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做大增量做优存量 打造绵阳城市新名片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四川省绵阳市是

200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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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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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地震受灾最重的地区， 全市因灾

遇难

21963

人、 失踪

7795

人， 经济

社会遭受巨大损失。 在前往绵阳市委

市政府的路上， 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绵阳九州体育馆是当时灾区最

大的灾民安置所， 胡锦涛、 温家宝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到该体育馆看

望受灾群众。 而现如今， 行走在绵阳

的道路上， 已经看不出一点地震灾害

留下的痕迹。

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对灾后重

建中资本市场的作用格外看重。

“绵阳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

成’，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不可

没！” 吴靖平言谈之间不由自主地

竖起了大拇指。

“没想到重建速度那

么快， 没想到重建品质那

么好， 没想到民族文化保

存、 传承得那么好！”

“三个没想到”

谈及灾后重建， 作为绵阳市

“当家人” 的吴靖平一连用了 “三

个没想到” 来表达自己的感慨———

“没想到重建速度那么快， 没想到

重建品质那么好， 没想到民族文化

保存、 传承得那么好！”

吴靖平说，

5

·

12

特大地震灾

害后， 绵阳受灾严重、 损失巨大。

全国各地民众对支援灾后重建给予

了热情支持。 证券、 金融界除了捐

钱捐物外，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

就是对受灾地区的企业上市给予

“绿色通道”。

时间就是金钱！ 地震灾后的绵

阳， 百废待兴， 灾后重建就存在上

千亿元的资金缺口， 而更加关键的

是， 许多重建项目都关乎民生发展

和企业命脉。 最终， 上千亿的资金

缺口， 通过资本市场解决的资金占

了很重的份额。 其中， 作为最直接

的受益者， 利尔化学和富临运业等

凭借绿色通道顺利登陆资本市场，

募集到了救命钱； 四川长虹在

5

·

12

特大地震中遭受严重损失，

30

亿元分离交易可转债的发行， 保证

了

PDP

项目建设和数字电视产业

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 绵投集团

27

亿元企业债券主要用于城市道

路、 生活污水处理厂等市政基础设

计建设， 弥补了灾后重建的巨大资

本缺口……

“可以说， 目前绵阳顺利实现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跟

资本市场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

吴靖平时刻不忘资本市场对绵阳灾

后重建的雪中送炭之情。

绵阳力争“十二五” 期

间， 全市每年至少培育 1

家上市企业， 并且通过上

市企业的发展， 带动绵阳

电子信息、 汽车及零部件

两大主导产业和冶金机

械、 材料、 化工、 食品等

优势产业的发展。

做大上市公司增量

毫无疑问， 绵阳是中国证监会

对四川地震灾区企业实施上市绿色

通道政策的受益者。 随着该项政策

的即将结束， 如何继续加速推动企

业上市发展的问题已经摆在当地政

府的面前。

吴靖平认为， 尽管绿色通道政

策即将结束， 但是作为中国唯一的

科技城， 仍然拥有科技城建设部际

协调小组这一特色平台， 拥有与中

国证监会、 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

沟通的 “特殊通道”。 “我们需要

做的就是继续努力营造资本市场发

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争取推动更多

具备条件的企业上市发展。” 在吴

靖平看来， 绵阳资本市场坐拥科技

城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两大机遇，

而开出的方子则是 “做大增量、 做

优存量”。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这正

是吴靖平当前最真实的写照。 由于

一直以来的精心培育和政策优势的

引导， 目前绵阳优质后备上市资源

充沛， 东材科技、 仁智油服等

6

家

企业正在进行重点指导， 而绵阳好

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

九九瑞迪数字成像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等一批成长性较好、 科技含量较

高的企业也正呈现出 “小荷露出尖

尖角” 的喜人态势。

“我们力争 ‘十二五’ 期间，

全市每年至少培育

1

家上市企业，

并且通过上市企业的发展， 带动绵

阳电子信息、 汽车及零部件两大主

导产业和冶金机械、 材料、 化工、

食品等优势产业的发展。” 吴靖平

说， 在未来绵阳的经济版图中， 资

本市场还被赋予了推动当地经济发

展更重要的责任。

绵阳这样的内陆城市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最根

本、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充

分走进资本市场， 充分运用

资本市场， 充分用好金融杠

杆， 撬动绵阳发展。

科技城打造绵阳新名片

谈及绵阳科技城的发展， 吴靖平

介绍， 绵阳是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建

设的我国唯一一个科技城， 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 绵阳也

正在打造新的城市名片———中国科技

城。 科技城是全国

8

个国家级军民结

合产业示范基地之一， 也是全国首批

12

个 “三网融合” 试点城市之一，

目前正在加快建设科学新城、 空气动

力新城、 航空新城等 “三新城”。

“作为扎根绵阳的老上市公司，

四川长虹一度时间成为我们国家的一

面旗帜， 甚至被看作绵阳的城市名

片， 目前在绵阳电子信息产业中仍然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不过， 除了长虹

外， 中国科技城又将成为绵阳又一张

新的靓丽的名片！” 吴靖平表示。

吴靖平说， 目前全市上下有这样

一个共识， 就是绵阳要构建开放型经

济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 必须推动资本

市场发展。 绵阳这样的内陆城市要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 最根本、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充分走进资本市场， 充分运用资

本市场， 充分运用好金融杠杆， 撬动绵

阳发展。 当前绵阳需要培育大量的上

市公司， 需要运用大量的新型金融工

具， 推动绵阳跨越发展。 在吴靖平看

来， 只要把资本市场这篇文章做好

了， 绵阳就一定能插上腾飞的翅膀，

绵阳的发展将更富生机与活力。

灾后重建

资本市场很给力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行驶在绵阳漂亮整洁的街道上， 同行的记者朋

友问随行的绵阳市金融办领导， 现在还能看到地震

的痕迹么？ “很难了，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灾区已

经焕然一新， 只有到专门的地震纪念场所才能见到

地震痕迹。” 该领导如此回答。

“5·12” 特大地震的发生震惊了国人， 震惊了

世界， 让全球人民都记住了四川。 现在， 经过两年

多的灾后重建， 四川灾区正在恢复往昔的活力， 一

片勃勃生机的景象让人们再一次肃然起敬。

这其中， 中国的资本市场雪中送炭， 做出了巨

大贡献， 它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力。

资本市场融资586亿

地震发生后， 相关部门提出了资本市场支持灾

后重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据了解， 2008 年至今，

四川资本市场累计实现直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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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额和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中西部

第一， 创历史最好水平， 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加快

了灾后重建的步伐。

资本市场满足了企业灾后重建对资金的迫切需

要， 使得一大批灾区企业依靠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迅

速从地震重创中站起来。 比如受灾损失最大的东方

电气已两次完成再融资， 成功募资 64 亿元， 保障

了新东气的重建项目； 四川长虹在 “5·12” 特大地

震中资产遭受严重损失， 30亿元分离交易可转债的

发行， 保证了该公司 PDP 项目建设和数字电视产

业发展项目的顺利实施； 富临运业通过首发募集资

金， 便捷了绵阳受灾严重的多个城市的城际交通；

利尔化学上市后， 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多个项目扩能

改建， 带动当地经济在地震重创中实现快速发展。

东方电气高层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资本市场对东方电气的影响居功至伟，在 2008 年

市场条件非常严峻的形势下， 企业都在提倡现金为

王， 四川资本市场不仅受到特大地震的影响， 还受

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东方电气依然实现了

13 亿元的再融资， 可以说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

要想在短短两年时间让东方电气这家现代化企业重

新屹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

富临运业作为重灾区的首发上市企业， 对资本

市场给灾区带来的帮助感触更深。 该公司董事长陈

曙光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富临运业募

投项目中有两个大的车站就建在重灾区北川和江

油， 目前北川车站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春运时可

以投入试运行， 今年五一以后通过验收就将实现正

式运行， 而江油客运站初步设计方案已经完成， 预

计今年十一可以初步建成。”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资本市场除直接支持灾区企业实现灾后重建

外， 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企业的产业升级， 为企业的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证监局副局长

李可表示。

据了解， 在灾后重建工作中， 东方电气、 攀钢

钢钒等一批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实现整体上市，

加速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 完成了产业升级转

型， 在重建的同时实现了新生； 部分绩差公司通过

资产重组实现主营转型， 转型为运作规范、 资产质

量和业绩稳步提升的公司。

例如， 灾后首发上市的川润股份， 依靠募集资

金着力打造成为中西部最大的余热锅炉供应商； 东

方电气不仅保障了新东气的重建项目， 而且加快了

国际一流新能源产业基地的战略推进， 该公司已经

实现水电、 火电、 气电、 核电、 风电全产业链的打

造， 目前的新能源营收占比已经超过 40%； 川投能

源成为水电行业上市公司的领军企业， 随着二滩水

电站股权的注入， 奠定了该公司未来作为四川水电

类上市公司龙头企业的地位； 四川九洲通过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 为该公司打造数字电视设备、 有

线电视网络研发制造和网络系统涉及调试安装集成

的行业领先企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 监管机构抓住发展时机， 强化综合

监管体系， 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进一步强化完善公

司治理的意识， 解决部分公司存在的关联交易不公

允、 独立性不强等治理顽疾， 有效地提升了四川上

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不仅如此， 地震灾区的金路集

团、 宏达股份、 岷江水电、 四川长虹等上市公司，

克服灾后经营困难， 践行分红承诺， 树立了灾区上

市公司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社会形象。

展望未来， 虽然灾后重建“绿色通道” 政策即

将结束， 但资本市场服务灾区的前瞻意识已经对灾

区地方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川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四川

将会进一步推动企业直接融资力度， 为四川企业加

快发展服务： 首先， 协调有关政府部门， 积极为企

业 IPO工作服务； 其次， 将加快已上市企业的并购

重组和再融资工作， 鼓励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进一步

做大做强， 扩大企业的辐射能力； 最后， 推动优质

企业发行公司债和企业债， 加快川企债券融资步伐。

川企融资绿色通道是这样搭建的

时间缩短，程序不减，提速不越轨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2008

年至今， 四川资本市场

累计实现直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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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额和上市企业数

量均位居中西部第一， 创历史最好

水平……单看上面一串串数字， 也

许谁都想不到这份资本市场成绩单

出自

2008

年刚刚经历过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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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地震后的四川省。

地处祖国西南的四川省在经历

大灾之后如何实现如此快速发展？

在采访调研中， 记者们心中的疑团

逐渐揭开， 答案随之清晰。 四川资

本市场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绝非

偶然。 地方政府、 监管局、 上市公

司代表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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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首当其冲则是得益于中国证监会给

予灾区企业上市 “绿色通道” 的扶

持政策。

2008

年

5

·

12

特大地震后， 四

川多地受灾严重， 不少上市公司受

灾停产。 为支持灾后重建， 证监会

按照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精神， 给予

了四川企业上市的 “绿色通道”： 即

在灾后重建期间， 同等条件下， 四

川企业上市时间优先、 进度优先、

审核优先。 措施给力， 立竿见影！

一大批受灾企业通过绿色通道

融得急需的资金， 为企业恢复生

产、 灾后重建输入了新鲜血液。

“这对企业来说， 简直就是雪中送

炭， 远远好过锦上添花。” 坐在崭

新的办公室里， 科新机电董事长林

祯华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科新机电所处的什邡市离震中

只有

40

公里， 属于重灾区。 当时，

生产一车间受损停产。 “我们现

在所在的生产车间当时正准备完

工， 受损不大， 这也是当时灾区企

业第一家宣布恢复生产的地方。”

林祯华的手指向四周， 向记者描述

作为灾区首家恢复生产的企业对当

时提振灾民士气的巨大作用。

作为一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登

陆资本市场的企业掌门人， 林祯华

详细介绍了科新机电改制上市全

过程：

2009

年

11

月上报材料 ，

2010

年

5

月接到审核通过的通知，

随后很快在

2010

年

7

月

8

日挂牌

上市。 “进度的确快很多， 临近

省份一家早很多上报材料的企业，

最后上市还比我们科新机电晚两

个月。”

不过， 林祯华一再强调， 尽管

“绿色通道” 让灾区企业上市的时

间有所提速， 但程序上的严格要求

一点都不打折扣。 “证监会审核材

料的工作人员经常半夜还打来电话

核实材料， 甚至有一次是周日晚上

10

点多。 正是证监会工作人员的

加班加点才保障了绿色通道畅通运

行。” 科新机电的募集资金投向中，

有一个项目正是国家五部委的灾后

重建项目。 “如果没有企业上市的

募集资金， 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完不

成， 绿色通道对灾区企业来说太及

时了。” 林祯华说。

和企业一样， 四川一些地方政

府领导也充分感受到了企业上市

绿色通道的益处。 绵阳市委书记

吴靖平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小细节：

地震后， 当地政府两次到证监会

汇报工作， 每次去都至少是副主

席出席会议， 切实给灾区企业解决

上市难题。 作为地震重灾区， 绵阳

有多家企业直接受益绿色通道， 如利

尔化学、 富临运业

IPO

上市， 四川

长虹成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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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分离交易可转

债……

“如果按照正常速度， 逾百家企

业企业在排队， 估计等待的时间会很

长。” 吴靖平对证监会对地震灾区给

予的绿色通道给予了很高评价， “帮

助受灾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更主要

的是， 绿色通道做到了时间缩短、 程

序不减、 提速不越轨。”

事实上， 感触最直接和最明显的

是上市过程的两端： 证监会和上市企

业。 在企业上市提速的过程中， 有很

多人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如证监会发

行部、 上市部等相关部门积极落实

“绿色通道” 政策， 在材料受理、 意

见反馈、 审核进程安排等方面提供大

力支持， 在依法合规前提下， 大大缩

短了四川企业上市排队等候的时间。

交易所方面， 为了让地方企业更加充

分地了解资本市场， 专门组织专家对

中小企业负责人进行培训指导， 解决

相关问题。

“交易所的专家几乎走遍了四川

的每一个市州， 几乎我们金融办工作

人员走到的地方， 交易所的同志都有

走到。” 四川省金融办综合处处长张

少鹿说。 许多原本不想上市的企业，

经过交易所专家的讲解培训最终登陆

了资本市场， 并尝到企业借助资本市

场迅速做大做强的甜头。 现在他们一

见到交易所领导就一个劲地说： “上

市这条路子我是走对了。”

展望未来， 灾后重建 “绿色通

道” 政策即将结束， 不过， 一条资本

市场服务灾区的前瞻意识和长效机制

“新通道” 已经搭建起来———四川当

地政府、 监管部门、 交易所都表示，

未来将进一步夯实巩固多方协作的直

接融资工作机制， 积极推动包括灾区

在内的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再融

资工作， 鼓励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 改造传统产业， 实现

产业升级换代， 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推进四川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和减

少关联交易， 不断提升 “四川板块”

的质量和市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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