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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崛起“昆山板块”

——昆山成功上市上柜挂牌企业达百家

张树成

据 2017年 12月 30日昆山市发改委上市办发布信息称：昆山全市已成功上市上柜挂牌的企业达到 100家，在境内外资本市

场上显现鲜明特色的“昆山板块”，富有较强的创造力、吸引力、竞争力，独领风骚，发展看好。

一、“昆山板块”崛起绝非偶然

改革开放 40年的历史证明，身受较长时间经济落后沉痛教训的昆山人，十分懂得与珍惜改革开放是昆山打好翻身仗的最佳

机遇，思想比较解放，接受新事物较快。市镇两级领导在工作决策中往往会领先一步，快人一拍，棋高一着，以“企业上市”

为例就可见一斑。早在 1991年 5月，由昆山三山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三山）率先“吃螃蟹”。那时候，在很多人观

念中对股份制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尚未解决，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确实不易，步履艰难。敢为天下先的昆山

体改委在国家、省、苏州市体改委、人民银行、国资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经昆山市委、市政府批准，专门成立股改班子，

聘请专业人才，精心组织，勇于实践。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苏三山股份有限公司终于在 1993年 9月 8曰深交所顺利挂牌上

市，这在江苏省县级市尚属首家上市公司，取得了零的突破，对周围县市影响很大。“苏三山”先后发行股票 5000万股，每股

2元，加上原有发行的内部股，共有股金 1.1亿元。股票发行的市场开盘价为 10元，收盘价也是 10元，不少股民喜称“苏三山”

十全十美。顿时，“苏三山”发了，有见识的昆山股民也发了，引得赞扬声不绝于耳。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宏观环境急剧变化，

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加之有些领导对股份制认识不到位，企业班子成员不稳定，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怕担风险，打算一卖了

之。正在这时，由省体改办牵头，于 1999年初，采取全资置换的办法转让给江阴振新毛纺厂。自此以后，昆山上市公司工作虽

陷入偃旗息鼓的状态，但毕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以后的崛起提供了借鉴。

尔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实体经济”的呼声再度高涨，“江阴板块”的突起，“深圳顺德”资

本运作的经验等，传遍大江南北，台企上市势头如火如荼。昆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基于这样情况，领悟到资本运作的重要性、

必要性。时隔“苏三山”停摆后的 8个年头，于 2007年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制定实施了《关于鼓励扶持企业上市的若

干意见》，鼓励引导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并陆续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着力营造企业

从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的氛围和借力转型升级发展的环境，组建和强化上市办专职班子，加大企业上市挂牌工作力度。自 2009

年 10月 30日江苏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又一次实现零的突破。尔后上市办的同志努力工作，穷追猛赶，至 2017年

12月 28日，江苏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新三板”，从而使昆山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柜）挂牌的企业突破 100家，既

形成了资本市场“昆山板块”，又创造了资本市场的“昆山速度”，值得可喜可贺。在上市（柜）挂牌 100 企业中，境内 IP0

上市 11家，返台（湾）上市 7家，返台（湾）上柜 3家，香港上市 2家，“新三板”挂牌 77家，累计募集资金 130.43亿元。

二、“昆山板块”崛起缘由与作用

“昆山板块”在资本市场上迅速崛起，将给昆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企业上市后的发展又将如何？在此笔者首先要说

的是“昆山板块”之所以能迅速崛起的缘由。昆山拥有 1⑻家上市企业，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昆山各级领导

多年来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切实做到“三个坚持”，即始终坚持脱虚向实，增创高端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先的优势；始终坚守和筑

牢实体经济这块基石，厚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后劲；始终摒弃干扰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思想认识，重塑具有发展前途、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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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传统产业，以焕发其生机勃勃的活力。当然，客观形势也有利于催生“昆山板块”的迅速崛起。据上市办相关同志

介绍，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层次设计，提升资本市场覆盖率；同时，宏观经济发展稳中

向好，改革不断深入，国家对新时期资本市场进行统筹规划和总体部署，支持和拓宽了企业上市的渠道……所有这些，为昆山

企业上市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尤其是沪深两市、“新三板”、地方性股权交易中心以及境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功能定位、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为扎根在改革开放前沿高地的昆山企业提供了多样化进入资本市场的路径。更说白了，“昆山

板块”的崛起，实质是昆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充分体现。的确，从 2005 年起，已连续 13 年，昆山经济综合实力名列全国县级

市之首，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更是成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重要源泉。近几年，随着各领域改革政策、创新举措在昆山

先行先试，在这片产业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具备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纷纷涌向资本市场，探索新的发展飞跃。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昆山市场主体数量超过 20万家，显现昆山优质企业资源充足。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昆山两岸产业深度融合、深层次对

接，全市将有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展潜力的台资企业成为上市队伍里的“生力军”，台企上市挂牌蔚然成风，形成昆

山资本市场一大亮点。在昆的台资企业已上市挂牌的有 20家，并创下了多个第一。例如新莱应材为省内第一家在创业板上市企

业，龙灯化学为苏州第一家返台上市的台资企业，哈森股份公司成为全省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台资企业。

“昆山板块”的迅速崛起，对昆山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毋庸置疑。初步分析“四个利于”，即有利于昆山利用全球资

本资源加快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有利于昆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发展更加有

序规范，从制度上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有利于推进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促进相关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链。事

实证明，上市企业不仅获得了合法便利的直接融资渠道，而且把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促进企业实

现质的飞跃，不断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扩张民营企业和市场份额，加大培育高端产业基地，使之成为昆山发展新的增长点。

据此，仅举两例，足以佐证。

例一：新宁物流并购重组，增强企业竞争力。新宁物流上市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积极调整企业经营方略，通过收购参

股、资源整合等资本运作手段，大力拓展对外投资业务，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014年，新宁物流通过向红杉资本等 8位对象

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广州亿程交通信息有限公司 100%股权，计划发行 8823.53万股，交易总额为 7.2亿元。重组完成后，公司

传统仓储及增值服务业务全面提升，由物流业拓展至卫星导航定位运营服务领域，打造高端智能物流一体化配送体系。截至 2017

年 9月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9亿元，同比增长 20.65%；净利润 7100万元，增长 191.05%。与上市之初的 2009年相比，营

业收入与净利润均翻了一番多。

例二：“好孩子”集团借助资本运营做大做强做优。该集团成立于 1989年，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儿童产品设计、制造、分销

和零售平台。2010 年，好孩子业务重组为好孩子国际和好孩子商贸两部分，好孩子国际主营儿童耐用品，好孩子商贸主营中国

零售业。2010年 11月，好孩子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超额认购达 1460倍，募集资金折合人民币 12.63亿元。2014年，

好孩子国际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平台，半年之内在国际市场先后完成两项重大并购，分别以 7.51 亿港元、11.09亿港元将高端儿

童汽车座椅品牌 Cybex 和美国儿童用品百年品牌 Evenflo 纳入麾下。公司通过对业务架构重组、整合和优化，从过往的代加工

模式，逐渐变为打造自己的品牌，公司一跃成为一个以品牌经营战略为导向、销研产一条龙运作的全球公司。2016 年，公司自

有品牌业务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 4.9个百分点达 77.9%，由此带动了毛利率大幅上升 4.3个百分点至 33.8%，成为全球最大的婴

儿推车供应商。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构建成了以品牌为基础、以线下零售和电子商务全渠道经营的中国孕婴童行业最大的商贸

企业。2017年 10月，好孩子国际运用 3.6亿美元（1.2亿美元现金加发行 2.4亿美金新股）收购好孩子商贸公司（Oasis Dragon）。

扩容盘大，当年好孩子国际零售业务销售达 25亿元，增长 34%；净利润 1.5亿元，增长 58%。

三、“昆山板块”嵋起引发几点思考

昆山 100 家企业已上市（柜）挂牌，既是一个“昆山板块”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也是一个进一步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良好

开端。从 1993 年 8月“苏三山”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实现全省县级市股份制企业上市零的突破，然后于 1999年初“苏三山”

全资转让，抹去昆山企业上市的光环；到 2009 年 10 月“江苏新宁”在创业板挂牌上市，昆山再度从零的临界点实现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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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的突破。两个零的突破，时隔 15年，经历了成功、曲折、崛起，给人启示颇多，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鉴于此，笔

者略谈几点思考，与同仁切磋商议。

思考之一：上市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必须要有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及其团队。换句话说，企业班子不稳定则企业发展难以稳

定。

“苏三山”的深刻教训就是因领导班子每年换一任，导致总经理任职短期行为明显，而且施行的举措不一，“你吹你的号，

我唱我的曲”，挫伤了专业团队和有技能、作贡献的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有的地方甚至倒行逆施，班子及团队不协调，其结果

企业经济受损，职工福利遭殃。

思考之二：上市公司要可持续稳定发展必须不断厚植经济基础和增长活力。企业向社会募集资金不是目的，而是根据国家

大政方针，为了更好地把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做优，使之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大限度满足股民对利益的追求。要做到

这一点，务必管好用好资金，将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创新转型升级，立足长远，不断进取，同时不断完善有约束力的机制体制，

以确保企业可持续稳定发展。

思考之三：上市公司要正确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能有序健康发展。企业是社会细胞的有机组成部分，依靠政府处理

好各种社会关系十分重要，尤其是企业发展涉及到的用工、用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如果离开政府的支持，将寸步难行。

这方面确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

思考之四：上市公司要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尊重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与帮助。反过来说，业务主管部门应根据企业在上

市挂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过细地做好服务工作，分类指导，加强培育，以切实拓展上市企业发展渠道，把做优做强做

大实体经济的目标要求落到实处。

（作者系昆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