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势·金融2017年02月21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邮箱：qiyebaoxinwenbu@163.com
02

踏着春天的脚步，滋润农业

的雨水如约而至。2月5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正式公布，这是自新世纪以来我

国指导“三农”工作的第 14 份中

央一号文件。

“农产品加工企业将迎来新

的春天。”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号文

件明确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

农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兼并

重组。事实上，早在2016年12月

28 日，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

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上市融资，这对农产品加工企

业上市融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支持。但有专家也表示，由于农

产品加工企业管理上存在一些弊

端，上市依然存在不少难题。

利好政策频现
“无论是中央一号文件，还是

《意见》的公布和出台，都体现了

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企业

上市领域专家、北京市中伦文德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静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企业

以中小企业为主，在成长中面临

很多制约，融资难尤其突出。企

业普遍反映，融资供求缺口大、渠

道窄、成本高，在贷款抵质押上面

临许多法律和现实的问题难以突

破。鉴于此，《意见》的出台是政

府希望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金融

政策的扶持，走出融资难的困境。

而在中研普华研究员陈泽洲

看来，政府提出的支持农产品加

工企业融资政策主要是从强化金

融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扩大

担保业务规模，创新“信贷+保

险”产业链金融等方面入手的。

同时，还表现在改善投资贸易条

件，支持社会资本从事农产品加

工、流通等领域。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

来，中央一号文件和《意见》对支

持农产品加工企业上市融资意义

重大。他对记者表示，农产品加

工业行业产业关联度好，覆盖面

较广，中小微企业多如牛毛，对于

农民就业增收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但有利于加快

农产品加工企业上市融资，而且

也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这些政策对于中小型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来说是利好的消

息。”温州雁圣源铁皮石斛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呈勇告诉记者，农业

产业（包括铁皮石斛产业）是一个

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产业，风险

也比较大。他们公司刚开始进入

这个行业的时候，由于引进的品

种问题，25 亩石斛都被冻坏了，

一下子就损失160多万元。而目

前他们公司又与多个科研机构以

及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了石斛手

工皂、铁皮石斛面膜、铁皮石斛牙

膏以及铁皮石斛白酒等项目，后

续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撑。所以

资金压力一直都很大。“有机会我

们肯定是要争取上市的。”吴呈勇

对记者如此表示。

难题短板待解
然而，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

国的农业企业上市企业却少之又

少。陈泽洲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据他们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

前为止，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共45

家。其中 17 家上市企业为农产

品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占

比37.78%。

“农业企业上市还有很多短

板。”陈泽洲表示，农业行业或农产

品加工企业受气候、区域影响，产

品价格和业绩的周期性、区域性、

波动性较大。他说，我国农业企业

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工业化与信

息化程度低、技术含量与附加值

低、工艺落后、管理粗放、创新程度

缺乏、财务运作不规范、集中度与

营销水平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市

场占有率低的特点，行业竞争激

烈，抗风险能力与成长性较弱。

农业企业盈利能力也是影响

企业上市的重要因素。李静表

示，农业企业上市所占比例较小

的原因是，农产品企业的盈利能

力不足以及管理不规范。她说，

农产品企业上市难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企业的财务

管理不规范性。大量使用现金结

算方式、难以形成证明力强的交

易记录、生物资产实物盘点困难、

会计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薄弱

等；二是农产品企业存在社保管

理不规范的问题。由于农业企

业，包括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普

遍是农民工、季节工，流动性较

大，社保难交，这也成为农业企业

上市的一个障碍。

而在宋清辉看来，与其他行

业企业相比较，农业类企业在发

行上市过程中相继暴露出相当多

的风险和问题，并出现过数起市

场影响恶劣的虚假陈述案件，给

其发行审核与监管工作带来严峻

的挑战。

上市步伐加快
因为意识到上市的艰难，从

事水果植物发酵型产品研发、生

产及销售的浙江奥元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另辟蹊径加快上市步伐。

“直接上主板太难了。”奥元

生物董事长王彦方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

企业成立时间不长，达不到上市

规定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上主

板排队时间太长。所以公司早在

2015 年就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

创新板上挂牌；2016 年 6 月又对

公司进行了股改和“新三板”上市

的准备工作，计划今年 6 月份通

过“新三板”上市；2016 年 9 月还

启动了香港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

心申报“素德宝”商标的上市工

作，并获得了首轮 500 万元融

资。“最终还是要去主板上市的。”

王彦方对记者如此表示。

作为一家苗（花）木种植和加

工企业，浙江江山市碧水白云家

庭农场总经理夏翔把规范企业管

理、提高企业综合实力放在了上

市第一位。他说，首先，从一家小

型的民营企业转向新兴的现代企

业，科学规范的管理最重要，而上

市企业具备这些特质。其次，上

市后，要着力加强科研力量，培育

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树苗，开辟

高寒地区的市场。第三才是融资

的需要。他对记者坦言，公司正

在做新三板上市的前期准备工

作。

企业上市必须具备一定的条

件。陈泽洲告诉记者，政府鼓励

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或者农产品

生产企业进行上市融资。其中符

合条件的企业是指具有创新模式

和业态，利用信息技术培育现代

加工新模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引导企业依标生产、提升质量水

平，培育知名品牌的农业企业或

农业产品加工企业。

宋清辉告诉记者，我国农业

产业基本还属于粗放式发展，特

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名品、精品

企业或者叫得响的产品还较少。

所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关键还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在这

一过程中，资金成为制约农产品

加工企业发展的瓶颈。他说，近

年来，资本市场对农业类企业

IPO 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服务

范围不断扩大，有力地促进了农

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其中，

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作为

农业类企业“先锋”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上市融资的步伐加快了。

农业发展再获政策红利
农产品加工企业上市提速

本报记者 钟文

发改委：
去年去产能超额完成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

辰昕在 2 月 15 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2016年年初确定的

“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完成

情况较好。钢铁、煤炭去产能的

年度任务超额完成，商品房库存

水平持续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

企业兼并重组有序推进，实体经

济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补短

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国资委：
改革仍是国企重头戏

2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主

任肖亚庆表示，改革仍是今年国

企发展的重头戏，国资委将全面

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落

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

管理者、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

制改革等改革试点，加快形成有

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

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增强

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央行：
稳健货币政策是中性态势

在 2 月 15 日举行的中国经

济50人论坛年会上，央行副行长

易纲年内首次回应中性货币政

策的含义，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

个中性的态势，而中性态势就是

不紧不松。针对1月新增人民币

贷款 2.03 万亿元的数据，易纲

说，２万亿元出头是一个非常合

适的数。

商务部：
我国吸收外资具突出优势

2017年1月，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2010 家，同比增长

0.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01 亿

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 2 月 16 日

表示，1月份的数据虽有波动，但

并不代表我国吸收外资全年的

走势。从中长期看，我国吸收外

资还是具有很突出的优势和条

件。

人社部：
3600亿养老金投资运营

2月16日，人社部副部长游

钧在全国社保局长会上透露，

2016 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收入为5.28 万亿元，各项基金

保持收支总体平衡，累计结余超

过 6.5 万亿元。目前，已有包括

北京、上海等7省区市共计3600

亿元的基本养老保金开始委托

进行投资运营，突破原来社保基

金只存国有银行和买国债的限

制，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实实在在打开了通道。

（康源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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