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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系统融资规模快速提升

目前90%左右的挂牌公司均属于工信部和国家统计局标准内的中小微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股转系统

挂牌公司数量已达

1000

家， 还有

328

家公司正在排队等候中。 股转

系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股

转系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创新型

小微企业入驻其中， 不仅满足了

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而且降低了

企业融资成本， 有效推动了创新

型企业发展。

与此同时， 自股转系统扩容以

来，随着制度的完善和服务的创新，

股转系统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效

应初步显现。

制度创新带来便利

8

月

14

日，在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 《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

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

要 “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股转系统

开展融资”。 上述负责人表示，有别

于传统的交易所市场， 股转系统公

司主要服务于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

中小微企业， 使得证券市场支持实

体经济从以往的成长后期和成熟期

前移到创业期和成长初期， 有助于

带动社会资本对创新体系的支持和

前移。

在企业挂牌准入条件方面，挂

牌准入以信息披露为目的， 不做取

舍判断， 企业只要符合基本准入条

件，主办券商均可推荐挂牌。股转系

统公司对申请挂牌公司审查中关注

的问题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解决，

由市场主体进行遴选和投资判断。

“这更像是注册制的审核流程，监管

层或有意在股转系统测试政策的可

行性。”招商证券一位场外市场部相

关人士指出。

目前， 股转系统挂牌审查平均

时间在

40

个工作日左右。

与此同时， 股转系统提供了做

市、协议及竞价三种转让方式，挂牌

公司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之一并按规

定程序转换转让方式。据悉，股转系

统拟定于

25

日上线做市交易系统，

这对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股份集

中度高、 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将带来

明显的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股转系

统公司对多家挂牌企业及其相关

责任人发布了自律监管措施。股转

系统公司负责人指出，在加强自律

管理方面，股转系统公司将加快完

善自律管理的规则体系和机制安

排，完善挂牌公司监管机制和主办

券商制度，提高对大数据等现代技

术手段的运用，推进电子化监管，

开展对挂牌公司、 投资者等市场

参与主体的常态化培训， 避免无

知犯错。

融资规模快速提升

股转系统公司挂牌准入的包容

性使得中小微企业有机会获得证券

市场服务，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

投融资机制基本形成。 目前股转系

统中

90%

左右的挂牌公司均属于

工信部和国家统计局标准内的中小

微企业。

据统计，股转系统公司正式揭

牌以来，挂牌公司共完成普通股票

发行融资

134

次， 募集资金

61.84

亿元，其中，仅上半年，就有

72

家

挂牌公司完成

74

次股票发行，融

资金额

51.82

亿元，已达

2013

年全

年股票融资金额的

5.17

倍。在发行

效率上， 发行备案的平均时间为

19.76

天。

融资额的快速提升也为创业投

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VC/PE

）提供了

新的退出平台和标的池， 据不完全

统计，

VC/PE

基金已进入超过

500

家挂牌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 除

资金支持外， 还促进了创新资源和

要素在企业的聚集。从

2013

年年报

数据统计看，有

VC/PE

投资的挂牌

公司的资产规模、 盈利水平明显优

于没有

VC/PE

投资的挂牌公司和

市场平均水平。

据悉，除了普通股融资之外，股

转系统公司将进一步丰富直接融资

产品，优化市场服务机制，推出私募

债和优先股， 初步建成投融资信息

服务平台，开展路演服务。

与此同时， 股转系统公司还打

通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渠道。 从银

行渠道来看，股转系统公司已与

15

家

商业银行开展战略合作， 使挂牌公司

更便于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上半年，与

股转系统公司签署战略合作的银行已

向

470

家挂牌与拟挂牌公司发放贷

款，实际发放贷款金额达

46.17

亿元；

累计为挂牌公司提供授信额度达上百

亿元。

股转系统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 市场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交易所

上市公司也开始关注挂牌公司的发

展，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开始

显现。

目前，有

22

家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参股或控股了

20

家挂牌公司，新冠

亿碳、瑞翼信息、金豪制药等多家挂牌

企业将资产或股权出售给上市公司而

终止挂牌，

10

家挂牌公司完成了子公

司或参股公司的股权转让， 出售资产

金额合计

9477.71

万元。 还有一批挂

牌公司治理规范并成长壮大， 通过

IPO

实现了到交易所市场上市。 截至

目前， 累计有

8

家挂牌公司转板进入

交易所市场。

民营快递网点价格联盟调查———

局部串通涨价 整体价格混战

据新华社电

眼下各地严查价格违法行为，

快递企业也“中枪”。 有地方物价部

门近日叫停

６

家民营快递加盟网点

统一涨价， 引发各方对快递价格联

盟的质疑。

快速做大的“三通一达”等民营

快递， 占据电商快件七成以上的份

额，正经历惨烈的价格战。 企业、行

业协会等都有摆脱低价竞争的强烈

愿望。但事实证明，对快递这一充分

竞争的产业来说， 一厢情愿的所谓

价格联盟既属不智， 也属徒劳。 当

下，快递业这匹国民经济的“黑马”，

仍需苦练内功、转型升级。

民营快递网点串通涨价

针对重庆

６

家快递公司统一涨

价消息， 重庆市物价局官网

８

月

７

日公布调查结果。经查，重庆圆通快

递有限公司、 重庆申重速递有限公

司（申通）、重庆信雅达快递服务有

限公司（中通）、重庆迈崎快递有限

公司（汇通）、重庆畅韵装卸搬运有

限公司（韵达）、重庆渝昌快递服务

有限公司（天天）等

６

家快递公司调

价前多次共同召开价格协调会议，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起统一提高

了快递收费标准，存在相互串通、操

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价格法

相关规定。

上述通达系列快递公司总部均

位于上海，天天快递总部位于杭州。

这几家民营快递企业均采用加盟制

模式， 此次遭查的均是各自在重庆

的加盟商。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 此次

几家快递企业涨价前多方联合制定

的 《重庆快递行业自律价格守则》，

对重庆发往全国各地的快件均设立

最低收费标准，比如发往甘肃、内蒙

古等地的首重价格是每千克

８

元，

续重是每千克

６

元；发往四川、重庆

分别是

５

元、

２

元。

记者发现，上述守则还包括“任

何一家不得低于限制价格收费，一

经发现处罚

３００００

元

／

次” 等内容。

守则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重庆市物价局根据价格法，已

对圆通等

６

家快递公司下发责令整

改通知书， 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价格行

政处罚”。

整体价格混战

“对加盟网点的这种行为，总部

其实很头疼。”申通快递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加盟制是“三通一达”等民营

快递企业迅速扩张的“杀手锏”。 在

这种模式下，网络内的上千家加盟

网点以及其下数千乃至上万个门

店，实际上都是独立企业。 它们使

用总部的品牌和网络，并为此支付

加盟费。 但总部对网点的管理常流

于松散，此次串通涨价的网点均属

此类。

与局部价格联盟并存的， 是整

个民营快递市场延续多年的价格混

战。

２０１３

年，全国快递业务累计完

成

９２

亿件，逼近全球第一快递大国

美国的业务量。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一票快件

最低成本一般在

５

元左右，包括派

件费

１．５

元至

２．５

元， 取件费

０．５

元至

１

元， 运输费

１

元至

３

元，人

工操作费用

０．５

元至

１

元，信息成

本

０．２

元，加上一定的税费。 但去

年起有民营快递打出“

１０

元

３

票”

“

１０００

元包仓”等“割肉价”，一些

加盟网点为争抢地盘和份额，不惜

亏钱血拼。

行业统计数据显示， 国内每票

快件的价格，已从

２００７

年

２７．０５

元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５．６９

元，今年上半

年进一步下降至

１５．２１

元。 韵达快

递负责人评价：“为了降价， 大家简

直杀到眼红了。”另有快递企业人士

说：“现在大家是在喝稀饭， 肚子撑

得很大，但实际上没什么营养。 ”

价格联盟是歧途

快递业是不折不扣的一匹 “黑

马”，连年保持

５０％

以上的增速，并

对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巨大助力。 但

另一方面， 快递业却存在与其地位

不相匹配的许多问题。 低水平的价

格战最为典型。 近年来， 各快递企

业、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都强

烈期盼能告别低价竞争， 各方或明或

暗联合建立“指导价”、价格联盟等做

法时有出现。就在今年

７

月底，湖南湘

潭多家快递公司也因同时涨价被消费

者投诉。

中国快递物流资讯网首席顾问徐

勇表示：“此次价格联盟可说是快递公

司对恶性竞争的一次抗议和抵制，但

用错了方式。 ”

这些年来，方便面、彩电、家电等

多个行业都曾有过自律公约、价格联

盟等， 但或者没有实质性约束力，归

于空谈； 或者发挥了实质性约束力，

但直接违反法律，最终遭到价格部门

处罚。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价格竞争是

快递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在目前环

境下， 更不能把行业定价权拱手交给

所谓自律组织，致使“看得见的手”更

深层次地干预企业和行业发展。

“价格联盟没有出路，致力于提升

内功才是快递业转型升级的正道。 ”圆

通速递总部相关负责人说。

“快递业的价格战应该是快打到

底了。几年之内，市场格局会有剧变。”

有快递企业人士说。

成品油调价窗口打开 或迎年内第六次下调

据新华社电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

１８

日打开。本轮调价周期，国际油

价整体呈震荡下跌走势。 市场机

构预计， 在上一轮调价周期因未

达到调价“红线”而暂缓调整后，

国内汽柴油价格或将迎来年内第

六次下调。

石油价格系统

１５

日最新发布

的数据显示，

８

月

１４

日一揽子原油

平均价格为负

２．９０％

， 预计本次国

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幅度或接近

２００

元

／

吨。 但

８

月

１５

日国际油价出现

明显反弹，使得

８

月

１８

日汽柴油调

价窗口再次开启时， 国内汽柴油价

格下调幅度将有所缩窄。

本计价周期内， 乌克兰和中东

紧张局势依然持续， 但目前为止这

些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未受到影响，

未对原油市场形成大的冲击， 全球

供应依然充裕。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削弱了原油需求前景。 在多种因素

影响下， 近期国际油价整体呈震荡

下跌走势。

我国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底出台完

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按照

新机制， 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

１０

个工作日

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

５０

元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

加或冲抵。

新机制运行一年多来，国内成

品油零售价格经历了

１１

涨

１１

跌

１２

次搁浅共计

３４

轮调价周期。 其

中，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７５

元，

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下调

９０

元。

２０１４

年以来，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

格已经历

５

次下调

４

次上调

６

次

搁浅。

进入

７

月， 国内汽柴油价格共

经历两次搁浅、 一次下调。

７

月

２２

日，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出现年内

最大幅度下调，测算到零售价格

９０

号汽油和

０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

分别降低

０．１８

元和

０．２０

元。市场机

构金银岛预计，如果此轮下调成行，

７

月以来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升下调

幅度或将超过

０．３

元， 将有效降低

下游用户用油成本。

从国内成品油市场看， 在强烈

的油价下调预期下， 近期汽柴油批

发价格多跌至低位。市场预计，此次

调价落实后， 预计汽柴油零售利润

将有所缩窄。 但因目前社会资源较

为充足，而下游需求不畅，加之市场

竞争较为激烈， 预计加油站仍将保

持一定的优惠空间。

中宇资讯分析认为， 近期全球

主要经济体经济数据疲软令原油需

求前景不佳， 而目前全球原油供应

并未受中东等地缘冲突的影响而有

所削减， 所以供应过剩的现状将继

续打压市场；不过，中东等地缘政治

风险、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制裁抗

衡仍在持续， 国际原油市场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供应风险依旧存在，且

目前国际油价处于相对低位， 预计

下周国际原油价格将维持震荡走

势，有偏向上行的可能。

2014中国上市公司年鉴

编纂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中国上市公司年鉴（

2014

）》编纂工作会议

暨《中国上市公司年鉴（

2013

）》发布会日前在北

京召开。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

上市公司年鉴》主编安青松在致辞中表示，经过

7

年的群策群力，品牌价值基本形成。 权威性、

史料性、专业性和实践性是《年鉴》品牌价值的

源泉。

安青松表示，《年鉴》 的权威性体现在全国

36

个证监局协力发布区域上市公司发展状况，

境内顶级研究机构鼎力奉献上市公司行业发展

分析报告，

5

大境外证券交易所合力分享全球

资本市场发展资讯； 其史料性体现在云集沪深

证券交易所、 中证统计监测中心等专业性统计

机构，精确、持续发布上市公司年度发展数据；

其专业性体现在中上协并融委携手相关研究机

构，追踪分析年度上市公司治理、并购和融资新

动态新趋势

;

其实践性体现在由各地证监局推

荐年度上市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案例、 并购经典

案例。

山东证监局局长冯鹤年在会上表示，《年

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工具书之一，也是监管

工作者以及市场参与者必不可少的学习和参

考的资料来源。 北京证监局副局长陈稹表示，

《年鉴》在准确地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对推动上

市公司、监管部门、各部门行业关注、了解、研

究、利用资本市场起到了重大作用，其意义和价

值不可估量。 （陈中）

宁夏并网光伏电站

容量已超160万千瓦

记者从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公司获悉，自

２０１２

年宁夏成为我国第一个新能源综合示范

区后，新能源产业突飞猛进，已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新增长极。截至目前，宁夏已有并网光伏电站

６４

座，总容量

１６３．３８

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突

破百万大关，占全网总装机容量的

７．２６％

。

据了解， 宁夏适宜风电开发的资源量为

１２１４

万千瓦左右， 太阳能开发规模约

１７５０

万

千瓦。同时，宁夏拥有未利用的荒漠化土地资源

１１００

万亩，牧草地

３４００

万亩，发展风电、光伏

发电优势明显。

目前， 宁夏电网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达到

３７６

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将达到

５００

万千瓦。 在确保电网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电

网宁夏电力公司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 目前全

区光伏和风电均

１００％

全额消纳，没有弃风、弃

光现象。 （据新华社电）

国内钢材价格继续回落

国内现货钢市还在下滑， 主要钢材品种的

价格继续回落。 全球铁矿石市场在需求趋弱的

背景下，供给却在快速增长，“供强需弱”格局正

在渐渐成型。

据国内知名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

的最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

指数弱势下行， 报收于

１１８．２

点， 一周下滑

０．６４％

。 螺纹钢期货持续走低，影响到现货钢市

内的心态也持续偏弱，市场行情走跌，各主要钢

材品种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目前，钢市需

求仍未有明显释放，钢价的震荡运行将成为“新

常态”。

据分析， 在建筑钢市场上， 总体是弱势下

行。上海、杭州等地吨价一周有

１０

元至

７０

元的

下滑。市场内人士说，钢材期货的远期价格没有

什么“亮眼”的表现，现货市场的成交也是十分

清淡，场内的心态很弱，价格能够在弱势盘整中

基本保持稳定，“已经算是抗跌性较强了”。

在板材市场上，总体也是走跌。热轧板卷市

场震荡盘整，上海、杭州等地吨价一周走跌

１０

元至

７０

元，太原、沈阳等地则略有上涨。 短期

内，钢市的大环境是偏弱的基调，好在热轧板卷

的供给压力还不算太大。 中厚板市场也是弱势

盘整，上海、杭州等地吨价一周走跌

１０

元至

５０

元。在上海市场，有些规格品种虽然在供给上有

短缺的情况，但面对钢材期货市场的持续低迷，

不少商家在报价上还是选择了小幅跌价以促

销。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贸易商的资金状况也不

是太理想。

全球铁矿石市场终于在经过较为漫长的

“时滞”之后，与其下游的钢铁行业形成较为对

应的“景观”。 在“需弱”的背景下，供给却是“被

增长”，市场的“无奈”让此前一直风光无限的国

际矿商有所领略了。 据“西本新干线”的最新报

告，在国产矿市场上，河北地区铁精粉价格小幅

松动，吨价一周下跌

１０

元。钢厂采购谨慎，市场

成交疲弱。 进口矿价连续小幅回落，

１４

日

６２％

品位普氏铁矿石指数收在每吨

９３．５

美元的价

位上，一周下跌

１．５

美元。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力拓、必和必拓等全球四大矿商合计铁

矿石产量同比增长近

１３％

，创出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电）

广西将投资千亿元

打造高铁经济圈

记者最近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获悉， 未来几年广西每年将

保持

３００

亿元左右的投资规模，

到

２０２０

年打造成以南宁为中心

的“

１２３１０

”高铁经济圈，实现“市

市通高铁”。

广西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先建成

以南宁为中心的“

１２３

”快速铁路

网，即

１

小时通达南宁周边城市，

２

小时通达广西境内其他设区

市，

３

小时通达周边省会城市，到

２０２０

年再达到

１０

小时左右通达

国内主要中心城市的目标， 最终

形成以南宁为中心的 “

１２３１０

”高

铁经济圈。

据介绍，未来一段时间，广西

将把保持和扩大铁路建设投资规

模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

确保

２０１４

年完成投资

１５０

亿元，

力争完成

２００

亿元， 今后几年保

持每年

３００

亿元左右投资规模。

初步测算，到

２０２５

年，广西

铁路建设累计投资规模约

４０００

亿元， 估算广西需配套资本金

１０００

亿元以上，为此广西将深化

投融资体制改革， 多渠道多方式

筹措建设资金。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