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宁市委书记崔保华妙喻推动企业上市与政府角色

企业莫做

“

土财主

”

政府甘于做

“

保姆

”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 ‘做大做强

遂宁板块， 打造区域证券强市’！” 四

川省遂宁市委书记崔保华的话语底气

十足不是没有来由———“十一五” 期

间， 遂宁资本市场表现出色， 截至目

前拥有

7

家上市公司， 在四川省

21

个市、 州中， 仅次于成都。 仅下辖的

射洪县就有

4

家上市公司， 县里的领

导谈起资本市场对地方区域经济的作

用更是如数家珍。

遂宁属于经济后发地区， 基础

差、 底子薄， 然而竟能源源不断地

向资本市场输送优秀企业， 这其中

到底有何秘诀？ 除了现在全国各地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奖励政策， 这个

全国著名的观音文化之乡， 是否有

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孵化优秀上市

企业的独门秘笈？

“企业上市奖励政策你搞， 他也

可以搞， 别人很容易复制， 我们遂宁

也有， 但对上市企业来说， 机制推动

才能长效。” 崔保华直言， 遂宁上市

公司众多， 但绝无秘笈可言。 崔保华介

绍， 遂宁推动地方企业上市， 主要是做

好服务， 注重对地方投资环境的营造，

让企业家熟悉资本市场并且接受企业做

大做强就必须走资本市场这条道路的理

念。 为此， 遂宁多次派出党政干部和企

业高管赶赴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达地区考

察学习， 增强走向资本市场的信心。 在

有企业成功上市后， 及时组织经验介绍

暨重点改制上市企业推进会， 树立走向

资本市场的成功企业典型， 激发全市企

业上市热情。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秘

笈， 那就是我们更注重服务企业上市

‘软实力’ 的作用， 努力在地方营造奋

发向上、 积极有为的市场氛围， 不要甘

于做 ‘土财主’！” 崔保华说。

资料显示， 目前遂宁拥有本土上市

公司明星电力、 沱牌曲酒、 华润锦华、

四川美丰、 高金食品、 天齐锂业和与央

企重组被带动上市的华纺银华共

7

家。

7

家上市公司作为推动遂宁工业经济发

展新跨越的龙头， 带动并促进相关产业

的快速发展， 催生了纺织、 机电、 化

工、 食品、 电力等企业集群。 据遂宁市

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以射洪县为

例， 依托已有的

4

个上市公司， 就形成

了

4

个产业园区， 而后， 园区又吸引更

多的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聚集而来。

随之而来的是， 地方各界对运用资本市

场做大做强的观点根深蒂固， 很多企业

都奔着遂宁上市服务好而进驻当地园

区。 “未来遂宁上市公司数量很有可能

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崔保华说。

崔保华介绍说， 遂宁每年将推动

3~5

户企业按上市要求进行股份制改

造， 滚动培育上市后备企业

30

户以上，

到 “十二五” 末， 培育企业成功上市

3

户以上， 总量突破

10

户； 滚动培育债

券发行后备企业

20

户以上， 培育企业

成功发行债券

5

户。 实现企业直接融资

达

100

亿元。 其中， 企业上市首发融资

30

亿元， 再融资

45

亿元， 企业债券融

资

25

亿元。 实现直接融资占比要达到

20%

以上的目标。

崔保华还有更长远的考虑， 在他看

来， 要真正打造资本市场遂宁板块， 在

加大新上市企业推动力度的同时， 还要

加强对已上市公司的支持。 显然， 在上

述两个方面遂宁都已初显成效： 新上市

企业培育方面， 针对地方企业规范改制

上市工作起步早， 推进速度快， 从改制

到上市全程跟进， 贴身服务， 仅用

3

年

多时间就促成了高金食品、 天齐锂业两

家民营企业规范改制并实现上市， 而且

后备企业资源储备丰富， 当地企业上市

热情高涨。

“遂宁上市公司数量多、 质量好，

与当地政府实实在在做企业上市 ‘保

姆’ 密不可分。” 一位负责四川地区企

业上市推广负责人如是评价。

资本市场助力川企跨越前行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昆明

从四川射洪到遂宁的公路上， 会

经过一片栽有很多柳树的镇子， 如果

是在春天， 成片枝条细长而低垂的柳

树一定会使你有驻足欣赏的冲动， 这

个镇子原名柳树镇。

2010

年， 四川

省政府把这个镇子改名为沱牌镇， 改

名是因为全镇几乎被上市公司沱牌曲

酒的生产基地所覆盖。

管中窥豹！ 对地方经济而言， 资

本市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带动

产业升级， 带来示范效应； 对企业而

言， 资本市场促进了技术创新、 增强

了企业外延式扩张能力。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效

地激活了民间投资和拉动

了间接融资。 企业上市获

得快速发展能力所显示的

示范效应， 极大地促进了

未上市企业的上市积极性。

除民营中小企业外， 一批

省属国有大企业也积极筹

划改制和上市前准备。

地方经济中流砥柱

以中流砥柱来形容资本市场对四

川经济的影响并不为过。

目前， 四川的上市公司已基本覆

盖了四川重点优势产业， 既有东方电

气、 五粮液、 攀钢钢钒等主板龙头企

业， 也有科伦药业、 川大智胜、 吉峰

农机等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中小

板、 创业板企业； 特别是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上市， 有效引导了各类要素和

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流动。

据权威数据统计， 近

3

年来， 四

川上市公司 累计 实 现营业收入

6354.07

亿元， 实现净利润

349.52

亿

元， 分别占四川

1.3

万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3

年累计 营 业总收入的

15.33%

和累计净利润的

15.40%

。

据了解，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效地

激活了民间投资和拉动了间接融资。

企业上市获得快速发展能力所显示的

示范效应， 极大地促进了未上市企业

的上市积极性。 除民营中小企业外，

一批省属国有大企业也积极筹划改制

和上市前准备。

资本市场发展还吸引创业资本

和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种资金纷纷进

入四川， 寻找和培育项目。 证券时

报记者此次采访的成都、 绵阳和遂

宁市相关官员都告诉记者， 越来越

多的社会资本， 特别是沿海的创业

资本到四川调研， 希望能够找到合

适的投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上市公司通过募集

资金实现产业升级， 在产业集群的作

用下， 带动一大批配套企业实现产业

升级， 如东方电气， 在全产业链打通

后， 原来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全部都

要进行产业升级、 技术改造， 迫使配

套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创新。

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不

仅在于为企业提供融资平

台， 更在于让一家地方性

企业瞬间变身为全国性企

业， 甚至是全球知名企业。

从地方走向全国

“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不仅在于

为企业提供融资平台， 更在于让一

家地方性企业瞬间变身为全国性企

业， 甚至是全球知名企业。” 深交所

一位负责上市推广的资深人士认为，

“四川诸多已上市公司都获得了这样

的好处。”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典型案例之一， 该公司总经理黄代云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

希望刚开始上市时， 发行了

4000

万

股， 上市的资产仅有

4

家饲料公司，

净资产

1.02

亿元， 后来经过一次配

股， 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4

亿元左右。

“虽然这笔资金占现在新希望的总资

产比例很低， 但是这个资本非常重

要， 因为有了这个资本以后， 才有了

新希望后来的产业延伸， 走出四川，

走向全国， 走出国门。” 他说。

据了解， 近期新希望又再一次借

力资本市场， 拟实现整体上市， 打造中

国最大的农牧业上市公司， 销售收入将

突破

600

亿元。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通

过

5

年时间， 打造千亿元收入的农牧企

业。” 黄代云说。

与新希望类似的四川上市公司还有

很多， 比如泸州老窖， 上市以后相继收

购同城的小酒厂， 为后来推出 “国窖

1573

” 埋下伏笔， 又收购湖南武陵酒有

限公司股权。 泸州老窖董事长谢明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泸州老窖

未来准备把武陵酒打造成年收入超过

20

亿元的企业。 科伦药业在上市之后，

运用超募资金迅速收购浙江、 广东、 河

南

3

地的同类企业， 实现企业在上述区

域的快速扩张， 进一步提高产品在全国

的市场占有率。

遂宁市委书记崔保华在谈到资本市

场对企业的影响时， 也认为是资本市场

促进了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品牌价值得

到不断提升。 遂宁的四川美丰， 原来是

县属 “小氮肥” 企业， 现在已发展成为

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化工基地， 净资产超

过

10

亿元； 原是民营 “小屠宰场” 的

高金食品建成了全国十大肉类食品外贸

出口企业； 原是金属 “小材料” 的天齐

锂业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锂电新能源核心

材料供应商。

近期， 在国家 “十二五规划” 号召

下， 不少企业都瞄准了国家大力开发新

疆的战略机遇， 四川的上市公司在获得

资本市场支持后， 迅速出击， 快速布局。

刚刚上市不久的科新机电拟运用超

募资金

3000

余万元在新疆投资组建新

疆科新重装有限公司， 用于满足新疆自

治区和周边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化工、 盐

化工、 煤化工等化工企业对装备制造业

的需求， 实现公司的战略布局。

科新机电董事长林祯华在接受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不是通过资

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 虽然公司看中新

疆的发展机遇， 但布局的时间肯定要推

后， 上市公司拥有的品牌形象和资金实

力让科新机电有能力快速布局新疆市场。

除了科新机电， 四川美丰也提出了

投资新疆的设想， 拟投资

6240

万元联

合新疆地方企业设立新疆美丰化工有限

公司， 一期建设年产

10

万吨合成氨及

18

万吨尿素装置。 四川美丰总经理王

世兆认为， 公司之所以能够有资金用于

新疆的投资， 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

川企利用上市契机， 抓

紧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积极开

发各类具有前瞻性产品。

上市加快技术创新

“我们将利用上市契机， 抓紧利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积极开发各类具有前瞻性的高端锂产

品。” 天齐锂业董事长蒋卫平说， “上市

使得公司拥有更强的技术创新实力。”

据了解， 天齐锂业募集资金投向

中， 除了扩大再生产外， 募集资金还用

于该公司的技术中心扩建。 蒋卫平表

示， 为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研

发具有前瞻性的锂产品是十分迫切而必

要的。 “通过扩建中试车间生产厂房，

进一步完善实验设备设施， 将有助于提

高技术中心的整体技术研发能力和装备

水平。”

科伦药业和科新机电也同样意识到

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科伦药业在募集资

金项目投向中有

5003

万元用于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科伦药业总经理程志鹏表

示， 公司的研发中心项目建设非常顺

利， 建成后将极大地提高公司的研发技

术和研发水平。

科新机电的业务正逐步由电站辅

机和化工压力容器设备制造向核级压

力容器设备制造领域拓展， 该公司已

全面进入核电常规岛设备制造领域，

目前正在开展核岛

2

、

3

级压力容器制

造许可证的取证工作。 该公司董事长

林祯华表示， 通过上市， 公司增强了

实力， 这将有助于公司积极进入核岛

设备制造领域。

四川长虹副总经理、 董秘谭明献就

表示， 公司要求尽可能节约资源， 让更

多资金投入到技术创新中， 给科技人员

发高薪。 “在我们公司， 拿最高薪酬的

是技术人员， 有好几个总工年薪是

500

万元， 我们管理层的薪酬待遇跟他们相

比还是差很远的， 要调动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 长虹才有可能从加工型企业向创

造型企业转变。” 谭明献说。

四川长虹工作人员介绍

“

三网融合

”

产品

利尔化学厂区

天齐锂业生产车间

科新机电生产车间

部分四川上市公司参加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发展座谈会

“走进四川”采访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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