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证监局：软服务+硬监管 激发区域经济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朝晖 熊永红 罗京

东海之滨，“白鹭” 腾飞。 自1980年厦门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划出

2.5平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起，厦门积极发挥改革“试验田” 和开放“窗

口” 的作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2023年，厦门辖区67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超2万亿元，净利润超

340亿元，总资产达1.86万亿元，成为当地经济活力源泉。

新“国九条”背景下，厦门资本市场将如何高质量发展？当地监管部

门如何与政府、企业通力合作，进一步激发厦门经济潜力？ 日前，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了厦门证监局。

各具特色 市场活力有序释放

中国证券报：厦门资本市场目前总体发展情况如何？ 有哪些亮点？

厦门证监局：近年来，厦门资本市场抓住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机遇，

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整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市场发展较快。 2019年注册制改革启动以来，厦门市累计新增

A股上市公司22家，较5年前增加近五成，其中2023年至今新增上市公司

4家。 截至目前，厦门市共有境内上市公司67家，全省占比近四成。 另有1

家企业已获IPO注册，正在启动新股发行。

二是市场基础稳固。近年来，厦门上市公司结构持续改善，质量不断

提高。 上市公司经营各具特色，大多为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其中，建发

股份、厦门国贸、厦门象屿3家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连续多年入选世界

500强企业，23家上市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占比超

过三分之一。

三是经济贡献显著。近年来，厦门市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源

配置、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功能持续发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历年来，厦门各类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累计募集资

金5426亿元，其中2023年至今募集资金1158亿元，为厦门市加快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赋能科技有力。 近年来，厦门上市公司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生

力军” 作用，围绕厦门“4+4+6”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创新投入，募

集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投向了软件信息、电子元器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新兴产业领域，为厦门市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厦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立足投早投小投科技，累计投资厦门

本地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项目

590个，投资账面价值达172亿元，为厦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

有力的金融支持。

五是两岸融合见效。 厦门资本市场积极发挥区位优势，稳步推进对

台金融开放，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金圆统一证券作

为全国首家两岸全牌照合资证券公司，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台企上市服务

联盟，配合地方政府积极做好台资企业上市政策宣传和上市资源培育辅

导，协调推动解决台企上市过程中的堵点、痛点问题。 目前，厦门上市台

企达7家，占全国上市台企的11%。

六是市场运行平稳。 近年来，厦门资本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态势，私募基金风险规模压降比例超过97%，公司企业债券保持“零违

约” 的良好局面，辖区未发生影响市场稳定的重大风险事件。

中国证券报：2023年，厦门实现北交所上市公司“零” 的突破。 厦门

证监局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采取了哪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

哪些成效？

厦门证监局：一是推动高质量建设北交所改革在厦门落地。 北交所

设立以来，厦门证监局持续向地方政府通报北交所政策动向，推动加大

北交所上市资源培育力度。协同北交所厦门服务基地加强新三板挂牌公

司和上市后备企业政策宣讲，做好上门指导服务，引导推动辖区专精特

新企业抓住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机遇， 充分运用挂牌上市直联等机制，积

极申报北交所上市。 2023年8月16日，路桥信息在北交所成功发行上市，

实现厦门北交所上市公司“零” 的突破。目前，厦门有在辅导的北交所拟

上市企业7家，其中1家正在申报上市。

二是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发展。 厦门证监局认真落实证监会

《关于高质量建设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的指导意见》，协同

地方政府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 专板建设方案并上报证监

会。 推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与全国股转公司建立了“三四板” 对接

机制。

三是推动厦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厦门证监局协同沪深证券交易

所持续举办债券业务培训班，召开辖区债券市场规范发展会议，加强债

券融资政策宣讲，传递监管要求，引导厦门企业积极利用交易所债券市

场发行创新品种债券，提高融资效率、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 辖

区企业发行了全国首批两岸融合发展债券和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

2024年1-4月，厦门企业发行创新创业债等各类债券441亿元，同比增长

80%。

四是推动私募基金市场规范发展。厦门证监局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

献策，配合厦门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立足经济特区优势，出台了一系列大

力度促进私募股权创投等基金行业发展的扶持政策措施。全市已打造10

个基金集聚区，为各类私募机构提供多元化服务。 截至2024年4月末，厦

门私募基金管理人328家， 管理私募基金规模1931亿元， 同比增长

14.52%。

多方合力 提升公司内在价值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如何深耕上市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土壤” ？

厦门证监局：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福建省委常委、厦

门市委书记崔永辉多次对资本市场工作作出批示，近一年内两次到厦门

证监局调研，听取意见建议，明确指示要大力支持厦门证监局监管工作，

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证监局积极推动并密切配合厦门市政府成立促进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出台全国第一个市级层面上市公司

培育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以及《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上市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若干措施的通知》《厦门国有资产证券化及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等系列政策文件， 建立了跨部门协作机

制，形成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合力。

今年1月，厦门证监局协同配合厦门市委市政府建立了高规格、常态

化的走访上市公司工作机制，崔永辉等10位市党政领导在春节前后带头

走访调研32家上市公司，占比近五成。截至目前，厦门市区两级领导已走

访全部上市公司，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协调解决了一批急难愁盼问题，传

递了政府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中国证券报：在助力辖区上市公司提升内在投资价值方面，厦门证

监局做了哪些工作？

厦门证监局：积极支持辖区上市公司聚焦主业稳健发展，主动融入

国家发展战略，落实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研发创新投入，通过再融

资、产业并购、整体上市、股权激励等方式，增强公司发展内生动力和核

心竞争力，改善公司业绩和投资回报。 推动国有控股集团依托上市平台

加强资产整合，实现优质资产和优质项目向上市公司集中。 及时向地方

政府通报上市公司风险，推动帮扶纾困和并购重组，化解公司风险。

在公司治理建设方面，深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公司

自查、现场检查、督促整改，推动厦门上市公司健全治理制度，落实独立

董事制度改革要求，全面推行内控审计，完善内控机制，不断提高运作规

范性和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厦门证监局督促厦门上市公司建立提升投资价值长效机制，落实常

态化分红机制，在章程中制定明确分红政策，提高分红的稳定性、及时性

和可预期性，鼓励有条件的公司一年多次分红，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推

动上市公司切实加强市值管理，密切关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价，明确

维护公司市值稳定的具体措施，积极采取大股东增持、回购注销等稳市

措施。 2023年，厦门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总额135亿元，创历史新高。

2023年年报披露后，辖区有53家上市公司披露年度分红预案，分红公司

家数同比增长15%，14家公司明确表示将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 2023年

以来，辖区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累计实施股份回购增持总额达34亿元。

“长牙带刺” 全面从严加强监管

中国证券报：IPO是资本市场的入口和源头， 对提升上市公司整体

质量起到关键作用。 厦门证监局如何做好“把关”工作？

厦门证监局：认真落实证监会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要求，坚持三个

“重” ，全面从严加强对企业发行上市活动的监管，防范企业“带病上

市” ，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一是重宣传引导，传导监管理念。注重监管理念和政策传导，及时向

地方政府通报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吴清主席答记者问和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精神；通过召开条线监管会议、编发资本市场动态，向辖区拟上市公

司、中介机构等监管对象宣讲吴清主席答记者问和证监会发布的严把发

行上市准入关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精神，传递强本强基、严监严管的强

烈信号，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

二是重过程督导，提升规范意识。 联合政府相关部门、交易所举办

IPO辅导企业专题会，分析经典案例，剖析原因，答疑解惑，规范基础。 以

考试促学习，倒逼保荐机构和企业重视证券法律法规学习，充分利用辅

导定期见面会和验收检查向企业和保荐机构灌输规范经营、谨慎执业的

理念。

三是重实地检查，严格辅导验收。辅导监管坚持时间服从质量，重点

关注板块定位、产业政策和“关键少数” 口碑声誉。 以问题为导向，健全

拟上市公司舆情监测工作机制，全面覆盖在审备案拟上市企业，综合研

判，分类处置，为现场检查做好准备。严格按照首发企业现场检查相关要

求开展辅导验收，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未整改的，不予验收通过。 同

时，强化新闻媒体及社会的外部监督，对被否的IPO企业进行原因倒查，

严肃问责。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要以更严的监管推动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 对此，厦门证监局有何做法？

厦门证监局：积极构建全链条监管联动机制和防假打假机制，立足

抓早抓小治未病，强化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用好

科技监管手段，着力提升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的前瞻性、系统性、有效性、

针对性，强化监管“长牙带刺” ，严格执法，敢于亮剑，零容忍打击财务造

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上市公司生态。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监管联动，落实“四早” 要求，加强与

交易所监管协作，紧盯上市公司治理运作、信息披露、并购重组、财务处

理、关联交易、募集资金、分红、股价异动、减持、股票质押等事项，及时发

现疑点问题，及时采取监管响应措施，及时制止违规行为，防范风险于未

然。加强上市公司年报事前事中监管，通过约谈、发函等方式及时向公司

董监高和审计机构提示监管关注问题，督促提高年报披露质量，加强年

报审核，用好财务报告审阅分析系统和上市公司画像系统，提高财务造

假等违规线索识别预警能力。

二是强化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联动，突出问题和风险导向，聚焦

日常监管关注的财务指标异常、潜在占用担保等领域，深入开展上市公

司现场检查，查深查透违规问题。

三是强化稽查执法与现场检查联动，稽查适时提前介入，依法依规

分类处置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 做好行政监管措施与稽查处罚衔接，积

极发挥行政监管措施的矫正功能，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达到立案标准的

坚决移交稽查，从严进行追责问责。

四是严格退市监管，畅通出口。扎实推进退市制度改革辖区落地，坚

持“应救早救、应退尽退” ，拓宽多元化退市渠道，推动绩差公司通过重

组重整、退市出清风险，实现优胜劣汰。

2023年以来， 厦门证监局对违规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13家次， 对4起上市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和1起内幕交

易案进行立案调查，依法从严对2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财务“洗澡” 案

作出行政处罚，罚款总额达8156万元，其中1家操纵公司实施系统性财

务造假的实际控制人被罚款2288万元，并被实施终身市场禁入。 强化全

链条追责问责，坚持“一案多查” ，对有关上市公司案件涉及的9家中介

机构开展核查，对其中1家审计机构进行立案调查，并向有关单位通报第

三方配合上市公司造假的情况，推动追责问责，打破造假“生态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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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 市场活力有序释放

中国证券报：厦门资本市场目前

总体发展情况如何？ 有哪些亮点？

厦门证监局：近年来，厦门资本

市场抓住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机遇，

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整体呈现以下

特点：

一是市场发展较快。 2019年注册

制改革启动以来， 厦门市累计新增A

股上市公司22家， 较5年前增加近五

成， 其中2023年至今新增上市公司4

家。截至目前，厦门市共有境内上市公

司67家，全省占比近四成。 另有1家企

业已获IPO注册，正在启动新股发行。

二是市场基础稳固。 近年来，厦门

上市公司结构持续改善， 质量不断提

高。 上市公司经营各具特色，大多为细

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其中，建发股份、

厦门国贸、厦门象屿3家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

业，23家上市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三是经济贡献显著。 近年来，厦

门市多层次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源

配置、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功能持

续发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历年来，厦门

各类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累计募集资

金5426亿元， 其中2023年至今募集

资金1158亿元，为厦门市加快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和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建

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是赋能科技有力。 近年来，厦

门上市公司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生力

军” 作用，围绕厦门“4+4+6” 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创新投入，募集资

金中相当一部分投向了软件信息、电

子元器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

产业领域，为厦门市培育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

了重要贡献。

此外，厦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立

足投早投小投科技，累计投资厦门本

地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新

材料、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项目590

个，投资账面价值达172亿元，为厦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

的金融支持。

五是两岸融合见效。 厦门资本市

场积极发挥区位优势，稳步推进对台

金融开放，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

取得积极成效。 金圆统一证券作为全

国首家两岸全牌照合资证券公司，发

起成立全国首个台企上市服务联盟，

配合地方政府积极做好台资企业上

市政策宣传和上市资源培育辅导，协

调推动解决台企上市过程中的堵点、

痛点问题。 目前， 厦门上市台企达7

家，占全国上市台企的11%。

六是市场运行平稳。 近年来，厦

门资本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态势，私募基金风险规模压降比例超

过97%， 公司企业债券保持 “零违

约” 的良好局面，辖区未发生影响市

场稳定的重大风险事件。

中国证券报：2023年，厦门实现北

交所上市公司“零”的突破。厦门证监局

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采取了哪

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取得了哪些成效？

厦门证监局：一是推动高质量建

设北交所改革在厦门落地。北交所设

立以来，厦门证监局持续向地方政府

通报北交所政策动向，推动加大北交

所上市资源培育力度。协同北交所厦

门服务基地加强新三板挂牌公司和

上市后备企业政策宣讲，做好上门指

导服务，引导推动辖区专精特新企业

抓住北交所高质量扩容机遇，充分运

用挂牌上市直联等机制，积极申报北

交所上市。 2023年8月16日，路桥信

息在北交所成功发行上市，实现厦门

北交所上市公司“零” 的突破。 目前，

厦门有在辅导的北交所拟上市企业7

家，其中1家正在申报上市。

二是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发

展。 厦门证监局认真落实证监会《关

于高质量建设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

特新”专板的指导意见》，协同地方政

府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

专板建设方案并上报证监会。 推动厦

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与全国股转公司

建立了“三四板” 对接机制。

三是推动厦门债券市场高质量

发展。厦门证监局协同沪深证券交易

所持续举办债券业务培训班，召开辖

区债券市场规范发展会议，加强债券

融资政策宣讲，传递监管要求，引导

厦门企业积极利用交易所债券市场

发行创新品种债券， 提高融资效率、

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 辖区

企业发行了全国首批两岸融合发展

债券和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 2024

年1-4月，厦门企业发行创新创业债

等各类债券441亿元，同比增长80%。

四是推动私募基金市场规范发

展。 厦门证监局积极向地方政府建言

献策，配合厦门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立

足经济特区优势，出台了一系列大力

度促进私募股权创投等基金行业发

展的扶持政策措施。全市已打造10个

基金集聚区，为各类私募机构提供多

元化服务。截至2024年4月末，厦门私

募基金管理人328家， 管理私募基金

规模1931亿元，同比增长14.52%。

�多方合力 提升公司内在价值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是资本市

场投资价值的源泉，如何深耕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土壤” ？

厦门证监局：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资本市场，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

委书记崔永辉多次对资本市场工作作

出批示，近一年内两次到厦门证监局调

研，听取意见建议，明确指示要大力支

持厦门证监局监管工作，以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促进厦门经济高质量发展。

厦门证监局积极推动并密切配

合厦门市政府成立促进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出台全国第一个市级层面上市公司

培育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以及

《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上市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若干措施的通知》《厦门国

有资产证券化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系列政

策文件， 建立了跨部门协作机制，形

成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工作合力。

今年1月，厦门证监局协同配合厦

门市委市政府建立了高规格、常态化的

走访上市公司工作机制，崔永辉等10位

市党政领导在春节前后带头走访调研

32家上市公司，占比近五成。截至目前，

厦门市区两级领导已走访全部上市公

司，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协调解决了一

批急难愁盼问题，传递了政府支持上市

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

中国证券报：在助力辖区上市公

司提升内在投资价值方面，厦门证监

局做了哪些工作？

厦门证监局：积极支持辖区上市

公司聚焦主业稳健发展，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战略，落实新质生产力发展要

求，加强研发创新投入，通过再融资、

产业并购、整体上市、股权激励等方

式，增强公司发展内生动力和核心竞

争力，改善公司业绩和投资回报。 推

动国有控股集团依托上市平台加强

资产整合，实现优质资产和优质项目

向上市公司集中。及时向地方政府通

报上市公司风险，推动帮扶纾困和并

购重组，化解公司风险。

在公司治理建设方面，深入开展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通过公司自

查、现场检查、督促整改，推动厦门上

市公司健全治理制度，落实独立董事

制度改革要求， 全面推行内控审计，

完善内控机制，不断提高运作规范性

和透明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厦门证监局督促厦门上市公司

建立提升投资价值长效机制，落实常

态化分红机制，在章程中制定明确分

红政策，提高分红的稳定性、及时性

和可预期性，鼓励有条件的公司一年

多次分红，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 推

动上市公司切实加强市值管理，密切

关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评价，明确维

护公司市值稳定的具体措施，积极采

取大股东增持、 回购注销等稳市措

施。 2023年，厦门上市公司实施现金

分红总额135亿元， 创历史新高。

2023年年报披露后，辖区有53家上市

公司披露年度分红预案，分红公司家

数同比增长15%，14家公司明确表示

将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 2023年以

来，辖区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累计实施

股份回购增持总额达34亿元。

“长牙带刺” 全面从严加强监管

中国证券报：IPO是资本市场的

入口和源头，对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

量起到关键作用。厦门证监局如何做

好“把关”工作？

厦门证监局：认真落实证监会严

把发行上市准入关要求， 坚持三个

“重” ， 全面从严加强对企业发行上

市活动的监管， 防范企业 “带病上

市” ，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一是重宣传引导， 传导监管理

念。 注重监管理念和政策传导，及时

向地方政府通报证监会系统工作会

议、吴清主席答记者问和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精神； 通过召开条线监管会

议、编发资本市场动态，向辖区拟上

市公司、中介机构等监管对象宣讲吴

清主席答记者问和证监会发布的严

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意见等系列政策

文件精神，传递强本强基、严监严管

的强烈信号，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

二是重过程督导，提升规范意识。

联合政府相关部门、 交易所举办IPO

辅导企业专题会，分析经典案例，剖析

原因，答疑解惑，规范基础。 以考试促

学习， 倒逼保荐机构和企业重视证券

法律法规学习， 充分利用辅导定期见

面会和验收检查向企业和保荐机构灌

输规范经营、谨慎执业的理念。

三是重实地检查， 严格辅导验

收。 辅导监管坚持时间服从质量，重

点关注板块定位、产业政策和“关键

少数” 口碑声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

拟上市公司舆情监测工作机制，全面

覆盖在审备案拟上市企业， 综合研

判，分类处置，为现场检查做好准备。

严格按照首发企业现场检查相关要

求开展辅导验收，对发现的问题一查

到底，未整改的，不予验收通过。 同

时， 强化新闻媒体及社会的外部监

督，对被否的IPO企业进行原因倒查，

严肃问责。

中国证券报：上市公司是国民经

济的基本盘，要以更严的监管推动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

对此，厦门证监局有何做法？

厦门证监局： 积极构建全链条监

管联动机制和防假打假机制， 立足抓

早抓小治未病，强化行为监管、功能监

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用好科技

监管手段， 着力提升上市公司监管工

作的前瞻性、系统性、有效性、针对性，

强化监管“长牙带刺” ，严格执法，敢

于亮剑， 零容忍打击财务造假等违法

违规行为，净化上市公司生态。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

监管联动，落实“四早” 要求，加强与

交易所监管协作，紧盯上市公司治理

运作、信息披露、并购重组、财务处

理、关联交易、募集资金、分红、股价

异动、减持、股票质押等事项，及时发

现疑点问题， 及时采取监管响应措

施，及时制止违规行为，防范风险于

未然。 加强上市公司年报事前事中监

管，通过约谈、发函等方式及时向公

司董监高和审计机构提示监管关注

问题，督促提高年报披露质量，加强

年报审核，用好财务报告审阅分析系

统和上市公司画像系统，提高财务造

假等违规线索识别预警能力。

二是强化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

管联动，突出问题和风险导向，聚焦

日常监管关注的财务指标异常、潜在

占用担保等领域，深入开展上市公司

现场检查，查深查透违规问题。

三是强化稽查执法与现场检查

联动，稽查适时提前介入，依法依规

分类处置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做好

行政监管措施与稽查处罚衔接，积极

发挥行政监管措施的矫正功能，推动

问题整改到位，达到立案标准的坚决

移交稽查，从严进行追责问责。

四是严格退市监管， 畅通出口。

扎实推进退市制度改革辖区落地，坚

持“应救早救、应退尽退” ，拓宽多元

化退市渠道，推动绩差公司通过重组

重整、退市出清风险，实现优胜劣汰。

2023年以来，厦门证监局对违规

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13家次， 对4起上市公司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和1起内幕交易案

进行立案调查， 依法从严对2家上市

公司财务造假、财务“洗澡” 案作出

行政处罚， 罚款总额达8156万元，其

中1家操纵公司实施系统性财务造假

的实际控制人被罚款2288万元，并被

实施终身市场禁入。 强化全链条追责

问责，坚持“一案多查” ，对有关上市

公司案件涉及的9家中介机构开展核

查， 对其中1家审计机构进行立案调

查，并向有关单位通报第三方配合上

市公司造假的情况， 推动追责问责，

打破造假“生态链” 。

厦门证监局：软服务+硬监管 激发区域经济新动能

东海之滨，“白鹭” 腾

飞。 自1980年厦门岛西北

部的湖里地区划出2.5平

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起，

厦门积极发挥改革“试验

田” 和开放“窗口” 的作

用， 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

融体系， 实现全方位对外

开放格局。 2023年，厦门

辖区67家上市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超2万亿元，净

利润超340亿元， 总资产

达1.86万亿元， 成为当地

经济活力源泉。

新“国九条” 背景下，

厦门资本市场将如何高质

量发展？ 当地监管部门如

何与政府、企业通力合作，

进一步激发厦门经济潜

力？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了厦门证监局。

●本报记者 张朝晖 熊永红 罗京

厦门钨业董事长黄长庚：

改革为舵 创新作桨 持续扩大产业版图

●本报记者 张朝晖 熊永红 罗京

2021年8月5日，伴随着一声清脆

响亮的锣声， 厦门钨业控股子公司厦

钨新能成功登陆上交所， 成为福建省

首家、全国第五家A拆A上市企业。

“2016年，公司清醒地意识到，传

统的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快速

变化，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变革，推

行产品事业部制， 其中之一就是设立

电池材料事业部，厦钨新能的前身。 ”

厦门钨业董事长黄长庚近日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结果

上看，2016年至2022年， 厦门钨业营

业总收入从85亿元快速增长至482亿

元，变革称得上成功了。 ”

技术立身 不断开拓新业务领域

厦门钨业始建于1958年，公司前

身是福建省厦门氧化铝厂。 1982年，

公司开始转产钨制品，1984年更名为

福建省厦门钨品厂。

“1987年， 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厦门

钨业工作。彼时，公司还是钨行业里一家

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 ”黄长庚回忆道。

1993年， 适逢黄长庚任钨品厂的

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公司遇到了资源

保障的难题。“钨资源可分为黑钨和白

钨，主要以白钨形式存在，黑钨资源有

限。受到技术限制，白钨难以开发利用，

一旦黑钨枯竭，将对钨业乃至下游精密

加工业造成严重打击。 ”黄长庚说。

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 黄长庚组

织工程技术人员潜心研究， 经过反复

的技术试验， 创造了碱体系远红外热

压分解高杂白钨矿制取高纯仲钨酸铵

的独特生产工艺。 该工艺对白钨矿的

含杂量要求不高， 钨回收率达到黑钨

水平，且污染小，生产效率高，适合于

自动化控制， 解决了我国钨资源合理

利用的根本问题。

“经过这件事后， 我们不断思考

一个问题， 什么能使一家名不见经传

的企业成长为行业龙头， 甚至成为有

国际影响力的钨业集团？ 答案就是技

术创新。 ”黄长庚说。

自那时起，黄长庚带领厦门钨业不

断“开疆拓土” 。2004年，为消化废合金

回收的金属钴、镍，厦门钨业建起了第

一条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开启了对

锂电池产业的战略布局。 2007年，黄长

庚前瞻性提出“以深加工带动稀土产

业良性发展”的思路，推动厦门钨业稀

土产业在深加工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历经二十余年， 厦门钨业由钨冶

炼龙头成长为集钨钼、 稀土和电池材

料三大业务于一体的产业平台。 2023

年，公司钨钼业务、稀土业务、能源新

材料业务分别实现营收164.63亿元、

54.9亿元及173.11亿元，分别实现利润

总额23.48亿元、1.44亿元及5.59亿元。

紧抓机遇 探索全新应用场景

2024年4月， 厦门钨业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申请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公司

拟募资不超过35.27亿元， 用于硬质合

金切削工具扩产项目、1000亿米光伏

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博白县油麻坡

钨钼矿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光伏用钨丝和切削工具是公司

未来重点发展的两大产品。 ” 黄长庚

说， 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切割用钨丝

属全球首款开发成功的产品， 具备韧

性好、线径细、断线率低特点，可以提

升单位硅料的出片率和硅片切割效

率，降低损耗。

厦门钨业是钨丝生产“大户” ，公

司钨丝市占率达70%左右。“过往，钨

丝应用场景以传统照明为主。 随着

LED灯普及，传统场景逐渐萎缩，因此

我们开始寻找一些新的应用领域。 ”

黄长庚告诉记者。

一方面， 光伏产业降本增效诉求

增强；另一方面，传统光伏切割用高碳

钢丝线直径已逼近极限， 难以满足硅

片企业切割需求。黄长庚表示，公司瞄

准替代高碳钢丝线这一市场， 加大光

伏切割用钨丝研发投入， 拥有十余件

相关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让钨

丝再度“发光发热” 。

2023年，厦门钨业细钨丝销量达

868亿米，同比增长219%，其中光伏

用钨丝销量760亿米。 截至2023年底，

公司光伏用钨丝已具备1000亿米的

年产能，始终处于满产满销状态。随着

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公司预计2024年

光伏钨丝出货量可达1400亿米以上。

切削工具是厦门钨业着重技术研

发攻关的另一领域。黄长庚介绍，公司

切削工具研发费用占到其销售收入的

10%-15%。 时至今日，在单一工具生

产制造层面， 国内切削工具已追赶上

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加工端应用、整

体方案设计、 先进制造与检测装备方

面仍有较大差距。

黄长庚坚定看好切削工具发展前

景。“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未来

在航空航天、机械精密加工、汽车工业

等高端产业， 国产切削工具应用会不

断增加。 如何开发各种产品以适应不

同行业的需求， 这是公司未来需要重

点突破的地方。 ”

活用体制机制 建设人才平台

黄长庚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体

制机制创新， 把厦门钨业建设成为人

才济济的平台。 ”

2016年，厦门钨业意识到，传统的

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

公司开始推行产品事业部改革。 其中之

一就是设立电池材料事业部， 即控股子

公司厦钨新能的前身。随后，厦门钨业对

厦钨新能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通过优

秀员工、核心员工持股，实现员工利益与

公司利益高度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为

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提供有力支持。

2021年， 厦钨新能在科创板上

市，成为福建省首家、全国第五家A拆

A企业， 成为公司组织变革成功的有

力证明。

“当前，公司营收规模已经提升至

四百亿元左右，步入发展新阶段。 展望

2024年， 公司要通过切削工具和丝材

把公司做强，通过能源新材料和稀土把

公司做大，通过专精特新产品把公司做

优， 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把公司做精，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把公司做活，通过制度

建设把公司做稳。 ”黄长庚表示。

厦门钨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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