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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发展后劲增强
“大数据”揭秘增长动能

温州银行业联合签订公约惩戒逃废债
力争年末将不良率降至3%以下

文创金融产业发展论坛举办
与会专家破译投融资密码本月30日，创业板将迎来开板七周年。截至9

月30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为540家，总市值达
52361亿元，为2009年的33倍；创业板公司平均收
入规模已由 2009 年的 3.05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1.04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23.9%；更为关键的
是，创业板从2009年设立之初，便定位于服务自主
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成立七年以来，
创业板已成为创业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成为资本
与创新对接的重要平台。

自创业设立至今，创业板指几经起伏，但仍在
波折中实现了115%的正收益，远高于同期沪深300
指数 16%的水平，也高于 MSCI 全球指数 57%的水

平。创业板公司平均净利润也从2009年的5822万元
增至2015年的12075万元，增幅达107.4%，与指数
的增幅基本一致。

创业板开板七年来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欧
债危机以及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等严峻环境的考
验，但创业板公司平均收入规模已由 2009 年的
3.05 亿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11.04 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达23.9%；净利润经历了2012年的小幅下滑后迅
速回升，创业板公司 2015 年平均净利润达 1.2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2.9%。

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至 2015 年，创业板上市
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达 5.1%，远高于《“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5%的目
标 ，2015 年 ，有 91 家 公 司 的 研 发 强 度 甚 至 超 过
10%。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创业板 540 家上市公司
中，219 家公司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63 家公司承
担国家 863 计划，54 家公司为国家创新试点企业。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 503 家是高新技术企业，占比
达 93.15%，有 384 家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
71.11%。这些公司广泛分布于高端装备制造、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等各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成为代表创业板高科技、高成长的重要名片，创
业板已成为创业创新型企业聚集地。

据《证券时报》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下午，2016 浙江文创金融产业
发展论坛暨中国设计智造大奖项目投融资路演在艺
创小镇凤凰·创意大厦举行。

今年 6 月，杭州市文创委印发《杭州市文化创意
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杭州
正式启动“首期规模达 1.2 个亿”的文创产业引导基
金，这些资金将直接用以扶持文创企业和创业人，打
造杭州文创龙头企业。

如何破译投融资密码，优化双向供给结构，真正
有效链接项目与资本需求，助推产学研协同发展？与
会专家表示，资本最核心的关注点有三个：必须是持
续不断产生效益、创造价值，并形成一定盈利模式的；
必须是自身投入到行业内，当作事业来经营的；单件
作品市场有限，须汇聚众多作品集群化发展、品牌化
运作；设计作品背后需包含一定市场容量和空间，与
制造机构合作，由商业团队操作，是设计很好的出口。

他们表示，时下的文创需与科技、艺术等相结合，
例如影视作品的特效制作，提升数据增量，发挥乘法
效应，其次文创应以内容制作为内核、基础本质，而科
技含量更高则为加分因素。“其实最重要的是合作，”
现场，四位嘉宾以艺创小镇为例探讨文创与资本的合
作模式，“推出有力扶持政策，吸引文创项目入驻；通过
举办投融资路演活动，保持与资本的紧密联系；对文创
企业进行项目融资培训；借鉴优秀投资经理观点，剖析
文创项目培育过程中的关键点，了解资本对项目阶段
性的关注与投资。”

此次论坛，杭州艺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杭州快
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地球村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越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MEMORA INC(杭
州映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净莲满堂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杭州莱仙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朋泊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等“DIA”的获奖作品以及优秀创意设计
项目代表进行了项目解读推介。 本报记者 王菁

本报讯 10 月 23 日，“经济常态下的资产配置思
考——2016 元亨祥基金杭州财富高峰论坛”在杭州洲
际酒店成功举行。

上海元亨祥基金集团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程芳先
生表示，元亨祥基金从 2012 年创立到现在不足 5 年的
时间里，一直坚持“新型城镇化”和“PPP 项目投资”的
市场定位，始终依法合规经营，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口
碑第二，效益第三的原则，把实现社会资本、政府和企
业的三方共赢的圆满局面作为目标。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确存在下行压力，但经济增
长的含金量增加、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就
业市场也得到了繁荣，这些都说明宏观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元亨祥基金和太平洋建设集团都在

“新型城镇化”这个新课题上做出了非常积极的探索，
这是符合宏观经济主动调整方向的。

在元亨祥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经济
学家管清友博士看来，宏观方面，当前经济的平稳下
行，通胀无忧；汇率方面，市场化的定价手段，人民币汇
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不太容易出现；股权投资新春天的
到来，不仅是国企改革的红利，新的互联网+带来巨大
的投资潜力；股市在强有力的监管下日趋理性，固定收
益市场出现宽松转向；集中性的楼市限购政策频出，对
于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楼市行情有了一定的降温作用，
也有效地抑制了房价的增速；在现在的大背景下，机构
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的资产配置也越趋于多元化，市
场潜力巨大。

与会专家表示，PPP 正是新型的资产管理规划方
向，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新模式，PPP地区差异较大，其中
地区财力和信用是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元亨祥基金已签
约的PPP项目主要集中在基建、环保等领域，这主要得
益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完美匹配。本报记者 蔡家豪

元亨祥基金开展财富论坛
思考经济常态下的资产配置

本报讯 拥有温州市唯一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的温州中城建设，经破产重组更名为温州城建
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温州城建受到了我国建筑行业的
上市企业东南网架的关注，双方签署推进绿色建筑和
建筑工业的战略合作协议，并计划在温州打造一个钢
结构示范基地。

据悉，当年温州建筑航母中城集团成为了全国首
例特级资质建筑企业破产重组案件，令人唏嘘不已。在
启动破产重组程序后，引入战略投资者“救场”，在不妨
碍后续经营、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中城建设实行
剥离处理，原有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整体平移，温州城
建的诞生为这艘建筑航母点燃了新的希望。

对于温州城建来说，重组之路并非易事。据该公司
内部人士介绍，自去年3月份司法拍卖以来，公司用了
半年多的时间，才理顺公司的内部结构，重获建筑项目
招投标资格。目前，温州城建已中标一个公共建设项目
和4个议标项目，项目金额共计10多亿元。

据温州城建行政副总潘雪平介绍，接下来，公司将
推进装配式钢结构产业化集成体系，这也意味着，以后
在温州建房子可以采用国际流行的钢结构装配手法，就
像“搭积木”一样建造，在提高建筑速度的同时，大大减
少由粉尘引发的环境污染。“牵手上市企业，也将为温
州建筑行业搭建一个更高的平台。”本报记者 林迎颖

“温州城建”牵手上市企业
项目金额共计10多亿元

本报讯 温州银行业联手惩戒逃废债行动迎
来“升级版”。近日，在温州银行业联合惩戒逃
废债暨不良贷款压降工作推进会上，51 家金融单
位共同签订了 《温州银行业联合惩戒逃废债 共
同维护社会信用合作公约》，针对转移资产、妨
害执行、逃匿跑路等十二类逃废债行为当事人开
展联合惩戒。温州银监分局局长赵秀乐表示，今
年力争年度不良贷款处置额达 400 亿元，年末把
不良率降至 3%以下的相对低位运行。

金融风波爆发以来，企业和个人的逃废债行为
让温州社会信用环境深受破坏，损害了正当的金融
债权。为了惩戒逃废债，温州银行业率先试水联合
惩戒，成效显现。今年6月，温州在省内率先出台
银行业“金融服务惩戒”实施方案，明确了纳入金
融服务惩戒的 13 种逃废债行为，推出了“发送警
示函”“降低信用卡额度”等 10 大同业惩戒措施。
实施以来，共梳理出联动监测风险企业 227 家，发

出警示函101份，有7户企业主动提出还款计划。
温州的先行先试得到省级层面肯定。在本月初

召开的浙江银行业联合惩戒逃废债动员会上，浙江
银行业协会在温州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出台了银行
业联合惩戒管理办法、合作公约等系列文件，逐步
建立了覆盖全省范围的银行业联合惩戒逃废债工作
制度体系。

据介绍，此次的《合作公约》是此前“金融服
务惩戒”的“升级版”。 公约涉及联合惩戒对象、
措施、工作准则、监督与制约等五部分内容，主要
针对转移资产、妨害执行、逃匿跑路、变换主体、
虚假诉讼、虚假担保等十二类逃废债行为当事人开
展联合惩戒，确立了停开账户、限制支付、停办贷
款、停办信用卡等四大惩戒措施，并依托浙江银行
业联合惩戒逃废债行为信息平台，实现了逃废债行
为信息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实时互通、全面共享
和日常使用，旨在形成温州银行业业内“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可以看到的是，温州的金融生态环境已经得

到优化。”赵秀乐介绍，得益于联合惩戒逃废债以
及各项不良贷款处置工作的推进，温州不良率连续
双降。2012 年以来累计处置不良贷款 1500 亿元，
截至 9 月末，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247 亿元，
不良率3.13%，分别较年初下降44 亿元和0.69 个百
分点。在“两链”风险破解方面，协调处置 1860
起“两链”风险，累计延缓或化解风险贷款近
1000 亿元，涉及 3 家、5 家以上银行授信的企业数
分别较年初下降 19.3%、19.5%。“辖内信用环境下
滑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下一步，温州银行业将完善机制、强化协同，
全面提升银行业联合惩戒效果。此外还将探索不良
贷款处置新手段，持续加大信贷投入，着力打通不
良贷款处置“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邹雯雯 吴伊甜 通讯员张建军

□本报记者 林迎颖

金融风波后的温州在逐步走出阴霾。近日，温
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市生产总
值 3401.9 亿元，同比增长 8.3%，三个季度呈现连
续增长态势，超全省平均水平。经济运行见底回升
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扩大，为下
一步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温州经济持续增长，那到底是不是存
在偶然因素？

面对这样的疑虑，“大数据”做出了回应，前
三季度，支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指标呈现持续上
升态势，全社会用电量和工业用电量分别增长
9.6%和 7.8%、公路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
10.0% 和 5.4% 、 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贷 款 余 额 增 长
4.9%、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
增长 10.4%和 12.2%，增速均好于上半年。在公布
的 28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 22 项指标增速好于全
省平均水平，有 15 项指标居全省前三位，有 17 项
指标好于上半年的水平，为温州经济持续向好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三驾马车”齐发力

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恢复信心显得最
为关键。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可以
作为信心恢复最为有利的证明。全市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2698.37亿元，增长14.0%。

连日来，温州土地交易中心的门口排长队的现
象，足以反映温州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前三季度，
全 市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670.7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4.2%，增速居全省首位，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成为
促进投资增长的主因之一。

除了房地产市场，工业投资也呈现两位数的快
速增长，前三季度，工业投资609.02亿元，同比增
长 11.0%，增速比全省平均高 5.5 个百分点，其中
工业技改投资 434.35 亿元，增长 14.4%，增速比全
省平均高 6.6 个百分点。另外，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869.08亿元，同比增长21.5%，比上半年提高8.6个
百分点；全市完成民间投资 1609.83 亿元，同比增
长15.0%，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全省第1位。

今年前三季度以来，温州老百姓花费更加舍
得，尤其是在汽车、智能手机、金银珠宝、旅游等
消费产品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青睐。前三季度，全市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116.81 亿 元 ， 增 长
12.1%，居全省第 1 位。尤其是限上汽车类零售额
达 329.8 亿元，同比增长 14.0%，拉动限上消费品
零售额增长 6.5 个百分点，其他三项均以两位数的

幅度增长。
在出口方面出现向好的迹象。前三季度，全市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874.8 亿元，同比下降 3.8%，
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1.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81.64
亿元，同比下降 1.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0.9 个百
分点。

工业生产企稳回升

经历了上一轮金融风波的洗礼，挺过来的温州
企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1%，比上半年提
高 0.6 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1.5 个百分点，
居全省第3位。

截至9月底，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192.79 亿元，同比增长 5.2%。分行业看，33
个行业大类中有 30 个行业实现盈利，其中 23 个行
业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领军型企业利润增长
4.9%，高成长型企业利润增长 39.5%，两者合计对
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73.3%。全市 915 家
亿元以上企业中，工业产值增长和利润增长均超过
20%以上的企业有105家。

服务业引擎持续发力

回顾温州经济格局，服务业已经挑起大梁成为
最重要的发动引擎。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10.0%，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分别提升 0.3 和
0.6个百分点，对经济贡献率达65.0%，继续保持稳
步上升的态势。

同时，限上批零业销售额、快递业务量、电信

业务量、保费收入、规上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
网 络 零 售 额 都 出 现 快 速 的 增 长 ， 分 别 达 到 了
15.6%、63.3%、52.3%、25.2%、51%、26.5%，这些
指标的增势形成了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

另外，从服务业相关指标看，均实现较快增长
态势。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用电量增长 13.0%，服
务 业 投 资 增 长 15.7% ， 服 务 业 税 收 收 入 增 长
18.2%，其中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
业税收分别增长22.4%、35.8%和20.0%。

不良贷款创4年来新低

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两链”风险
讳莫如深。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今年温州
化解“两链”风险成效显著，其中，不良贷款余额
和不良贷款率保持双下降。

今年来，温州不良贷款继续保持“双降”态
势，数据显示，9 月末全市不良贷款余额 247.44
亿元，不良贷款率 3.13%，比年初分别减少 44.01
亿元和下降 0.68 百分点，达到 2013 年以来的历史
低点，目前全市贷款不良率已降至全省第 3 位。

一位温州银行业人士表示，现在不良贷款余额
和不良率的双降，一方面源于不良处置的加快，此
外，经济的企稳导致新增不良趋缓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自 2012 年以来，温州已累计处置银行不良贷
款近 1500 亿元，其中 603 亿元通过转让方式处置，
另外还通过核销、清收、上划等方式处置银行不良
贷款。

在去杠杆方面，9 月末，温州规上工业企业
银 行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下 降 3.5% ，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51.1%，分别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下降 0.7 个和 1.8
个百分点。

创业板七周年 市值超5万亿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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