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们下决心全力推

动企业上市，就

是要向全社会传

递明确信号，云南在资本市场要有所作

为。”云南省政府有关领导近期在全省

企业上市倍增三年行动推进会议上说，

到2021年，云南省上市公司数量要实现

翻番，从目前的35家增加至70家以上。

但有受访者认为，这一目标难度极大，

需客观认清当前云南企业上市面临的问

题和困难。

将企业上市作为经济转型升
级的突破口

近几年，随着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云南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尤其是构建绿

色经济体系的脉络清晰，全省经济出现

了稳步上扬的良好局面。2018年云南

GDP达17881.12亿元，增速为8.9%，

分别位列全国第20位和第3位。但资本

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上市公司总

体数量少、实力较弱、后备资源严重不

足。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云南省A

股上市公司共有35家，总市值5000亿

元，位列全国第24位。另外，上市公

司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目

前，昆明占24家，曲靖3家，玉溪、大

理、保山、文山、丽江、普洱、临沧、

迪庆各1家，红河等6个州市至今没有上

市公司。

“资源有，但不太重视；可培育企

业很多，但缺少方法；前景广阔，需

提前准备。”云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

认为，云南在清洁能源、医药、有色金

属、旅游等多个板块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但一些省属国有企业和州市重视不

够，上市公司数量偏少。

今年初，云南省出台了《云南省推

进企业上市倍增三年行动方案（2019-

2021）》，专门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

服务保障。方案中称，云南将以滇中地

区和省属国有企业为重点，根据各州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确定新增上市公

司任务。围绕云南八大重点产业、打造

“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

地”三张牌和数字经济，筛选200家左

右的省级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并从中

确定50户左右作为“金种子”企业。

“对在A股和境外上市的企业，省

财政奖励1600万元；对‘借壳’或‘买

壳’外省上市公司并迁入云南的企业，

奖励1000万元；对在‘新三板’和云南

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的企业，分别奖励

100万元和50万元。此外，还将在税收

优惠、项目用地、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

扶持。”云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李

春晖说，全力推动云南企业上市，就是

以此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发展多层次资本

市场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企业上市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来，云南省

先后有一心堂、龙津药业、华能水电等

8家企业成功上市，但与发达地区、甚

至其他西南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云南证监局局长林林告诉记者，云

南企业上市工作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增量落后。

2014年至2018年，四川新增上市公司35

家、重庆新增13家、贵州新增9家、广

西新增7家，而云南仅增加6家。二是上

市后备资源不足。当前，云南省上市在

审企业仅有红塔证券1家，辅导备案企

业有健之佳、祥云飞龙、赛诺制药、奥

雷德4家，条件成熟的科创板拟申报企

业也仅有1家，上市后备企业数量严重

不足，面临断档的可能。三是区域发展

不平衡。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

云南各州市上市公司数量和拟上市企业

资源分布差异巨大。

林林认为，存在上述问题和困难的

主要原因有：一是思想观念问题。近年

来云南一些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认识虽有

所转变，但在企业的证券化、公众化方

面心存畏惧。地方政府习惯于就上市论

上市，没有很好地将企业上市与招商引

资、税源培育、产业优化升级等工作统

筹考虑。

二是云南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问

题。当前，云南经济发展面临不平衡不

充分、工业化水平不高、传统产业占

比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县域经济薄

弱、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省内国

有企业大多处于资源型行业，对经济周

期较为敏感；民营企业则多处于充分竞

争行业，准入门槛低，业内竞争激烈，

散小弱问题突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

云南省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极容易受到

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政策风险的叠加

冲击，在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难以达到

上市标准。

三是方式方法问题。企业上市实际

上是做一道已有标准答案的证明题。

企业需要尽早地转换到公众公司的角

色上，用资本市场的方式看待和处理问

题，但云南部分企业在推进上市过程中

只会讲“云南话”，不会讲资本市场的

“普通话”，导致上市遭遇挫折。

专家：三年内上市公司倍增
难度极大

云南省国资委主任罗昭斌说：“当

前，省国资控股境内上市公司7家，新

三板企业13家，但依然存在上市数量偏

少、市值偏低等问题。力争到2021年实

现每家省属企业至少控股1-2家上市公

司，省属企业在现有基础上新增14家上

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25家，每

年新增直接融资1000亿元。”

太平洋证券总经理李长伟告诉记

者，我国资本市场正不断改革，未来云

南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发生改

变。目前，有很多政策企业都没有很好

地利用，尤其是具有云南特色的企业，

未来只要加以辅导就能达到上市要求。

云南要在三年内完成上市公司翻番，可

能性不是没有。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云南启动上市企业倍增行动方案之

际，我国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迎来了新

格局，过去一年股票市场交易处于低迷

期，可今年以来，交易产生的“市场拉

动”作用表现明显，交易的活跃会更好

地促进市场定价机制的发挥，能够拉动

优质企业上市的价格。

尽管多位人士纷纷表态看好云南上

企业倍增目标，但多位研究上市公司

的经济学教授持不同看法，认为政策支

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要做

到规范。三年时间要想实现上市企业倍

增，完成的概率很小，除非政策法规发

生变化。

“企业上市前需要很大一笔开支，

云南省出台了对企业上市前补助1600万

元的政策，并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服

务，其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但用三年时

间完成35家企业上市，以我对云南企业

的研究，即便是包括了通过IPO、‘借

壳’‘买壳’以及境外上市，目标很

高、任务很重、难度极大。”一位证券

领域的资深专家说。

企 业 需 要 尽 早 地
转 换 到 公 众 公 司
的 角 色 上 ， 用 资
本 市 场 的 方 式 看
待和处理问题。

云南企业加速进军资本市场 
面临诸多难题
政策支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要做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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