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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产权机构
彷徨中求转型

围城内外，有的人想进来，有的人想出去。在产权交易机构
这座围城中，想进来的是曾宪梦，想出去的是张宏涛。

曾宪梦是菏泽市兴菏产权交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
菏产权”）总经理，张宏涛是邯郸产权交易中心主任兼中原经济
区产权交易市场联盟秘书长。

作为地市级产权交易机构负责人，张宏涛关心的是如何利用
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融
资服务。但是，由于受到监管条框的限制，张宏涛有些力不从心。

同样作为一个地市级的产权交易机构，由于市场化运作能
力较强，兴菏产权去年交易额列全省地方第二，增值、净价值列
全省第一。但曾宪梦说，单纯依靠市场化运作，身心俱疲，自己想
吃“公家饭”。

两种境遇，两种心态，反映了地市产权交易机构的现状。

数百家地市产权机构生存面临挑战

与产权业界乃至资本市场几乎将所有目光都关注于全国
30多家省级以上产权交易机构不同，地市一级产权交易机构长
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邯郸市财政局调研员薛成秀提出，目前产权市场出现市场
狭窄、竞争力薄弱、交易品种单一等问题，随着国企改革接近尾
声，国有产权企业业务逐渐减少，地市级产权机构的生存发展遇
到极大挑战。

一位地市级的产权所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地
市级别的交易所来看，每年交易的金额还是很有限，主要业务还
集中于省所以上机构，如何开展业务成为他们工作的重心。

据了解，虽然国有企业、行政、涉讼资产等都开始进场交易，
但其与资本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民营企业进场交易少之又少，
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

据悉，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目标逐渐完成，一些地市国有企业
少之又少，而民营企业又不进场交易，地市交易机构纷纷将触角伸
向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广告牌、土地、二手车等业务。而这些业务
纳入其交易范围后，为企业保值增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兴菏产权完成交易项目12宗，交易额
14278.22万元，国有资产增值737.07万元。其中，完成企业国有股
权转让项目4宗，交易总额14590.12万元，增值1850万元。在菏泽
惠和商业中心有限公司90%股权转让项目中，单笔交易额、交易
佣金均取得历史性突破，成交金额达13410万元。

在二手车和土地方面，兴菏产权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车辆交
易项目6宗，交易车辆70余辆，交易额108.19万元，增值13.17万
元。受理完成两宗房地产项目，交易总额316.98万元，国有资产
增值52万元。
制度建设滞后，交易秩序混乱

菏泽市国有资产经营中心副主任、菏泽市兴菏国有产权交
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尽管兴菏
产权做了大量工作，但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产权交易项目和品种单一，进场交易以国有项目为主，民

营企业项目太少。”刘峰说，产权市场建设涉及部门却很多，需要
国资、财税、监察、国土、房产、工商、法院、金融等多个部门的协
调，操作难度大。部门考虑自身利益多，政府统一协调难度较大，
妨碍了产权市场的发展和定位。

据了解，当前对我国产权交易机构进行监管的部门有财政
部门，也有国资部门，有的甚至是错层次交叉监管。

正因如此，国内多地交易机构纷纷创新，力图为生存发展拼得
一线生机。在国有企业进场交易的项目越来越少的背景下，一些交
易机构开始在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服务问题努力。

薛成秀认为，产权市场应该从目前主要为企业国有产权转
让服务，逐步转向全面为各类非上市企业的物权、股权、知识产
权的流转服务，尽快建设成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以及非
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服务的区域性市场平台，不断满足广大中小
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流转和资本融资需求，为各类资本的进入
和退出提供畅通的渠道。

但是，在产权市场创新上，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例如，去年
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叫停事件”，凸显出产权交易机构
创新过急、创新之困。
“究其原因，关键是没有将产权市场与证券市场相区别，制

定了与沪深两个主板市场高度相似的运行规则和经营方式，难
以规避潜在的市场风险，也不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
规定。”张宏涛告诉记者，产权市场的创新不能只是对已经存在
的证券市场的简单复制。

在此背景下，地市级产权交易机构如何避免踩“红线”，如何
转型，成为诸多机构负责人案头工作之一。

据邯郸产权交易中心股权融资课题组的统计显示，截止到去
年年底，邯郸市拥有各类市场主体18.9万户，注册资本1573亿元。

张宏涛说，如何将“死钱”变为“活钱”，怎样开辟中小企业的
融资渠道，盘活资本，急需一个具有普遍社会公信力的股权托管
机构和规范运作的交易平台。 （下转第三版）

天宫一号在国庆前夕升空，为万
里神州带来一份喜悦，为泱泱大国鼓
起更为自信的风帆。在甘肃酒泉发射
首颗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将与
随后发射的“神州八号”实施首次空
间交会对接。在距地球 300公里的轨
道上，要想将速度比子弹快 10倍的
宇宙实验室和宇宙飞船相对接，需要
极高的技术。若成功对接，这将是多
么骄人的瞬间。
中国独立推行自主航天事业，为

在未来的太空资源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太空强国”
地位，显示中国发展的科技实力。

从 9 月 20 日起宣布天宫一号即
将升空的消息以来，关于天宫一号的
信息如过江之鲫，接踵而来，信息高
度密集，也高度透明，给人以强烈的
冲击，使人感受到中国科技实力的同
时，更多地感受一个大国的科技自
信。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超速发展，
接连超越了曾经轻视自己的众多老

牌工业国。经济实力的猛增，使中国
在世界事务中逐步挺直了腰杆，露出
了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自信。天宫一
号升空的信息密集发布，使我们更加
鲜明地感受到这种自信。

曾记否，在神舟载人航天工程的
前期，对外一直是“加强戒备”。发射
时间严格保密，发射场地严密封锁，
即使是发射成功之后所披露的信息
也很有限。

然而，情况变了，仅仅几年时间，
众多“第一次”的纪录被悄然创造。

2005年“神六”发射时，第一次实
现电视直播；2007 年嫦娥一号发射
时，众多媒体第一次获准现场报道；
2008年“神七”发射时，对航天员的出
舱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当时就有外
媒评论认为“这不仅展示了中国的科
技实力，也反映了其日益增加的自信
和透明度”；2010 年国庆节期间嫦娥
二号发射时，境外记者首次在现场感
受火箭的震耳欲聋和地动山摇。

2007年 8月，中央批准在海南省
文昌市建设新一代航天发射场，旋即
对外公布。原来对于发射场的选址和

发射计划都是高度保密的，从高度保
密到高度开放，这确实让人感受到中
国对于航天技术的高度自信。

回顾历史，我们也许更能看清现
实。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五
四运动，中国的社会心态就一直在自
信和不自信之间折腾和徘徊。在内部
压抑和外来挤压的夹攻之下，人们的
集体反应模式经常是矛盾的，社会心
态也往往是紊乱的。直到今天，中国
开始大规模地重拾失落已久的大国
自信。

这种自信从何而来？从中国企业
的科技实力而来。天宫一号是个非常
庞大的系统，天宫一号和神舟飞船涉
及的公司数量众多。中国卫星、航天
动力、航天机电、中航光电、成发科
技、航天信息、航天长峰、航天科技、
航天晨光、航天通信、航天电器、哈飞
股份和洪都航空等，都有较大程度的
参与。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公司、
天津开关厂、南京苏特电器公司、天
津燕海化学公司等也有参与。此时，
这些企业像太空繁星那么明亮，那么
引人注目。

不久前，中国企业 500 强在四川
成都发布，中国航天总经理许达哲在
主题发言中表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在于立足科技型企业进行创
新。在这种理念引导下，他们攻破了
许多航天技术险阻。在天宫一号设备
制造中，中国建材集团所属中国建材
总院、哈玻院在对接姿态控制系统、
资源舱推进分系统、应用系统三大领
域的关键配套技术上，数年科研，攻
克技术难题。参与天宫一号发射设备
制造的中国企业，正是用科技创新提
升企业竞争力，用技术创新引领行业
发展，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自信创造了
先决条件。

企业强则国家强，我们再次领略
这句话的含义。当天宫一号成为世界
瞩目的焦点时，通过天宫一号看企
业，通过企业看天宫一号，我们认为，
中国企业科技实力增强是当今中国
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是中国获得大国
自信的天梯。

中国企业的科技复兴，复兴了中
国人的民族自信，这是古老大国复兴
的先声和前奏。

卓越航天企业铸就中国自信
本报评论员 钟启平

融资功能未充分发挥

9月 29日 21时 16分，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万众瞩目的天宫一号发射
升空。在相继实现航天员上天、太空
行走之后，中国航天在建设永久载人
空间站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改进
后的“长征二号 FT1”火箭完成了这次
发射任务。

与此前发射的航天器不同，天宫
一号不再是一叶孤舟，它安装了几个
对接口，入轨后将等待一个月后发射
的神舟八号无人飞船，在地面人员控
制下首次进行空间交会对接。

今后两年内，中国还将发射神舟
九号以及搭载宇航员的神舟十号，再
与天宫一号对接，组装成一个能容纳
三名宇航员工作和生活的空间站雏
形。

这将使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
三个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可以在地球轨道上长期滞留工作的
空间站，对于探索宇宙奥秘、造福人
类有着重要意义。

天宫一号的成功发射，使得中国
企业航天技术和创新能力经受了一
次重大洗礼，中国企业的全力参与，
成就了天宫一号今天的腾飞，而天宫
的腾飞，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迅速飞
跃新的助推器。

企业群力助飞“天宫”

天宫一号的成功发射，不仅将开
启中国的空间站时代，更开启了规模
巨大的航天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

总长 10.4米、最大直径 3.35 米
的天宫一号是一个两节结构的圆筒

形太空舱，内有一个约 15立方米的
活动空间。舱内安装了太空长期生活
所需要的食宿、锻炼、娱乐等设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
统副总设计师张善从透露，天宫一号
携带了高光谱相机，在轨期间将开展
多项空间科学研究，包括探测中国农
作物中重金属的含量分布、农药残留
和病虫害。

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飞船涉及
的公司数量众多，其中，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是载人航天工程总负责单位，
下属有 5家 A股上市公司，包括中国
卫星（600118）、航天电子（600879）、
航天机电 （600151）、 航天 动力
（600343）、四维图新（002405）。其中
中国卫星大股东为载人飞船总承包
商，航天电子主要做遥测遥控、继电
器和连接器等，航天机电大股东有运

载火箭和太阳能光伏业务，航天动力
大股东负责运载火箭液体发动机研
制，与载人航天相关。

而另一家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下属有 6家 A股上市公司，分别负
责卫星应用和信息技术、研制生产继
电器及连接器以及航天发射地面设
备业务等项目。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科
技创新的主体企业，中国建材集团公
司，在天宫一号相关项目研发方面，再
一次体现了央企科技研发的领航作用。

在天宫一号，对接姿态控制系
统、资源舱推进分系统、应用系统三
大领域关键配套技术上，中国建材集
团所属中国建材总院、哈尔滨玻璃钢
研究院（以下简称哈玻院）的四项技
术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第二版）

天宫一号发射升空，中国航天载人空间站迈出坚实一步，
多家央企和地方企业做出卓越努力

中国企业开启大航天时代

9月 29 日，
中国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
号 F 运 载
火箭将天宫
一号目标飞
行器发射升
空。
王建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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