．７８ ５３８０９．０８ １２６８．３６ ０．０１ ６８８．２３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１９９６．１２．１８ ９３．１５ ８５８９８．２３ ５０３４７．８１ ３．８３ １６０２１．７１ ６７９４．２７ ０．５２ ９４６．１４

００２２３２

启明信息

２００８．０５．０９ ７３．３１ ７１９５３．６０ ８５９９６．３２ ２．９５ １４５５１．５６ ６３６３．９３ ０．２３ ２１３．９３

６００７４２

一汽富维

１９９６．０８．２６ ７２．６８ ４２４５２５．４６ １９８６８２．４３ ９．３９ １２１８３４．５３ ３７２２３．４８ １．７６ ７８３．７５

０００６３１

顺发恒业

１９９６．１１．２２ ６５．７６ ５１４３３．４６ １５１２８８．０１ １．４５ ８９１５．２７ １８６２５．２３ ０．１８ ４７．８５

６００３６０

华微电子

２００１．０３．１６ ６４．６８ ８７８１３．２２ １５５１８９．２６ ２．９８ ５８４４９．４７ ７０２２．７０ ０．１３ １１４．３７

００２１１８

紫鑫药业

２００７．０３．０２ ６２．６７ ２５９４３．１０ ４９０４５．５０ ２．３７ １６２３６．７０ ６２６４．８４ ０．３０ ４５９．９２

６００３３３

长春燃气

２０００．１２．１１ ５８．３８ １３２０６２．１７ １３３７１６．６０ ２．９０ ９６０７７．１８ ５９８５．８１ ０．１３ ８４．４２

６０１５１８

吉林高速

２０１０．０３．１９ ４８．６５ ４１１９２．８５ １６７８５４．２３ １．３８ １９９０３．４９ １９９０３．４９ ０．１６ －６．７４

６００６９７

欧亚集团

１９９３．１２．０６ ４３．８３ ３６１５４６．４８ ８３６２３．３６ ５．２６ ７４９４６．１４ ８６９３．３９ ０．５５ ４３７．４７

０００９２８

中钢吉炭

１９９９．０３．１２ ４０．２８ １１５００３．３３ ９５３４２．９１ ３．３７ －２６６３４．０７ １４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９．４６

００２５０１

利源铝业

２０１０．１１．１７ ３７．９５ ７６４５９．２７ ３５２８３．９３ ５．０４ ７０２４．９７ ７０２４．９７ １．００ －９．１０

０００７６６

通化金马

１９９７．０４．３０ ３６．８６ １２６６９．４９ ６０１７６．９１ １．３４ －４５７５１．６８ １７８９．６９ ０．０４ １．４０

０００８７５

吉电股份

２００２．０９．２６ ３５．９１ １６６７６２．０７ ２４５０９７．０６ ２．９２ ７２４０．６８ ８６０．４８ ０．０１ －２５．２２

００２３３８

奥普光电

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３５．３０ １４２５３．４２ ５９８１６．４０ ７．４８ ３４０９．７５ ３４０９．７５ ０．４４ －１４．２８

６００１８９

吉林森工

１９９８．１０．０７ ３３．３５ ９９３０１．２５ １２７７８５．８２ ４．１２ ９５０８５．１１ ３２１９．２１ ０．１０ ８５．５２

０００６６９

领先科技

１９９６．１２．１０ ２９．６４ ３３８２．２６ １５０６４．３２ １．６３ －６２８７．２４ －３５９４．１０ －０．３９ １２９．０２

０００４２０

吉林化纤

１９９６．０８．０２ ２８．２２ １５９９３４．７９ ８０２３８．５６ ２．１２ １６３３８．４２ －８５０８．７９ －０．２２ ８３．２１

０００５４６

光华控股

１９９３．１２．１５ ２６．８０ ４９１４．４９ １２３５８．７４ ０．７３ －６８０７．９０ －４０２．２３ －０．０２ １８０．５４

６００２１５

长春经开

１９９９．０９．０９ ２６．４０ １４５３１．０８ ２２０７４８．３０ ６．１７ ７５３１０．４８ －８６３２．２４ －０．２４ －４９．６４

６００４６２ ＊ＳＴ

石岘

２００３．０９．０３ ２５．１７ ３３７３７．１９ －１０８３１．９７ －０．２６ －８０３３４．４１ －３３４０．８４ －０．０８ １１０．０３

６００３６５

通葡股份

２００１．０１．１５ ２０．７９ ６２７６．０６ １５７１１．７７ １．１２ －３７５１１．８２ １２６．４５ ０．０１ ４．２０

６００１４８

长春一东

１９９８．０５．２０ １９．５９ ５７１４８．９１ ２７３３８．３６ １．９３ １１２１８．００ ２３０２．３４ ０．１６ １１４．０２

３００１０８

双龙股份

２０１０．０８．２５ １８．０７ ８３２４．７９ ３３４２２．４６ ６．４３ １８６８．４５ １８６８．４５ ０．４８ １０．９５

６００６９９ ＊ＳＴ

得亨

１９９３．１２．０６ １７．１４ １２３０７．８８ ４６７４．７６ ０．２５ －４３７８９．３０ １３５３８．０３ ０．７３ １１９．１６

６００２４７

成城股份

２０００．１１．２３ １６．９６ ２４９１９．６７ ４９９２１．８９ １．４８ １９９５０．９８ ６１６．１８ ０．０２ －３５．０５

６００８５６

长百集团

１９９４．０４．２５ １５．７８ ２４３８５．８１ １１００３．３５ ０．４７ －７６１．２６ －３８２７．５０ －０．１６ １９０．４８

０００５４５

吉林制药

１９９３．１２．１５ １５．０５ ６５３４．８２ ６６９．８２ ０．０４ －１８２１９．１４ －１９４．１６ －０．０１ ４２．５６

注：上市以来净利润合计，

２０１０

年上市的公司取

20１０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其余的以上市以来每年年报净利润总和。 证券时报数据部

吉林省

34

家上市公司情况一览表

20

年资本市场建设成就显著

资本市场成经济发展重要推手

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服务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