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呼吁尽快推出小额快速融资机制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当前， 新股发行改革进程正在快速推

进， 而市场各方对改进再融资监管措施的

呼声也越来越高， 多位参加两会的人大代

表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纷纷建言，

由于中小板企业运行较为规范， 且风险可

控， 应在中小板率先推行小额快速融资等

再融资制度改革， 并朝着注册制方向努

力， 交给市场投资者去判断。

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工商联副主席、

荣盛发展公司董事长耿建明表示， 公司通

过中小板上市解决了或者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中小企业发

展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

通过上市融资给很多企业提供了起飞的平

台， 而资本市场融资一个是首发， 一个是

再融资。 中小企业如果要真正成为中国经

济的脊梁， 就要不断发展， 再融资的需求

必不可少。”

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丛强滋说， 中国经济

在快速增长当中， 跟投资增长对应的， 就

是上市公司资金需求的快速增长， 这就需

要以一个比较平和、 正面、 积极的态度来

看待上市公司再融资。 “虽然目前我们公

司募集的资金还没有用完， 但是未来市场

即将进入外延式增长阶段， 企业之间并购

重组的机会很多， 这就需要企业平时就有

较好的现金储备， 一旦机会出现就可以立

刻抓住。”

“新股发行体制都在向注册制迈进，

再融资更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丛强

滋代表建议， 应简化程序， 加快审核速

度， 缩短周期、 时间。 具体而言， 对于

再融资的审查重点， 并不需要把更多注

意力放在项目本身， 而是应该相信企业，

上市公司会更好地研究融资所用资金的

方向、 投资项目， 同时交给市场投资者

去判断。

全国人大代表、 华斯股份董事长贺国

英也表示， 再融资的审查重点应该放在审

查企业过去的诚信状况、 是否规范经营，

再融资是否给投资者带来回报等方面。

耿建明代表建议， 将审核权力下放到

交易所层面， 减少审核的层级， 提高审核

效率， 加快有资金需求企业的审批速度，

提高融资规模， “只要企业能顺利融资，

就可以降低融资门槛， 应该将融资行为完

全市场化， 交给市场投资者去判断。”

耿建明提出， 目前的中小板企业再融

资非常难， 上市公司在得到再融资机会时

为了能够拿到更多的钱， 就有了内在的凑

项目和扩大融资规模的冲动。 所凑的项目

很可能就存在问题， 甚至存在造假行为。

“如果推行小额快速融资， 上市公司会更

好地研究融资所用资金的方向、 投资项

目， 也将会更多地照顾资金买方的需求，

市场买卖双方的行为也将更为理性。”

贺国英代表也指出， 实行小额快速融

资， 所融资金使用效率就更高， 就不会产

生一次性融很多钱而用不完的现象。 而

且， 如果项目不好， 哪一次出了问题， 小

额融资的投资风险也会大幅降低。

向文波：国际化是必然之路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人大代表、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

波， 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 两

会期间， 这位来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

企业的民企掌门人， 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

采访。

证券时报记者： 三一是一个很大的企

业， 也很有钱， 温总理曾多次提到要鼓励

和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 能源、 交通和

社会事业等垄断行业， 您对此怎么看？

向文波： 三一的钱多， 事也多， 目前

对于其他领域还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 工

程机械行业还有很大的空间。 不过， 三一

现在也有个汽车金融公司， 叫做非银行金

融机构， 从世界上其他大企业的经验来

看， 将来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进入金融行

业是必然。

我觉得垄断行业放开是个大方向， 除

了军事等个别行业， 其他都应该允许民营

经济进入， 让大家来看看是垄断好， 还是

市场化好。

只要给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同等的发

展机会， 就不要担心国进民退， 还是民进

国退， 不要做过多意识形态的划分。 中国

发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过分的意

识形态划分， 二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问题， 要更多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 竞争

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

证券时报记者： 郭树清主席履新证

监会后， 在多个场合提到要研究如何通

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于中小企业，

您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民企通过

资本市场融资还存在哪些方面的制度性

障碍？

向文波：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 没有资本市场， 中国经

济不会发展到这样的水平。 三一也是，

上市的时候募集了

9

亿元资金， 对公司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获得了

9

亿元

资金后， 三一发展成了全球市值

500

强

的上市公司， 还分配了

12

亿元红利给

投资者。 上市促进三一成了中国工程机

械行业最好的公司， 从净资产收益率、

现金流、 成长性等多方面来看都是。

我希望国家能够给中小企业上市提供

更宽松的环境。 当然， 资本市场也有它的

难处， 中国企业太多了， 扩容太快了， 投

资者也不高兴。 另外， 我觉得企业家本身

获取资源的能力是最核心的能力。 不能跟

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让自己上市， 说明

企业家的能力不够。

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与企业家的

能力和大环境都有关系。 环境方面， 每

一次调控， 我都看到国有经济做大， 比

如， 银行赚钱很多， 浙江的企业却逃跑

了， 跳楼了。 当然， 也可以理解银行的

行为， 它们肯定是更重视信誉好的国企。

要支持小企业又要考虑信贷风险， 这是

一个矛盾。

证券时报记者： 三一重工作为中国最

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 今年初以

26.54

亿

元收购有 “大象” 之称的全球混凝土机械

巨头普茨迈斯特

90%

股权。 如何看待民

营企业走出国门， 有何建议？

向文波： 三一完全有能力消化 “大

象”， 收购 “大象” 可以实现三一战略化

互补。 普茨迈斯特用了

52

年时间在全球

建立了国际化的销售和服务体系， 他们的

体系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拥有了 “大

象”， 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三一重工在世界

混凝土行业的地位。

企业国际并购最大的挑战是文化上的

融合， 解决的问题就是本土化。 我们会尽

量少派甚至不派去我们的管理团队， 普茨

迈斯特仍会由德国的管理团队来经营。

国际化是必须做的， 不是可做可不

做。 一个庞大的企业， 市场过分集中， 抵

御风险的能力就不行， 一旦局部市场出现

波动， 就会对业绩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我

们希望把三一打造成世界品牌， 就必须国

际化。

同时， 我们的并购、 出海都是牢牢专

注于工程机械， 没有过度多元化。 我们

投资节奏的把握、 投资时点的把握也是

都有讲究的， 这控制了海外投资的风险。

我希望大家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 再

去国际化， 血脉相连的中国人， 沟通没问

题的市场都做不好， 就不要做国际化了。

证券时报记者： 业界有观点认为国家

投资放缓， 行业冬天来临， 三一能继续保

持高成长吗？ 工程机械行业未来几年的成

长性如何？

向文波： 好日子大家都过习惯了， 现

在稍微有一点变化大家就很敏感。 工程

机械的增速肯定会下滑的，

2008

年国家

4

万亿元投资给工程机械带来了超常规的

发展， 但是这种超常规发展是不可持续

的。 今年的发展增速有所下滑是回归理

性， 对投资者、 消费者都有好处。 行业

太好的时候， 一些做得不好的产品也能

卖好价钱， 对消费者不是好事， 对行业

也不是好事。

工程机械服务的差异化很大， 决定成

败的不是产能而是质量和技术问题。 与钢

铁行业不同， 在同质化竞争中盲目扩张就

是灾难。 世界

80%

的混凝土机械市场在中

国， 挖掘机的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

总和， 中国的市场仍然是很好， 对今年的

行业发展我很乐观。 三一不担心任何产能

对我们的冲击， 我们靠的是产品和服务，

不过分看重产能。

证券时报记者： 三一前期港股上市搁

浅后， 公司高管层对媒体表示， 暂缓上市

是因为当时不是合适的时机， 要等待一个

合理的价格才能上市。 最近二级市场有所

回暖， 港股上市有何打算？

向文波： 我们仍然在继续等待一个

合适的价格。 我们发行的准备工作已经

是非常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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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民营经济只是遇到了一道坎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变革一直都在发生。 现在， 摆在中国

民营经济面前的， 或许不仅仅是无声的变

革， 而是一次大的、 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和

洗礼。

3

月

8

日下午， 北京西直门饭店

7

楼， 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人大代表、

万向系掌门人鲁冠球， 他创造了一个在细

分领域里的著名民族品牌———万向集团。

就在不久前， 鲁冠球作为中国民营企业

家代表陪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美国。

对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他有着深刻

的理解。

最大的困难是自己没能力

“温州老板跳楼的不算多， 温州那么

多企业， 跳几个很正常。” 鲁冠球已经

67

岁了， 他告诉记者，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

参加两会了。 然而，

67

岁的鲁冠球那爽

朗的笑声、 抑扬顿挫的语调、 犀利的观

点， 还是不时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一

个民营企业家的活力。

民营经济发展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

么， 这是记者最先问起的问题。 鲁冠球的

回答完全出人意料， 他说， 民营企业发展

实体经济，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企业能力不

够。 对于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 他认

为， 融资其实不难， 融资难是因为企业实

力不够， 企业做得不好。 “不要怪人家，

要怪自己。 不要怨、 不要怕、 更不要消

极。” 这是鲁冠球给民营企业家的劝告。

现在， 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到了一个阶

段， 鲁冠球称其为大浪淘沙。 鲁冠球喜欢

讲道理、 讲哲学， 虽然自谦说他是个农

民， 只是实践当中， 感悟到了为人做事的

道理， 拥有了平和的心态。

对于当前民企的困局， 鲁冠球形容

为， 小学生要上小学的课， 中学生要上中

学的课。 “民营经济每发展到一个阶段都

有它的问题、 它的坎。 现在， 民营经济就

遇到了一道坎， 解决了这个问题， 前景还

是向好的。”

对于民营企业的改革， 鲁冠球用了两

个字概括———放开。

“让他们去表演， 不要限制。 放开了

一万个， 总有一个成功。 实践当中， 一部

分倒下， 一部分生存下来。 运动员当中，

几千、 几百个里面， 只有一个最终是冠

军。 倒下的可能不是最终冠军， 但他可能

曾经是一个小范围的冠军———比如，

10

个人的冠军。” 鲁冠球说。

不要总谈民企国企

早在

2011

年， 万向系就拥有

11

张金

融牌照， 参股银行

6

家、 上市公司

11

家，

金融实力一点也不比实业差。 谈到引导民

间投资的新

36

条， 鲁冠球很高兴： “凡

是

36

条有的， 万向都想进来！ 万向嘛！”

不过， 鲁冠球不那么在乎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的此消彼长。 他站在靠窗的位

置， 看着远方， 用那浓烈的江浙口音一字

一句地说， 民营经济、 国有经济、 外资经

济， 都应该有一个平衡的发展， 他们都有

自己的优势， 关键是要找正自己的位置，

根据自己的特长做自己的工作。 如果能够

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做， 经济就能够持续向

前发展。 鲁冠球希望少一些管制和约束，

“你不要去管我， 我不要去管你。 不要种

了别人的地， 荒了自己的地。”

改革开放的时候， 人们谈国退民进，

现在说民退国进。 鲁冠球说这样的想法都

不对， 让市场来说话， 才是对的。 一切要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不应该以民营还

是国有去看待， 应该以 “为社会创造价

值” 为标准。

这几年， 以温州财团为代表的江浙资

金四处投资， 跟风新能源、 到海外收购、

炒房炒股。 鲁冠球并没有像一般舆论那样

去批评这些狂热的行为。 他的骨子里渗透

着市场二字， “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走，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实际上， 早在

1992

年， 万向就把人

员派往美国熟悉美国市场。

2000

年， 万

向一举收购美国市场汽车零部件商舍勒公

司，

2003

年， 万向又收购美国洛克福特

公司。 但鲁冠球并不特意去强调国际化、

多元化。

鲁冠球指着自己的西服说， 我穿的西

服就是雅戈尔的， 他们西服做得很好， 投

资股票和地产也做得很好嘛。 但他强调，

不管做什么， 到哪里投资， “一定不要盲

目， 一定根据自己特长来”。

两会期间， 一位浙江省高官对证券时

报记者这样评价鲁冠球： “他很厉害， 搞

了很多投资， 却没有荒废自己的主业。”

对于泡沫与狂热， 鲁冠球以哲人般

的思维去包容。 他说， 现在中国的经济

需要一些洗礼， 投资的事情， 只有进去

了才会体会到， 不去尝试， 怎么知道自

己的能力？

应该考虑对社会回报

成长于浙江的鲁冠球， 深刻感知着

浙江民企这些年的困难， 人力成本上

涨、 出口难度加大， 升级转型、 技术革

新， 一直是以鲁冠球为代表的浙商考虑

的问题。

前几天， 鲁冠球到环保部， 一个副部

长对他说， 浙江下的雨都是酸的。 “我们

活着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 如果这样下

去， （结果） 会怎么样。” 鲁冠球说， 发

展清洁能源是人类的必须， 应该从每个人

做起。 “这是一个责任， 生产者和消费者

都有责任。 所以， 在太阳能、 风力、 天然

气发电等领域， 我们万向这些年一直在烧

钱。 万向以后的路就是为清洁能源奉献一

切！ 我这个年龄， 这么多年过来， 应该考

虑这个问题了 （回报社会）。”

鲁冠球坚信， 新能源汽车的前景肯定

很好， 但要有时间和信心， 万向的新能源

汽车要走自己的路， 做世界一流。 鲁冠球

说他希望万向能够成为一家受世界尊敬的

企业， 他所定义的尊敬， 就是能够为社会

创造价值。

今年， 鲁冠球一共带了

8

个议案来参

加两会， 其中几个议案重点建议国家要对

新能源汽车、 光伏等行业进行规范和鼓

励， 但最引人注意的议案是 《关于进一步

加大力度推进测土配方施肥的建议》。

“我们国家靠什么， 哪里来？ 都是农

业来！ 忘了农业， 就是忘本。” 鲁冠球说。

民营经济每发展到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问

题

、

它的坎

。

现在

，

民营经济就遇到了一道

坎

，

解决了这个问题

，

前景还是向好的

。

改革开放的时候

，

人们谈国退民进

，

现在

说民退国进

。

这样的想法都不对

。

一切要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

不应该以民营还是国有去

看待

，

应该以

“

为社会创造价值

”

为标准

。

“

”

全国人大代表、万向系掌门人鲁冠球

只要给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同等的发展机

会

，

就不要担心国进民退

，

还是民进国退

，

不

要做过多意识形态的划分

。

国际化是必须做的

，

不是可做可不做

。

一

个庞大的企业

，

市场过分集中

，

抵御风险的能

力就不行

，

我们希望把三一打造成世界品牌

，

就必须国际化

。

同时

，

我们的并购

、

出海都是

牢牢专注于工程机械

，

没有过度多元化

。

“

”

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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