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不适应” 谋求大飞跃

———访重庆证监局局长叶春和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建

继

2009

年莱美药业登陆创业板、

重庆资本市场

IPO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打破

4

年来的沉寂之后，

2010

年重庆又

有

4

家公司首发成功，另有一家企业过

会。两年间，

5

家

IPO

公司的融资总额超

过了过去十多年重庆所有上市公司

IPO

募集资金的总和。

这只是好戏连台的重庆资本市场

的一个“场景”。 两年多来，多家上市公

司依托资本市场的平台， 实施增发、资

产置换、并购重组等活动。 与此同时，历

史遗留的上市公司风险得以有效消除，

上市公司质量大为提高。

重庆资本市场迎来了大提速。是什么

带来了重庆资本市场的这些变化？明年将

迎来“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重庆资本

市场又将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惊喜？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重庆证

监局局长叶春和博士。

重庆资本市场“两个不适应”

叶春和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曾

在证监会发行部、上市部、期货部等多

个业务部门履职，并在派出机构担任领

导职务，还有在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工作

的经历。 他视野开阔，市场监管经验十

分丰富。

2008

年

9

月到重庆上任后，通过充

分调研，叶春和了解到重庆资本市场和

监管工作存在两方面问题。

2008

年以

前，重庆市

GDP

（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

6

年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 相对而言重

庆资本市场的发展却严重滞后。 具体表

现在：一是融资功能发挥不足，市场规

模较小。 当时重庆有长达

4

年多的时间

都没有新增

1

家上市企业。 十多年累计

IPO

融资额不到

80

亿， 再融资额仅

75

亿。 辖区证券营业部只有

68

家，代理证

券交易额等市场指标在全国排位靠后；

二是市场主体质量不高。

31

家上市公司

中高风险公司就占了

8

家， 占比达

26%

。 而且，市场运行还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 对照证监会党委的总体要

求，结合在中央部委和东部发达地区的

工作经历，叶春和感到重庆证监察局的

监管水平、 工作力度和队伍建设等，都

有不小的差距。

叶春和告诉记者，经过深入调研和

分析，他感到这两方面问题是阻碍重庆

资本市场发展的症结所在。 他把重庆市

场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两个不适应”，即

重庆资本市场发展与重庆直辖市的政

治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与证监会党委对

市场监管和改革的期望不完全适应。

改变“两个不适应”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叶春和说， 提出这 “两个不适应”

后，大家认识到，重庆资本市场十几年

来虽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

远不能适应重庆经济飞速发展的需求。

统一认识后， 全局上下从多个方面入

手，围绕改变重庆资本市场的“两个不

适应”，求新、求变、求实，为重庆资本市

场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叶春和说，首先是强化重庆证监局

自身的制度建设， 形成用制度管人、管

事的良好机制。 去年共修订、新建制度

28

项，今年又重点针对机关建设和队伍

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新建制度

10

余项，

并汇编成册， 实现了内部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同时加强班子建设和干部培养

工作，实行竞争上岗，为年轻干部脱颖

而出搭建舞台；坚持专业化导向，加强

会计、法律、信息系统等专业小组建设，

进一步提高了专业监管水平。

两年以来， 重庆证监局举办局内培

训

20

多次，先后有

8

人次通过专业资格

考试或攻读更高学位、 多人获得学习科

研奖励。在叶春和的主持下，重庆证监局

开展了

40

余项课题的调研，汇编出版了

《重庆资本市场监管理论与实践》、《重庆

资本市场十年》等书籍。 这些成果，系统

地总结和论述重庆资本市场发展的历

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成为研究

重庆资本市场宝贵的文献。

此外，重庆证监局坚持以党建促监

管，狠抓党风廉政建设。 通过开展“每月

一课”、“每季一查”和“半年一评”等活

动，落实“一岗双责”，深入开展党风廉

政教育活动，推动廉政文化进家庭取得

良好效果，得到证监会积极评价，并作

为创新经验在系统内交流。

叶春和告诉记者，通过这些工作的

开展，监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市场服务

意识大大提升，重庆证监局工作面貌和

工作作风焕然一新。

叶春和说，重庆证监局坚持监管与

服务并举的理念，充分发挥派出机构桥

梁纽带作用，积极探索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的方式方法，帮助地方政府提高重庆

资本市场影响力，特别是今年全力推进

重庆农商行成为首家内地农商行在港

成功上市的企业。 在重庆证监局的积极

推动下，重庆资本市场已成为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年重庆证监局

被重庆市政府授予“金融贡献特别奖”。

两年来，重庆证监局以规范行政行

为为着力点，建立了采取监管措施的工

作程序，制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实施

行政许可网上公示，规范办理行政许可

事项

164

件。 主办和协查的各类案件达

50

起，排查非法证券活动

44

起，现场查

处

10

起， 有

110

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

机关抓捕， 其中

84

人被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有效打击了非法证券活动在

辖区蔓延的势头。 在对市场一线监管方

面， 重庆证监局积极应对股指期货、融

资融券等市场创新业务， 严防新增风

险，加强对辖区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持续

监管，从而有效消除了新增风险隐患。

改变带来的飞跃

改变“两个不适应”进行的卓有成效

的工作，带来的是重庆资本市场的飞跃。

叶春和介绍，变化之一是资本市场

功能得到恢复和发挥。 继

2009

年企业

境内上市实现

2004

年以来零的突破

后，

2010

年辖区企业

IPO

再创历史最好

水平，目前有

4

家公司完成

IPO

，募集资

金约

85

亿元，一家已经过会。 还有

5

家

处于审核过程中。

截至今年

10

月底，重庆上市公司总

市值达

2681

亿元， 比

2008

年底增长

350%

，而同期全国总市值增幅为

130%

。

两年来开展并购重组和再融资

13

次，已

实施及获批的金额达

257

亿元，是

2008

年以前累计再融资（

75

亿元）的

3

倍多。

与此同时，期货市场也呈现出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市场成交

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78.1%

，成交量增长

52.28%

，均高于全国市场增长水平。

变化之二是辖区市场平稳运行，市

场主体质量、市场环境得到优化，历史

遗留风险基本得到化解。

2010

年没有新

增

1

家高风险公司。 在现有

ST

（特别处

理）类上市公司中，有

1

家公司的重组

已获有条件审核通过；有

1

家提出了重

组方案，进入审核程序；有

2

家通过破

产重整引入重组方，目前正全力推进资

产重组，有望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通过

推动地方政府帮助改善公司治理，一些

国有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期间占用等

自身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 非

法证券活动受到有效遏制。

变化之三是辖区市场开放度提高，

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壮大。 西南证券今年

再融资

60

亿元，创出重庆资本市场的融

资纪录。 新华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份额

增长到

79.09

亿元， 是

2008

年底的近

8

倍。辖区期货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近

80%

，

实力大为增强。 证券公司营业部数量比

2008

年底增长

40%

。 辖区机构“走出去”

的步伐也不断加快， 其中期货公司在异

地新设营业部

19

家， 增长近

3

倍（

2008

年底仅

5

家），证券公司迁址异地

2

家。

叶春和告诉记者，变化带来的重庆

资本市场的这“一个恢复，两个优化、三

个提高”，标志着改变“两个不适应”取

得明显成效。

谋求更大的提升

尽管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叶春

和则想得更远。 他说，这仅仅标志着重

庆资本市场为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良

好的基础。

叶春和表示，明年是国家“十二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重庆资本市场面临新

的发展机遇。 为此，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重庆区域市场发展中的宏观性、前瞻性

问题，既直接指导辖区监管实践，也为

证监会党委部署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建言献策。 以充分发挥综合监管体系

优势为切入点，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夯

实上市公司运行基础，继续推动直接融

资和并购重组。 强化上市资源的培育，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优化辖区市场结

构。 同时，要积极探索引导辖区企业进

一步提高并购重组效率，拓宽广度和深

度，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服务。

叶春和强调， 在加强市场监管、防

范市场风险的同时，重庆证监局将进一

步探索监管服务形式，将市场监管和服

务完美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的强大功能，服务重庆辖区经济社会的

发展，力争重庆资本市场在促进重庆成

为西部重要增长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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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篇

之二

“

”

深入研究重庆区域市场发展中的宏观性、前瞻性问题，既

直接指导辖区监管实践， 也为证监会党委部署推动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夯实上市公司运行基

础，继续推动直接融资和并购重组。 强化上市资源的培育，扩

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辖区市场结构。 探索引导辖区企业进一

步提高并购重组效率，拓宽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为国家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

（上接 A6 版）

投资者是赢家。 昔日增资扩股，大

家犹豫不决；钱投了出去，心里却忐忑

不安。 如今眼见着手中的股权日益看

涨，个个心情舒畅。 在香港大新银行的

资产负债表中， 重庆银行的投资成为

给他们带来滚滚利润的优质资产。 重

庆路桥、力帆股份等上市公司，因为拥

有重庆银行的股份而受到市场的关注

和青睐。

渝富公司是赢家。 作为处置重庆

银行不良资产主力的渝富公司，累计收

购重庆银行

22.5

亿元的不良资产，通

过委托清收和股权转让溢价，渝富回收

了

10

亿元的处置成本。 另外

12.5

亿元

缺口是第一轮处置损失类不良资产留

下的， 但这个缺口并没有让政府埋单。

由于是重庆银行第一大股东，股权的大

幅度升值将给渝富带来一笔高达

40

亿—

50

亿的资本溢价，弥补

12.5

亿元

处置缺口后， 仍将有数十亿元巨额收

益的进账。

我国金融市场是赢家。 重庆银行重

组这个重组艺术品的问世，带给市场的

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渝富模式”被许多

地方政府研究和仿效，以时间换取发展

空间的奥妙被无数专家学者、政府官员

深入研究。 重庆银行接待着一批又一批

前来“取经”的兄弟省市的政府领导、金

融企业高管，他们带走的一本本成功重

组的“经书”，被无数人翻阅、学习。

黄奇帆市长是最大的赢家。 他将政

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

握在了一起，创造性地设立渝富的运作

平台，巧妙地利用政府信用，运筹帷幄。

工程浩大的重组中， 没花财政的一分

钱，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巨大增值。 “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而黄奇帆打造的重组

杰作，所造之“福”却惠及了整个中国金

融市场。

重庆证监局领导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