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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做好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培训和引导，通过增发、可

转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股权、债权融资工具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推进重点领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工作，支

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资产置换、整体上市等方式加大资产重

组力度，实现做优做强。

董事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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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篇

之二

中兴商业董事长刘芝旭：中国资本

市场二十年之际，中兴商业全新开业之

时。 新中兴在扩大经营规模、拓展经营

门类、提升经营档次、完善服务功能的

同时，营销运营模式和经营机制也将发

生新变化。中国资本市场将会越来越成

熟、越来越完善，我们将抓住有利契机，

再塑新形象， 打造沈阳商业的新坐标，

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具人气的现代化

多功能一站式都市购物中心。

营口港董事长高宝玉： 营口港有

幸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了近

9

年，借

助资本市场， 营口港由上市前资产不

到

4

亿的小公司成长为目前资产过百

亿的大企业，由吞吐量

1700

万吨的小

港口发展成上亿吨的国际大港。 资本

市场培育了营口港， 营口港人也将继

续努力、规范发展、高效生产，以更大

的效益回馈投资者、回报社会。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东软不

断探索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

式， 尤其是在

1996

年公司上市以后，

借力资本市场推动业务发展。 东软坚

持以软件技术为核心， 通过持续创新

与实践，抓住机遇，成功将软件应用到

多个领域，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公司

业务快速稳健发展。未来，东软将坚持

全球化发展战略， 通过商业模式的创

新，运营管理的不断改进与完善，实现

公司成为全球优秀的

IT

解决方案和

服务供应商的目标。

东北电气董事长苏伟国： 中国资

本市场

20

年风雨兼程，作为国内输变

电行业和辽宁省首家境内外上市公司

的东北电气有幸从

1995

年开始结伴

同行，一路见证“现代企业制度初建、

国企三年脱困、暂停交易与恢复上市、

全流通、规范内部控制”等一系列划时

代历史事件， 深深为这些矗立的里程

碑而自豪， 为身处与国际资本市场接

轨的黄金时代背景而激奋

!

出版传媒董事长李家巍： 作为中

国出版业第一家实现编辑业务和经营

业务以

IPO

方式整体上市的出版企

业， 出版传媒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加

快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产业业态转

型提升和做强做大的重要发展平台，

同时， 也肩负着为广大投资者提供良

好回报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将继续以

“资源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拥有

核心竞争能力”为特点，以“导向正确、

主业突出、品牌名优、效益良好”为优

势， 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的示

范和借鉴， 履行对股东和社会的庄严

承诺。

沈阳机床董事长关锡友： 装备制

造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产

业， 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具优势的

重大支柱产业。 感谢资本市场对沈阳

机床的帮助，未来，沈阳机床将进一步

发挥产业优势、产品优势，紧紧围绕三

大核心任务———产品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 全球营销服务体系建设和金融与

产业的紧密融合，实现两大转变，实现

建设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

亿城股份董事长张丽萍： 中国证

券市场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

20

年，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市

15

年的亿

城股份是见证者， 也是同路人。 忆往

昔， 亿城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资本市

场和投资者的大力支持；展未来，我们

将牢记价值创造责任， 积极回报投资

者，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证券市场

健康发展贡献己力。

獐子岛董事长吴厚刚：借助

A

股

市场这个多元化资本运作平台， 獐子

岛渔业迅速从单纯产品经营跃升到品

牌运营的层次， 并成长为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形象、品牌知名

度大幅提升。上市至今，诚信的资本市

场表现以及高品质的品牌形象为公司

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

客户资源。

大冷股份董事长张和： 短短

20

年， 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

大、从粗放到规范，可以说是个奇迹。

作为一家挂牌

17

年的上市公司，大冷

股份有幸见证了这一奇迹， 也受益于

这一奇迹。 大冷股份将紧紧围绕制冷

空调主业，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

注重投资实效、保障股东权益，谋求科

学可持续发展， 与中国证券市场共同

成长。

促进产业与金融融合 加快东北振兴步伐

———访辽宁证监局局长潘学先

证券时报记者 刘宇平 马 智

辽宁资本市场在全国率先起步，许

多大事被载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

1986

年，沈阳市信托公司开办了全国第

一家证券交易场所；

1988

年， 金杯股票

在全国公开发行；

1989

年 《沈阳市股票

交易试行办法》 颁布；

1990

年全国第一

家证券民间组织沈阳证券业工会成立……

回顾辽宁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展望辽

宁资本市场未来发展前景，辽宁证监局

局长潘学先表示，辽宁将打造良好的资

本市场发展环境，而资本市场也必将成

为辽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资本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辽宁区域资本市场的发展并非一

帆风顺，辽宁曾有

5

年没有新公司上市

的历史， 这一局面直到

2007

年

3

月荣

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才被打

破。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和国家振

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辽宁资本市

场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陆续有出

版传媒、奥维通信、机器人、奥克股份、

大金重工等一批公司在主板、中小板和

创业板上市。

2009

年，辽宁无论是

IPO

公司家数

和融资额，还是再融资公司家数和融资

额都达到了近

10

年来的较好水平。 机

器人更成为全国首批、东北第一家在创

业板上市的公司。 截至目前，辽宁有境

内上市公司

57

家，证券公司

2

家，证券

营业部

156

家；截至去年末，辽宁辖区

股民开户数达到

269.9

万户， 当年证券

交易额达到

23446

亿元， 分别比

1997

年增长

282％

和

674％

。

上市公司成辽宁经济龙头

潘学先表示，经过

20

年的发展，辽

宁资本市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上市公司成为辽

宁经济发展的龙头。 截至去年末，辽宁

辖区上市公司通过境内资本市场累计

融资

808.3

亿元，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和

净资产均较上市之初增长超过

2

倍。

企业上市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促进了辽宁产

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形成了一批行业

龙头和排头兵企业。 上市公司通过融

资和并购重组，优化结构，完善治理，

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促进了地方经济

的持续发展， 构成了振兴辽宁老工业

基地的坚实基础。

其次，证券机构质量和服务水平显

著提高。 辽宁的证券公司经过综合治理

及深入推进合规管理，法人治理结构进

一步完善， 规范运作水平明显提高，持

续发展的基础逐步夯实。 辽宁辖区

2

家

证券公司经过增资扩股和业务拓展，以

及在全国新设分支机构，市场竞争力逐

步增强。 原有的证券公司总部和证券服

务部得到清理规范，辽宁辖区证券营业

网点已经达到

156

家。 全国较大的证券

公司、基金公司在辽宁设立了分支机构

和区域性总部，辽宁辖区证券机构数量

和质量得到提升。 去年底，辽宁辖区证

券经营机构各项业务指标均创历史新

高，客户总资产达到

1800.8

亿元，证券

经纪业务利润总额达到

24.8

亿元。

第三，期货市场功能逐步发挥。 辽

宁期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去年，大

商所累计交易总额达到

37.6

万亿元，

占全国期货交易总额的

29％

， 在全球

交易所交易排名中位列第

11

名，是全

球第二大农产品期货市场。 截至目前，

辽宁辖区有期货公司

3

家， 期货营业

部

26

家，国内优质期货公司纷纷在辖

区布局。 期货市场活跃度逐年提升，期

货市场服务产业的功能逐步增强。 一

批农业和金属等相关产业企业通过开

展套期保值规避经营风险， 通过期货

市场指导物流各环节定价， 提高了经

营水平。 辽宁企业在期货公司的开户

数、权益总额和交易总额逐年增长，辽

宁企业参与交割的总额近三年实现逐

年翻番。

推进上市融资和并购重组

潘学先表示，辽宁振兴离不开资本

市场的支持，离不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

本的融合。 “十二五”期间，将围绕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抓

住中央进一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辽宁

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

和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获批的历史机遇，在市场规模

扩大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资本市场服务

经济功能， 进一步促进辽宁经济发展。

为此，辽宁证监局将着重抓好以下三个

方面工作：

首先，推进上市融资和并购重组工

作，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一是要加

大后备资源培育力度，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为各级政府当好参谋，为拟上市企

业提供政策咨询和指导等服务，力争辅

导备案企业逐年递增。 二是要加强辅导

备案企业监管，引导国内外优秀券商服

务辽宁企业，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 三是要加快推进企业上市，要在金

融企业上市方面取得重点突破，要支持

中小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利用创业板

市场做大做强，力争在未来的几年内，

上市公司总量和融资额有较大提高。

四是要加强与国资部门合作， 积极推

动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并购重组，促

进辽宁优势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 五

是要促进场外市场建设， 为区域内资

本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非上市公

众公司规范运作。

其次，推进区域证券机构资源优化

聚集，有效提高证券机构竞争实力。 监

管与服务并举，促进

2

家证券公司做大

做强，有效提升辽宁辖区证券机构数量

和质量， 提高辽宁券商的竞争实力，逐

步实现证券机构集聚、金融专业人才集

聚、资本资金集聚和信息的集聚。 一是

加强监管，提高证券公司合规风控管理

水平，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证券公

司质量；二是支持证券公司通过引入战

略投资者等方式增资扩股，扩大业务规

模和范围，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调整营

业布局，逐步打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

强竟争力的证券公司。 三是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健全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吸引

各类证券、基金公司在辽宁设立分支机

构或开展业务，提高辽宁在资本市场的

影响力。

最后， 推进辽宁期货市场建设，有

效提高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水平。 多角度

入手，全力促进辽宁辖区期货机构的发

展和期货市场的建设。 一是强化监管，

促进期货公司规范经营，提高风险控制

水平，进一步提高期货公司质量。 二是

加大对期货公司增资扩股和重组的推

动力，鼓励有实力的证券公司和现货企

业参股期货公司，提高期货公司资本实

力。 三是引入全国性的优质期货机构驻

足辽宁，优化辽宁期货机构的布局。 四

是积极协调各方面共同培育期货市场，

引导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现货企业

参与期货市场，并依托大商所，更有效

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

辽宁省金融办主任葛乐夫：

发挥资本市场积极效应 推动辽宁经济再上台阶

证券时报记者 马 智

本报讯 “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是现

代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十年来， 资本市场引领了辽宁省经济

和社会诸多重要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对

辽宁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和影

响力也非常巨大， 并逐步成长为辽宁省

金融体系中最富有活力的重要部分，可

以说，资本市场是东北振兴的助推器，是

辽宁经济未来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必然

选择。”辽宁省金融办主任葛乐夫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专访如是表示。 葛乐夫指

出，中国资本市场的二十年发展，给辽宁

这个经济大省极大的根本性认识， 这就

是要实现全面振兴，金融工作必当先行。

葛乐夫表示， 近年来在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和

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等

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辽宁经济发展呈现

结构优化、活力增强的良好势头。辽宁省

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及企

业上市工作。 经过省市有关部门的共同

培育和推进， 辽宁企业上市工作进入了

一个突破性发展时期。截至目前，辽宁共

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105

家，共融资

1783

亿元。

辽宁上市储备企业近千家

葛乐夫认为，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所显现的积极效应， 已在区域经济发

展中得到展现， 成为当地政府制定重要

战略的依据。 辽宁省拥有雄厚的技术资

源，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数量众多，拥有

良好的金融环境和资本市场融资平台的

支持， 对辽宁加快东北振兴和沿海经济

带的建设尤为重要。

葛乐夫指出， 中国资本市场逐步走

向成熟，有利因素不断增加，都为辽宁经

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

机遇。 与此同时，辽宁还具有独特优势：

一是政策叠加效应凸显。

2009

年，国务

院颁布 《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同年，经国

务院批准，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战

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0

年， 经国

务院同意， 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沈阳经

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如此密集的政策扶持措施，对辽宁

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为资本市

场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 提供了

巨大的市场空间。

二是辽宁省委、 省政府对资本市场

工作高度重视。近年来，省政府先后出台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资本市场发

展的意见》、《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 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8

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共同召开全省

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会议， 省政府建立了

以省政府领导为组长，

38

个省、 中直部

门组成的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协调

解决企业上市和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此外，辽宁省政府还出

台上市扶持政策， 对企业上市给予

150

万元的奖励， 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资本

市场发展壮大。

三是辽宁省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

和优质的资源储备。 一直以来，辽宁省

金融办始终把推进企业上市作为工作

重点。 目前全省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170

万家，实现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接近

60％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达

500

家，分布

在先进制造、冶金、石化、医药等基础和

支柱产业， 为上市工作储备了优质资

源。 辽宁全省已有近千家企业纳入上市

后备企业数据库管理，其中进入证监会

审核程序企业

9

家，明年拟上报材料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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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 基本形成企业上市工作的

梯次推进格局。 同时，辽宁积极支持区

域证券公司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加快发

展步伐，为资本市场协同发展奠定扎实

基础。

重点推进创业板上市工作

葛乐夫强调，从目前情况看，辽宁已

具备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工作的基础和

条件。今后一段时期，特别是“十二五”期

间，要借助目前的基础条件优势，进一步

做好资本市场发展的组织、 推动和服务

工作。 一是继续推进辽宁企业在境内外

上市融资，重点突破创业板。抓住创业板

扩容的政策机遇， 重点推进企业在创业

板上市，同时继续做好主板和境外上市。

完善重点企业联系制度， 动态跟踪

100

户重点拟上市企业。 加强与境内外证券

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的合作， 进一步加大

对企业的上市培育力度。

二是鼓励上市公司资本运作， 实现

做优做强和可持续发展。 继续做好对上

市公司再融资的培训和引导，通过增发、

可转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等股权、 债权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

模。 同时推进重点领域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工作，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资产置

换、整体上市等方式加大资产重组力度，

实现做优做强。

三是抓紧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加快

场外交易市场建设。 研究制定引进股权

投资基金公司总部扶持政策，逐步建立

省市政府引导基金，吸引更多股权基金

落户辽宁，使辽宁在继北京、上海、深圳

和天津之后，成为全国股权基金发展的

聚集区。 同时，全力争取“新三板”试点

资格，切实推进辽宁省多层次资本市场

建设。

四是做优做强辽宁省内法人证券机

构，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支持中天证

券、大通证券、诚浩证券三家辽宁省法人

证券公司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 整合资

源等方式扩大资本规模， 鼓励进行产品

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进一步扩大

市场影响力。

五是支持大连商品交易所建设亚洲

重要期货交易中心， 带动全省期货业发

展。 研究制定以大商所为载体建设亚洲

重要期货交易中心的发展规划， 争取国

家支持并组织实施。 支持大商所上市原

油、煤炭、铁矿石、生猪等具有东北优势

的品种，在成熟品种上推出衍生产品，将

大商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衍

生品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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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快推进企业上市，要在金融企业上市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支持中小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利用创业板市场做大做强，力争

在未来的几年内，上市公司总量和融资额有较大提高。 加强与国

资部门合作，积极推动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并购重组，促进辽宁

优势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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