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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篇

之二

吉林敖东：借上市跻身现代中药领跑者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吉林敖东的前身是国营延边敦化

鹿场，

1981

年建立敖东制药厂。

1993

年

3

月， 吉林敖东组建股份公司，

1996

年

10

月，吉林敖东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以

上市为契机， 吉林敖东深入探讨公司

制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层层落实“为人

当差、替人理财、受人之托、成人之事”

的契约精神。 体制决定机制，发展改变

观念。 吉林敖东持续推动全员参股、共

享成果， 最终打造了稳固的公司发展

基石。

在

1993

年股份制改造时， 国家政

策允许企业发行总股本百分之二十的

职工股， 吉林敖东在操作层面高度透

明，充分给予职工均等的机会。 但由于

吉林敖东进行股份制改造较早，敦化周

边没有其他企业经验可以借鉴，许多员

工不理解、不支持、不参与，公司管理层

多次召开职工大会，反复动员并为每位

职工预留额度。

1999

年，吉林敖东为了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进程，公司工会依据

吉林省政府关于股份制企业设立职工

持股会的指导意见， 设立了职工持股

会， 促使职工同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

尽管吉林敖东第二次给职工创造了入

股的机会， 但仍有部分职工不认同，经

吉林敖东工会反复解释，并参照公司原

始股发行原则，由职工自愿出资参加持

股会。 公司工会成立后，以信托方式代

表员工成功受让了部分股东持有的敖

东法人股。在吉林敖东工会成立金诚公

司时， 由于员工历经原始股上市和参

与职工持股会， 对股票的认知度和风

险的判断承受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根据市场化进行双向选择的原则，最

终有

1029

名员工出资成为金诚公司

的股东。

全员持股使员工逐渐认识到自己

不仅是普通的员工，更是公司的股东；

认识到自己不是给某一个人打工，更

是给自己打工； 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

工作做好了，公司发展了，自己的钱袋

子才能鼓起来； 认识到自己不但要做

好本职工作， 还要为公司发展出谋划

策，时时刻刻维护公司的形象和利益。

吉林敖东在历次改革过程中利用这种

团结性资本，使公司上下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 创造性地将员工利益和

企业利益结合在一起， 真正做到员工

和公司同呼吸、共命运，强化了员工的

主人翁意识， 增强了员工对公司的归

属感、荣誉感，也直接促进了公司的快

速发展。

吉林敖东在发行原始股、设立职工

持股会和组建金诚公司时，始终坚持全

员参与， 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持大

股。 各级管理层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

没有变相通过银行贷款、企业担保给管

理层，然后变成个人股权，而是上下一

致，同职工一样，拿一样的钱，购一样的

股。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实践，吉林敖东

的管理层认识到，成事者需有“计利当

计天下利”的胸怀，而对于个人的收益

要知足、须缩手。

上市后，吉林敖东在加快公司化改

造、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同时，还利用

上市融得的数亿元资金，不断促进企业

产业升级。 吉林敖东筛选了多个创新项

目，加速技术创新、走中药现代化路子

和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结束了中药大

桶煮提、大锅蒸熬的历史，取而代之的

是德国、意大利、瑞士进口的固体制剂、

液体制剂、泡腾片生产流水线和先进的

科研检测仪器。 机械化、自动化替代了

手工操作方式， 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

改变了以往落后的生产方式。 公司主打

产品敖东牌“安神补脑液”二次开发大

获成功。 先进的技术标准，加之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将市场上低档次竞

争、仿效的同类产品远远抛在后面。 不

到三年的时间， 吉林敖东通过分红、送

股等方式超额回报了投资者。

吉林敖东现控股

7

家从事现代中

药、生物化学药和植物化学药的专业制

药子公司，

1

家医药销售子公司，

2

家医

药配套子公司，拥有种植、养殖基地，建

立了 “公司

+

标准化基地

+

特许农户”的

产业链经营模式，逐步发展成为“资源

共享、管理科学、持续发展”的药业集团

公司。

吉林敖东先后获得国家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优秀高新技术企

业、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示范企

业， 连续多年获吉林省

A

级纳税企业，

AAA

级银行信用等级，守合同重信用单

位等荣誉称号。 “敖东”商标

1999

年被

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连

续六年成为“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

上市以来，敖东打造了四项核心竞

争力，同心同德的管理团队，领跑中药

现代化的先进科技，无风自扬的品牌风

帆，长白山道地的原料基地。 上市至今，

吉林敖东总资产增长

16

倍， 净资产增

长

25

倍。

“

”

近年来，吉林省

79%

的上市公司发生了并购重

组，其中大部分国企重组都闪耀着创新的光辉，有方

案的创新，有制度的创新，甚至有体制的创新，创造

了数个国内首家的经典案例。 经过吉林资本市场各

方几年来的不断努力，目前，吉林省仅有

2

家

ST

公

司，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股

本结构和治理机制亦不断优化。

亚泰集团：资本运作助力飞跃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亚泰集团组建于

1993

年

4

月，

1995

年

11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经过十五年的发展，目前亚泰集团已

经发展成为以建材、房地产、证券为主、

涉足煤炭、医药、商贸等领域的大型企业

集团， 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国家重点支

持的水泥企业， 被评为全国水泥行业首

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国家重点

支持的十二家大型水泥企业集团”和“环

境友好企业”。亚泰集团凭借雄厚的实力

和良好的业绩，跻身“国家

1000

家大企

业集团”和“中国

500

大企业集团”之列，

A

股先后入选了美国道中

88

指数、沪深

300

指数、上证

50

指数、上证

180

指数

和上证公司治理指数。

与

1995

年上市初相比， 截至今年

三季度末， 亚泰集团总资产为

232

亿

元，增长

50

倍；净资产为

72

亿元，增长

70

倍； 总股本为

18.9

亿股， 增长了

7

倍；

2009

年实现利润总额

10.5

亿元，增

长

24

倍， 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了超常

规增长。

亚泰集团之所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主要原因就在于亚泰集团发挥了上市

公司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

融资功能，获得低成本资金，为公司持

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目

前，亚泰集团共进行了

5

次融资，包括

4

次配股和

1

次非公开发行，融资总额超

过了

34

亿元，募集资金均投资于建材、

房地产两大主业，这些资金有效启动了

重点项目的建设，保证了重点项目的资

金来源，确保了项目顺利进行，形成了

公司资金的良性循环。 项目的投产，在

壮大已有支柱产业的同时，形成了公司

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亚泰集团从借壳上

市到兼并双阳水泥、 参股东北证券、江

海证券、吉林银行、联手世界

500

强企

业爱尔兰

CRH

公司， 这些对于亚泰集

团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这些资本运作都

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助力，离不开资本市

场提供的强大资金后盾，可以说亚泰集

团与资本市场共成长。

作为吉林省土生土长的企业，随着

亚泰集团规模、效益的发展，亚泰集团

始终不忘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多年来，

亚泰集团秉承“服务社会、厚报股东、厚

报员工”的经营理念，累计开发改造了

近

400

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改变了长春

东部旧城区的落后面貌；累计上缴税费

42

亿元，安置社会再就业人员

2

万余人

次；建设节能环保型企业，大力发展低

碳经济；积极参与扶贫济弱、抗震救灾，

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为吉林省、长

春市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亚泰集团，志存高远。 未来，亚泰集

团还将继续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充分利用

证券市场的融资平台， 做大做强建材、房

地产支柱产业， 并向纵深一体化方向发

展，不断提高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实现

和保持亚泰集团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分红回报投资者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中国资本市场

20

年， 也是欧亚集

团借助资本市场迅速崛起的

20

年。 欧

亚集团是资本市场的受益者，资本市场

为欧亚集团提供了加快发展的要素，在

向预定战略目标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

令人瞩目的业绩， 实现了持续快速发

展。

资本市场给予欧亚集团强大的发

展动力。 上市前的

1992

年，欧亚集团是

一个仅有三层小楼门市的区域性商业

小店，总资产

8087

万元，

1992

年实现销

售

6812

万元，实现利润

318

万元，上缴

国家税金

306

万元。

1993

年上市后，在

董事长曹和平的带领下，欧亚集团借势

资本市场驶入了高速发展快车道。 至

2009

年末， 公司账面总资产

33.63

亿

元，

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39.14

亿元，

实现利润

1.9

亿元， 上缴国家税金

1.66

亿元，分别比

1992

年 增长了

41

倍、

56

倍、

58

倍、

54

倍。 欧亚集团创造了商业

企业跨越式发展的一大典型，不仅在吉

林省的商业市场中扮演着领跑者的角

色， 而且腾跃于国内同行业的前列，成

为沪深两市

50

多家商业类上市公司

“持续增长能力最强公司”之一。

目前， 欧亚集团主要经营现代百

货、摩尔生活馆、综超连锁三大主力业

态，从整体发展趋势上看，这三大主力

业态，是商业发展的主流，市场空间广

阔。 欧亚集团

30

家经营门店，分布在三

省（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八市（长春

市、沈阳市、济南市、四平市、通化市、白

城市、吉林市、辽源市），省外店具有较

强的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省内店有强大

的区域市场掌控能力。

2009

年，欧亚集团在全国重点大型

零售企业销售排名中列第

5

位，并连续

10

年实现了销售、利润持续增长。 分公

司欧亚商都，在全国商业大型零售企业

单体店销售排名中位居第一名。 子公司

欧亚卖场，以

52

万平方米的经营规模，

向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申报了世界单

体面积最大购物中心世界纪录，并已顺

利通过预审进入终评。 子公司欧亚车

百，旗下连锁超市已达

15

家，在做多的

同时，规模和品牌效应得到提升，已基

本具备了全面领先和最具竞争力区域

综超的优势， 并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潜

力。

欧亚集团的发展， 得益于资本市

场，是借资本之潮驶向大海。 通过资本

市场， 欧亚集团实现了体制上的创新，

进行了理念、经营、管理上的创新，而创

新又使公司获得了发展动力。

欧亚集团负责人强调，企业不是资

本市场的旁观者，资本市场也绝不是企

业的提款机。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

石，必须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负责，对投

资者负责。 因此，欧亚始终坚持规范运

作，防范各项风险，为投资者创造好的

投资环境。 欧亚集团今年

7

月被“

2010

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

组委会评为“

2010

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

险管理优秀企业”， 获此殊荣的全国仅

20

家上市公司。 今年

11

月在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主办的第四届法

律风险论坛上荣获“

2010

中国上市公司

十佳法律风险管理奖”。 作为上市公司，

欧亚集团对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还体现

了浓烈的回报意识，自上市以来，分红

额已超过了

3.8

亿的融资额， 尤其是近

10

年连续分红，且数额稳步增长。

加快资本市场创新 激发老工业基地活力

———访全国人大代表、吉林证监局局长江连海

证券时报记者 李瑞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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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股价（复权）走势图

亚太集团股价（复权）走势图

欧亚集团股价（复权）走势图

20

年，吉林资本市场走过四季。 前

10

年是盛夏金秋， 后

10

年是冬去春

来。 在中国资本市场迎来

20

岁生日

前夕， 证券时报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

吉林证监局局长江连海。 江连海亲历吉

林资本市场

20

年来的低沉与激荡，见

证过吉林资本市场的辉煌与低迷。这

20

年来，江连海最大的感受就是，吉林资

本市场要取得新的成绩， 必然需要创

新，必然需要加快市场化运作，加快资

本市场创新，有助于激发吉林老工业基

地的生机与活力。

谈起吉林公司发行上市的历史，江

连海如数家珍。 伴随着中国股票发行体

制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吉林省企

业上市经历了四个阶段。

1995

年以前是

第一阶段，企业上市融资由政府主导推

动，股票发行施行“额度管理”，由各省

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自身额度

选择和确定发行企业。 吉林省老工业基

地的历史地位，为争取上市额度赢得优

势，

8

家企业发行上市，吉林资本市场以

“盛夏” 开篇。

1996

—

2000

年是第二阶

段，政府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企业

积极申报上市。 这一阶段股票发行施行

“指标管理”，各省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

门按自有指标推荐企业，证券主管部门

最终审核。 在吉林省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 吉林继续发挥老工业基地优势，企

业上市进入“金秋”季节，收获

21

家企

业发行上市。

进入

2001

—

2004

年的第三阶段，

企业上市由政府干预向市场化过渡，改

变了行政推荐企业上市的做法，股票发

行实行“通道制”，由综合类券商通过自

有通道推荐企业，这一阶段吉林省共有

6

家企业发行上市。第四阶段是

2004

年

至今，股票发行进一步市场化，进入企

业主导阶段，发行体制从审批制过渡到

核准制

2004

—

2006

年， 吉林资本市场

进入严冬， 整整三年没有企业上市融

资。

2007

年，紫鑫药业终于打破僵局，

成功上市；

2008

年， 启明信息上市；

2009

年奥普光电过会； 今年除奥普光

电外，又有双龙股份、利源铝业成功上

市。 在此期间，东北证券也成功借壳上

市， 吉林省企业上市终于告别严冬，迎

来春天。

“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早期， 吉林

资本市场能够‘高开’，源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早期，因为

体制和观念因素，市场建设主要依靠行

政推动；其二是老工业基地作为共和国

的长子，在政策体制内具有与生俱来的

优势，更多掌握行政资源。 但随着中国

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东北老工业基

地旧有运营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

竞争，大部分非垄断行业国企经营每况

愈下，上市国企也不例外。 ”江连海说。

吉林省老国企转制上市后，整体质

量不高，活力不强，相当部分公司处于

微利或亏损状态。吉林纸业是其中的典

型， 企业转制上市后日渐经营困难，作

为国企又对社会稳定影响大，陷于“活

不了、死不起”的困局。 另外，吉林省经

济欠发达，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早期国

企上市更多依靠行政运作， 在资本市

场化之后，许多问题纷至沓来，各种矛

盾错综复杂。 东北高速曾因股东之间

控制权纠纷， 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唯一

一家因为公司治理问题被特别处理的

上市公司，在市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一段时期内，吉林

ST

类公司最多时近

10

家，占全省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近三

分之一。

上市国企这种不良状况，已经严重

制约和影响了吉林资本市场稳定运行

和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如何兼顾市

场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用市场的方

法解决上市国企的困局， 是摆在吉林

资本市场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但

实际上， 每个上市国企都面临着不同

的困境，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摆在吉

林资本市场建设者面前的， 实际上是

10

多道难题， 需要在退市大限之前集

中解决。

“在现行体制内，用市场的方法，解

决现行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听起来是

个悖论，实际上是在考验现行体制执行

者的创新能力，也是在考验现行体制的

自我修复能力。 吉林资本市场建设者迎

难而上，通过了这次历史的考验，递交

了一份让市场各方满意的答卷。 ”江连

海说。

近年来，吉林省

79%

的上市公司发

生了并购重组， 其中大部分国有企业

并购重组都闪耀着创新的光辉， 有方

案的创新，有制度的创新，甚至有体制

的创新， 创造了数个国内首家的经典

案例。

吉林纸业国内首家通过破产程序

实现净壳重组， 晨鸣纸业接管纸业资

产继续经营；苏宁环球接手上市净壳，

注入房地资产，股东利益、员工利益、

地方利益、银行利益等全面得到兼顾；

兰宝信息国内首家通过破产重整程

序，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脱胎

换骨为顺发恒业； 通化东宝国内首家

通过“以股转债”方式完成股改，解决

掉上市公司资金占用问题；东北高速

国内首家分立上市，用制度的创新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东北证券国内首家证券公司通

过发行次级债成功化解流动性风险，

渡过经营难关，并成功上市；吉林敖

东国内首家提出全流通方案，并首家

“缩股”股改。

经过吉林资本市场各方几年来的

不断努力，目前，吉林省仅有

2

家

ST

公

司，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经济效益

明显提高，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和治理

机制不断优化。

“创新让吉林资本市场走出低谷，

市场化为吉林资本市场注入活力！ ”江

连海总结道。

旧机制影响上市公司发展

创新让老公司焕发新面貌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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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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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８８１

亚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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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６９７

欧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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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