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大幅下

滑。统计显示，当年，共有225家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

场完成 IPO（首次公开募股），同比下降四成；合计融资约

1680.2亿元，同比下滑六成，创下2009年来新低。

进入新的一年，中国 IPO 市场似乎并没有“兴奋起

来”。受市场行情低迷及元旦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2013

年1月，中国企业对 IPO 仍旧兴致索然，数量金额创近 3

年新低。来自投中集团（ChinaVenture）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1月，仅有4家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完成 IPO，

合计融资32.8亿元，环比下降87.4%，同比下降56.9%。

财务核查“吓退”申请企业

继 2012 年 11 月仅有一家企业登陆 A 股、12 月 A

股 IPO 市场“无人登陆”之后，2013 年 1 月，A 股市场再

次交出了“白卷”。

“1 月份仅有 4 家中国企业完成 IPO，且 A 股市场再

交‘白卷’，主要是由于 A 股市场的低迷。一方面，新股

发行速度放缓，自 10 月份的浙江世宝之后，新股发行审

核已暂停 3 个月有余。另一方面，‘史上最严’在审企业

财务核查工作开展以来，数家企业主动撤回 IPO 在审材

料，IPO 撤退潮初现。”投中集团分析师李玲告诉记者。

据了解，1 月 8 日，证监会召开 IPO 在审企业 2012

年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会议，开启了“史上最严”在

审企业财务核查工作。此次检查的目的在于缓解

IPO 排队拥堵，并挤干在审企业财务数据“水分”。

此举一经实施，效果显著。证监会 2 月初公布的

最新拟上市企业名单显示，又有 7 家企业进入“终止

审查”行列。据统计，证监会“IPO 财务核查”风暴正

式启动不到 1 个月，已有 5 家主板申请企业、11 家创业

板申请企业，共计 16 家“临阵脱逃”，接近 2012 年全

年终止审查企业总数 67 家的四分之一。

但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对记者表示，

在国内，证监会为了控制 IPO 数量，防止资金分流致

使个股股价下跌，对 IPO 财务核查提出了更严要求，

这一措施抑制了 IPO 数量。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国

外，金融市场萧条，国际资本市场 IPO 也是持续萎

缩。“目前，国内外的金融环境都不利于新股发行，待

宏观经济回暖，这一现象将有所改善。”他说。

绕道香港寻找温床

A股上市行不通，很多中国企业选择了“借道”上市，

美国和中国香港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

2012年，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 IPO 融资额增长的市场，

且分析师预计 2013 年美国融资额还将继续保持领先。

可惜的是，由于中概股此前因诚信危机频遭做空

机构“猎杀”，美国投资者的信心至今未恢复，而“别处

上市见钱、美国上市见血”的不良后果也让中国企业

对“残酷”的纳斯达克心生敬畏。

除此之外，喜欢“尝鲜”的美国市场并不待见中国

企业。仅有的两家在去年成功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之

一的欢聚时代的首席执行官李学凌就曾表示，除了整

体市场趋冷，赴美上市的“门槛”还在于投资人觉得中

国公司总是没有创新，总是跟着美国脚步发展。

于是，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港交所顺理成章

地成为了筹谋上市的中国企业唯一选择。“中企如果

在欧美市场完成 IPO，有较大被欧美投资机构做空的

风险。相较而言，港交所是企业 IPO 的理想环境，今

后会有更多中企在港交所完成 IPO。”霍肖桦如是说。

李玲分析指出，从去年全年 IPO 数量来看，港交所

主板成为中国企业融资规模最大的板块。在 A 股市场

持续低迷的态势下，转赴香港市场上市成为众多内地

企业的不二选择。特别是国家调控政策频出的房地产

行业，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内地房企赴港上市潮再现，

旭辉集团、新城控股、金轮天地控股等内地房地产企业

先后登陆港交所。

而最新数据也证实其所言非虚。据悉，2013 年 1

月上市的 4 家中国企业全部集中于港交所，1 月 31 日，

中铝矿业国际登陆港交所，累计融资 25 亿元，是今年

以来港股市场上首笔大宗 IPO 交易，成为本月规模最

大的 IPO 案例。

李玲表示，未来，港交所或成为内地企业上市的

温床。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王哲 电话：95013812345-1024 myfalv@163.com 制版：张迪

2013年2月7日 星期四 07

公司观察

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

日前，飞利浦公司宣布，以 1.5 亿欧元现金加品牌授

权费的形式，将影音、多媒体和配件业务出售给日本船

井电机。这就意味着，在消费电子业务领域已经拥有约

80 年历史的飞利浦公司，正式宣告放弃该领域的业务。

飞利浦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消费者普遍转向在线

欣赏音乐、电影和游戏，而不是购买传统 CD 和 DVD，

加上 iPhone、iPad 等产品带来的冲击，传统家庭娱乐市

场正在逐步缩小且利润率不高。以利润率为主要考察

点，飞利浦未来的发展布局将集中在医疗、照明等高利

润领域。

财经动态

近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对外公

布，该公司于 2 月 1 日以 1104 万英镑收购英国百年企业

——锰铜控股（简称英国锰铜）的核心资产与业务。此

次全资收购英国锰铜已经是吉利的第三次海外并购，

前两次分别是收购澳大利亚 DSI 变速箱公司和瑞典沃

尔沃轿车公司。

据了解，此次收购是通过吉利的子公司——吉利英

国集团有限公司按零现金、零债务模式完成的，收购的

资产包括英国锰铜的厂房、设备、不动产、全部无形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商标、商誉等），以及英国锰铜与吉利在

中国设立的合资工厂中 48%的股份和库存车辆。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

作为国内汽车经销行业的领军企业，近期频繁爆发负面

消息。空白合同欺诈、信用等级遭下调、2012 年预亏 6 亿

元至 7.5 亿元，加之去年 11 月底被国土部通报等，让这家

上市不足两年的公司如坐针毡。

在业内人士看来，庞大之所以如此“庞大”，与其快

速增加的土地储备密不可分，而当行业增速放缓，“囤

地”的后遗症也逐渐显现。同时，庞大集团大举扩张，由

此带来的可能后果是负债高企。数据显示，公司 2011 年

负债总额达到 425.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1.33%。联合

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表示，2012 年 9 月底的资产负债率达

84.21%，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本报综合报道）

飞利浦退出消费电子业

吉利海外抄底吞下英国锰铜

庞大汽贸三面受击陷困局
负债率处业内高位

A股市场交白卷 中企IPO意兴阑珊

最佳零售银行 最佳服务银行 最具成长性银行

郑州银行：勇立潮头阔步前行

记者从郑州银行了解到，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行资产达 1040.45 亿元；各项

存 款 达 825.73 亿 元；贷 款 余 额 达 到 497.74

亿 元 ，全 年 新 增 贷 款 122.81 亿 元 ，通 过 贷

款 发 放、信 托 投 资 等 手 段 提 供 资 金 达 540

亿元用于郑州市重点项目运行、市政基础

建 设 以 及 本 土 企 业 产 业 升 级 和 规 模 扩

张 。 经 营 指 标 年 增 幅 处 于 全 国 城 商 行 前

列，资产规模、存贷款余额均实现 7 年翻两

番。同时，郑州银行资本充足率达 15.2%，

不 良 贷 款 率 仅 为 0.43% ，远 低 于 同 业 平 均

水平；拨备覆盖率达 467.02%，各项监管指

标持续向好。

2012 年 ，郑 州 银 行 积 极 配 合 市 委 、市

政 府 三 大 主 题 工 作 ，充 分 发 挥 中 原 地 区

规 模 最 大 的 本 土 金 融 机 构 的 优 势 ，加 大

对 郑 州 都 市 区 建 设、城 中 村 改 造 工 程、产

业 集 聚 区 建 设 的 融 资 支 持 力 度 ，年 投 放

资 金 540 亿 元 ，有 力 支 持 了 郑 州 新 区 建

设、郑 州 轨 道 交 通 工 程、郑 州 快 速 路 网 建

设 、郑 汴 快 速 通 道 项 目 的 正 常 运 转 和 河

南 煤 化 工 集 团、郑 州 粮 食 批 发 市 场、河 南

万 邦 物 流 、生 茂 集 团 等 省 市 大 中 型 企 业

实 现 产 业 升 级 和 经 营 规 模 扩 张 。 2000 年

至 今 ，郑 州 银 行 累 计 投 放 各 项 资 金 达

1500 亿 元 ，用 于 支 持 本 土 经 济 建 设 和 优

秀工商企业的发展。

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2012

年，郑州银行更是充分发挥自身小企业融资

机制、流程和产品上的优势，积极为地方中

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已成为河南省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标杆银行。截至 2012

年底，郑州银行小企业贷款及个贷总余额为

185.55 亿 元 ，全 年 累 计 发 放 小 企 业 贷 款

158.46 亿元，支持小微企业 5222 户，有力地

促进了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壮大。

在过去 7 年中，郑州银行共发放下岗失业小

额担保贷款 3629 笔、累计发放金额达 23.21

亿元，占郑州市该项贷款总额的 97%。其

中，发放个人类小额贷款 2392 笔、金额 1.52

亿元，发放企业类贷款 1237 笔、金额达 21.67

亿元，帮助 1200 余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走出了发展困境，解决了 20000 多人的再就

业、创业问题。

在支持“三农”发展方面，郑州银行通

过 发 起 成 立 的 三 家 村 镇 银 行 和 设 立 的 六

家 县 域 支 行，精 心 设 计“ 三 农”服 务 流 程，

积极探索新型担保方式，不断开发“三农”

金融产品。其中，中牟郑银村镇银行成立

3 年来业务发展迅速，现已成立分支机构 6

家，存款达 26.82 亿元，贷款达 13.78 亿元，

综合实力居全省村镇银行首位，有力地支

持了当地“三农”经济发展。郑州银行 6 家

县域支行成立以来，共支持了当地 200 余

家涉农企业发展，融资总额达 50 多亿元。

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方面，郑州银行立

足于打造“精品社区银行”的目标，推出“缴

付宝”业务，使郑州银行成为了省会居民基

础生活缴费代理业务量最大、项目最全的银

行；发行各类银行卡达 169.64 万张，卡内余

额达 82.83 亿元，向个人客户推广使用了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快捷支付结算方式；开

发了住房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等多种个人

贷款模式，为市区 75%以上的市民提供了贴

心的金融服务。

2012 年 12 月，《金融时报》和中国社科

院金融研究所联合颁发的“年度最具成长

性中小银行”奖和“年度最佳小微企业服务

中小银行”奖花落郑州银行。值得一提的

是，“年度最具成长性中小银行”奖在全国

中小银行业中仅有 3 家，郑州银行也是仅

有 的 同 时 荣 获 两 个 奖 项 的 银 行 。 与 此 同

时，该行还荣获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和理财

周报评选的“2012 中国城商行最佳零售银

行”奖以及人民银行郑州中支和河南省工

信厅授予的“2012 年河南省‘小巨人’企业

信贷培育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权威

机构的认可和肯定，以及各项业绩的出色

展现，标志着该行“特色郑银”战略已成型

并于实施中显现成效。

■ 本报记者 李振峰

编者按：去年，12 月 17 日，由《金融

时报》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联合举

办 的 2012 中 国 金 融 机 构 金 牌 榜·金 龙

奖颁奖典礼上，郑州银行荣获“年度最具

成长性中小银行”和“年度最佳小微企业

服务中小银行”两项大奖，成为全场焦

点。回想起这个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的问题银行，历经 12 年锐意改革、持续

发展，如今旧貌换新颜。正在为“打造

商贸物流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专家、精品

社区银行”的理想而阔步前行。

■ 本报记者 徐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