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赴境外上市 江苏 200 家民营企业集体运动  
 
 
  “目前全省各市报到省里的意向企业名单已有 200 家。”江苏省百家民营企业境外融资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研员文浩说，“具体说，今年底到明年初争取上市 5-8 家，2005 年

20 家，2006 年 40 家，到 2007 年争取达到 100 家。”  
 
  “3 年力推 100 家民企境外上市”，这是今年 9 月江苏省启动“W3100 工程”的目标。

“W3100 工程”是江苏省百家民营企业境外融资工程的简称。  
 
  随着给核准上市的企业 30 万元补贴之外，江苏省政府还将有一系列具体优惠措施出

台，强化和加大了对企业赴境外上市的扶持力度。  
 
  “浙江民企境外上市的成绩让江苏的领导心里难以平静，”江苏省政府一位熟悉内情的

人士私下向记者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浙江因素成了一剂催化剂。”政府用心良苦，但不

少学者和部分官员还是对制定具体上市目标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W3100 工程  
 
  文浩认为，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国内市场“融资难度大，排队时间长，不确定的

因素多”。而中国证监会暂停发行新股，也使得部分江苏企业不得不推迟在国内主板与创

业板上市的计划。  
 
  据悉，为推进此项工作，省政府专门成立了高规格的“W3100 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为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经贸委主任韩庆华。此外，还从科学技术处、省中小企业局发展与服

务处等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W3100 工程”办公室，同时要求全省各市也设立相应的机

构加大推进力度。“目前，经济发达地区苏南的苏锡常以及南通、扬州、泰州和苏北的徐

州势头都很好。”文浩说。  
 
  为全力扶持工程实施，江苏省还为“W3100 工程”设立了专项资金。对 2004 年 1 月以

后正式上市和驻境外证券交易机构核准上市的省内民营科技企业，每个企业给予 30 万元

专项补贴，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也按一定比例予以配套。此外，“明年可能还会出台新的

优惠政策，包括在技术改造资金、技术创新资金和国债扶持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文浩

表示，“要做到推荐一批，辅导一批，培育一批。”  
 
  从江苏经济发展势头最猛的苏州来看?目前共有上市企业 13 家，其中境内A股 11 家，

香港创业板 2 家，累计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 51.6 亿元，目前进入上市辅导的企业有 31
家，进入两级上市办后备企业资料库的企业达 61 家。  
 
  浙江的示范效应  
 
  据浙江省上市办提供的数据，浙江目前共有 96 家企业在境内外证券市场首发上市，

全省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 440 多亿元。尤其是今年，浙江企业上市再掀高潮，在境内外

首发上市公司已达 21 家，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57.50 亿元，再融资 8.05 亿元，创浙江历

年首发上市公司数量和新增募集资金的新高。目前通过发审会的公司高达 11 家，进入辅

导期拟上市公司达 104 家，居全国之首。  



 
  而在即将到来的 2005 年，“不出意外的话，浙江将有 10 家左右的企业在香港或新加

坡上市”，浙江省上市办有关人士表示。  
 
  “企业上市的最大受益者其实还是政府”，分管企业改制上市工作的绍兴县副县长章生

建坦言。由于企业上市后所有的发生业务都必须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约束按时足额上缴税

收，这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来源。以浙江玻璃为例，2003 年公司上

缴税收达到 2.5 亿元，加上其他上市公司，一个杨汛桥镇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 6 亿元。  
 
  这无疑是促使江苏加快推动民企海外上市的强心剂。  
 
  尽管文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一再强调政府目前所做的工作主要还是“发
动、推动、促进和服务，其中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服务上”，企业上市与否，“最终决定权并

不在省政府”。  
 
  但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位经济学教授还是表示，“这种做法其实不妥，先不说这样一

个目标最终能否达到，光从思路来说就缺乏科学性，这就好比一个雄心勃勃的股民制定了

一个 3 年之内要获取 100 万的收益一样。”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认为：“与浙江竞

争应该从更新观念、制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方面入手，而不是仅仅比较几个数据的多少、高

低，制定一个‘宏伟的目标’。”他认为，就现实的情况看，能不能上市，甚至愿不愿意上

市，政府根本就管不了。  
 
  与上述学者的观点类似，部分地级市官员认为，这是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做法。苏州一

位官员就直接用“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来进行评价。（记者 杨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