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开局之年 四川资本市场后劲十足

———专访四川证监局局长杨勇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第一波

资本市场的高潮就发生在四川。” 谈

到资本市场对四川经济的影响， 四川

证监局局长杨勇平感叹地说， “四川

资本市场可以说起步早， 发展快， 在

上市公司、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投资

者数量、 市场活跃程度等诸多方面均

领跑中西部， 位居全国前列。”

杨勇平认为， 借力资本市场， 可

以说为四川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为四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随着上市公司整体质

量的提升

、

融资能力的增

强

，

上市公司对四川产业

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

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实

现并购重组

，

促进了产业

集中和结构优化

。

屡屡刷新历史纪录

自古以来， 四川就享有 “天府之

国” 的美誉。 其西有青藏高原相扼，

东有三峡险峰重叠， 北有巴山秦岭屏

障， 南有云贵高原拱卫， 形成了闻名

于世的四川盆地。

在资本市场上， 随着上市公司数

量的快速增长， 四川板块声誉日隆，

屡屡刷新历史纪录， 成为中国资本市

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截至

2010

年年末， 四川已有上

市公司

90

家， 其中

A

股上市公司

83

家， 境外上市公司

9

家，

A

股上市公

司数量位居全国第七， 中西部第一。

二十年来， 四川资本市场总计实现融

资

1185.12

亿元， 为企业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资金支持， 培育、 造就了东方

电气、 五粮液、 新希望等一批在全国有

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

5

·

12

” 大地震以来， 四川资本市

场不但创造了中国证券史上 “大灾之后

不休市” 的纪录， 还实现了超常规、 跨

越式发展。 近三年来， 四川资本市场累

计实现境内外融资

586.83

亿元， 占历

年融资总和的

50.74%

。 其中，

25

家企

业首发上市融资

257.42

亿元，

19

家上

市公司实现再融资

329.41

亿元。

杨勇平认为， 四川资本市场近年来

的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首发上市

成果丰硕， 主板市场有

60

家上市公司，

排名全国第八， 其中四川成渝、 二重重

装上市， 填补了自

2004

年保荐制度实

施以来四川省内大型国企主板上市的空

白； 二是再融资品种丰富， 近

3

年来，

19

家上市公司通过公开增发、 定向增

发、 公司债、 可转换公司债、 分离交易

可转换债、 认股权证等多种方式实现再

融资， 其中股权融资

539.68

亿元、 债

券融资

47.15

亿元； 三是灾后重建政策

支持效果明显， 多家重灾区企业借助

“绿色通道” 上市， 实现了灾后快速重

建及发展， 东方电气、 四川长虹实现再

融资。

杨勇平表示， 随着上市公司整体质

量的提升、 融资能力的增强， 上市公司

对四川产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上

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实现并购重组， 促

进了产业集中和结构优化。 更重要的

是， 资本市场支持产业发展的叠加效应

日益显现， 有效地激活了民间投资和拉

动了间接融资。

为了更好地借力资本市

场

，

四川各监管部门持续加强

同沪

、

深证券交易所的沟通工

作

。

目前

，

四川已经成为沪

、

深证券交易所的重点支持对

象

，

专人专班常驻四川给予业

务指导

，

深入各市州开展企业

上市培训

，

加大对后备企业实

地考察的力度

，

为企业提供最

及时

、

有效的政策咨询

。

从源头上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四川资本市场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也绝非偶然。 杨勇平认为， 四川资本市

场近年来能够实现超常规、 跨越式发展，

多方协作机制是重要保障。

她认为， 首先得力于中国证监会

“绿色通道” 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依法

合规的前提下， 优先安排受灾地区企业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

支持受灾地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资产

注入和整体上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其次是地方政府坚持走以规范促发

展的路子， 加大对拟上市公司培训力

度， 规范改制和申报， 在全国率先专门

召开全省上市公司治理大会。 四川各市

州政府、 有关部门强化落实， 从财政、

税收、 土地、 信贷等方面给予具体的优

惠和扶持， 帮助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 推动企业上市和发展。

在此过程中， 四川证监局积极倡导

规范上市理念， 既注重量的扩张， 更注

重质的提升， 将监管关口前移。

据了解， 四川证监局不仅和多个市

州政府签署企业上市培育工作合作备忘

录， 构建 “政府搭台、 企业参与、 交易

所指导、 各方扶持” 的企业上市培育制

度， 而且联合交易所、 省直相关部门举

办上市培训班， 培训次数累计超过

1000

次， 对

100

家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培训对象从拟上市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等高管人员扩大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并且强化中介机构监管， 遵循 “扶

优限劣、 分类对待” 的监管思路， 从源

头上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杨勇平指出， 为了更好地借力资本

市场， 四川各监管部门持续加强同沪、

深证券交易所的沟通工作。 目前， 四川

已经成为沪、 深证券交易所的重点支持

对象， 专人专班常驻四川给予业务指导，

深入各市州开展企业上市培训， 加大对

后备企业实地考察的力度， 为企业提供

最及时、 有效的政策咨询。 深交所理事

长陈东征曾亲自带队， 深入成都、 乐山、

攀枝花、 凉山州等市州调研， 积极推动

深交所和四川省建立战略合作长效机制。

与此同时， 沪、 深交易所还强化对四川

上市公司再融资工作的业务指导。

十二五期间， 四川资本

市场将充分利用好场外市场，

为

PE

、

VC

等风险资本提供

通道， 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

融资， 进一步强化多种金融

工具的叠加效应； 积极扩大

债券融资， 引导四川企业逐

步改变过度依赖股权融资、

不重视债券融资的思想观念，

督促上市公司提高质量、 规

范运作； 推进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 鼓励上市公司创新并

购重组方式， 实现整体上市，

增强产业聚集能力， 推动行

业整合与产业升级。

乘风破浪 后劲十足

在多方协作机制的保障下， 四川资

本市场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 四川资本市场

还需乘风破浪， 确保未来的发展依然后

劲十足。

“

2011

年， 是国家 ‘十二五’ 规

划发展的第一年。 四川作为中西部证券

强省，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具有多重优

势。” 杨勇平认为， “国家深入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 支持地震灾区发展振

兴， 支持成渝经济区和藏区发展等一系

列政策都惠及四川， 这将为四川辖区资

本市场的发展带来更加良好的外部发展

环境。”

据了解， 四川目前有多个国家级高新

区， 有一大批成长性好、 创新能力强的中

小企业、 高新企业， 上市后备资源十分充

足， 并且已经形成梯队， 有希望通过资本

市场获得快速发展。 除了新股发行， 四川

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也明显增强。

近年来， 四川监管部门解决了部分

上市公司长期以来制约企业发展的公司

治理痼疾、 资产权属及利益输送等一系

列重大问题， 独立性和盈利能力得到大

幅提升。 目前四川已有三分之二的上市

公司具备了再融资能力。

此外，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动和多

种融资工具的运用为四川企业有针对性

地利用资本市场创造了条件， 未来一段

时间， 成都高新区和绵阳科技城园区有

望获得场外市场扩大试点资格。

面对良好的发展优势， 杨勇平表

示， “十二五期间， 四川资本市场将充

分利用好场外市场， 为

PE

、

VC

等风险

资本提供通道， 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

资， 进一步强化多种金融工具的叠加效

应； 积极扩大债券融资， 引导四川企业

逐步改变过度依赖股权融资、 不重视债

券融资的思想观念， 督促上市公司提高

质量、 规范运作； 在适当时机与深交所

再签一次合作协议，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综合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境外市场

发行上市； 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鼓

励上市公司创新并购重组方式， 实现整

体上市， 增强产业聚集能力， 推动行业

整合与产业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胡学文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彭宇行：

加快科技创新 为资本市场输送好苗子

“我们希望能为资本市场输送

好苗子。” 谈起资本市场与科技的

结合 ，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彭宇行

说， “四川未来的产业发展需要一

批好苗子， 科技部门是育苗， 而资

本市场的发展会有力地促进科技成

果的转化。”

他表示， “十二五” 期间， 四川

将着力做好 “整合资源、 提升创新能

力和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三大工程，

实现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突破。

四川的科技资源可谓

相当丰富， 问题在于， 科

技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

需要整合， 提升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

整合科技资源

“四川是科技大省， 但不是科技

强省， 这点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

识。” 彭宇行很坦诚地说， 从科技资

源的丰富程度上来说， 四川在西部可

以排在第一， 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但

创新能力处于中游水平； 在科技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转化方面， 处于

下游水平， “这说明， 四川的科技资

源利用水平还是非常不够的。”

据了解， 目前四川有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 中科院成都分院等中

央在川科研机构

184

个、 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

15

个、 国家级工程技术中

心

9

家、 国家级专业研究机构

10

余

家、 国际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 两

院院士

57

名、

72

所普通高等院校中

5

所列入全国 “

211

工程”， 为四川

的产业发展提供了高端科教能力和高

端研究人才。

彭宇行说， “四川的科技资源可谓

相当丰富， 问题在于， 科技资源没有得

到有效整合， 科研院所各搞各的。 需要

整合， 需要提升创新能力， 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部门要思考的问题

，

主要就是两件大事

：

一是如

何通过创新出更多的科技成

果

；

二是如何将科技成果转

化为产品

，

实现经济效益

。

创新出成果 转化出效益

“我认为科技部门要思考的问题，

主要就是两件大事： 一是如何通过创新

出更多的科技成果； 二是如何将科技成

果转化为产品， 实现经济效益。” 彭宇

行认为， 对于科技部门来说， 要先把苗

圃培育好， 未来的产业发展才有可能长

成茂密的森林， 其他部门才能更好地浇

水施肥， 规划造林。

据了解， 按照科技服务经济发展的

导向， 四川省科技厅已制定了 《四川省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实施方案》， 确

定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正

在准备上报四川省政府常务会通过。 方

案确立了

15

个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建设

200

家国家级和省级以上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平台， 到

2015

年， 预计实现

新增产值

1.24

万亿元以上。

彭宇行表示， 科技成果的转化是经

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科技要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要成为四川

经济发展的主角。 按照上面的规划， 今

后五年内， 四川将推出

1500

个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

同时， 四川正着力实施战略性新

兴产品培育规划， 促使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成为四川省重要的先导性、 支

柱性产业。 已经确立七大领域

200

个

战略性新兴产品， 预计到

2015

年， 这

批产品总投入达

1483

亿元， 全部以企

业自筹投入为主， 产值则将超过

5000

亿元。

除此之外， 四川省已经成为西部第

一个、 全国第七个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

点省份。 全省新增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5

家， 拥有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数量居西

部第一位。 全省还将积极推进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建设， 新增国家试点联盟

1

家， 在科技部备案联盟

11

家， 全省备

案登记联盟单位

101

个。

下一步， 彭宇行表示， 四川要重点

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的创新型企业、 具有区域特色和产业

支撑能力的产业技术联盟、 具有较强技

术服务能力和灵活运行机制的创新平

台， 加强军民科技资源集成融合。

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良

好平台

。

沿海很多省份这方

面做得很好

，

而四川这方面

条件还比较差。

科技转化必须与金融结合

彭宇行强调， 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

良好平台。 沿海很多省份这方面做得很

好， 科技人员只要拎包前往就能实现成

果转化， 基础条件很好， 而四川这方面

条件还比较差， 吸引科技成果， 仅仅只

是划给一块土地， 对很多科技人员来

说， 要让空地变成产品是很难的。

据了解， 为了更有利于科技成果的

转化， 四川科技部门对已经确定的

200

个战略性新兴产品划分为

15

个领域，

并为此搭建

7

大平台。

“首要的平台是信息化平台， 现在

网上的信息很丰富， 但要真正找到一个

完整技术信息还是很难的， 所以需要信

息化平台将技术成果推广出去， 然后要

有交易平台， 让有兴趣的机构和技术成

果实现对接， 接下来还要有创业孵化平

台、 工程化平台、 检验检测平台、 高新

技术产业化平台，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融

资平台。” 彭宇行说。

彭宇行认为， 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科

技成果的转化都需要金融的结合， 所以

融资平台非常重要， “现在政府只能引

导， 主要的还是靠市场机制。”

科技部门肩负育苗的责

任， 苗圃是科技含量最高的

部分， 它决定了四川经济社

会发展茂密森林的科技含量。

四川的科技成果转化将大有

可为，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也

将大有可为。

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 四川省科技部门正在着力

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加强科技型

企业培育。 近来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发

了四川省科技厅等

8

部门 《关于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与服

务若干意见》， 四川省科技厅与四川证

监局联合出台了 《关于推进高新技术

企业上市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

涉及的内容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 加强创业投资扶持力度、 实施上

市培育试点工程等。

在改善政策环境的条件下， 四川

省科技部门还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设立四川大学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

四川省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中心等

研究和服务机构， 整合省、 市、 区资

源优势，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高新

技术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备忘录， 共同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资源， 促进

四川省更多的企业到深交所中小板及

创业板上市融资。

彭宇行介绍， “四川从

2008

年起

设立了 ‘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

资风险补助资金’， 每年约为

2000

万

元， 三年共对全省

321

个项目给予了补

助支持， 累计引导社会资金近

40

亿元

投入科技型企业。”

除此之外， 四川科技部门还集中和

分片区举办培训班， 对全省

1000

余家

科技中小企业进行上市企业管理规定、

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投资、 重组及

IPO

操

作等方面进行培训， 开展科技企业多层

次资本市场融资培训， 并且联合民建中

央、 科技部、 深交所和四川省政府在成

都举办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资本对接推

进会， 两年来共促成

68

个项目成功对

接， 涉及资金总额近

78

亿元。

为缓解早期科技型企业难以获得风

险资本、 银行贷款的困境， 彭宇行表示，

四川自

2011

年开始， 设立 “四川省早

期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专注于初创期科

技企业投融资工作， 探索建立早期投资

联盟， 现正联合

20

余家重点关注早期

投资的机构， 拟成立 “中国 （西部） 早

期投资联盟”， 全面扶持四川省初创期科

技企业成长， 挖掘经济增长新潜力。

面对 “十二五” 规划带来的全新

机遇， 彭宇行表示， 科技部门肩负育

苗的责任， 苗圃是科技含量最高的部

分， 它决定了四川经济社会发展茂密

森林的科技含量。 四川的科技成果转

化将大有可为， 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也

将大有可为！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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