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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

淄博“大金融”图景呼之欲出

7月10日，淄博科创基金港、淄博资本市场发展服务基地启动暨张店区招商引资项目
签约仪式，在齐盛国际宾馆会议中心举行。 资料照片

8月10日，创业板上市公司东杰智能发布股权转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淄博恒
松，淄博市财政局将成为实控人。这是淄博国资通过跨省收购并控股上市公司的首次尝试。

而往前追溯，4月8日在科创板鸣锣上市的智洋创新，其背后同样有淄博国资的身影———
国高（淄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位列十大股东之一。此外，淄博两家国资公司入股沃尔沃旗
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星汽车、淄博国资有意接手招金期货……

产业赋能是淄博跨越式发展的引擎，金融资本则是燃料和助燃剂。金融赋能的背后更
是淄博“大金融”发展思路的具体体现：提升金融在区域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以金融产业
的发展助推淄博经济转型升级，激发经济活力。

“金融赋能”加持下，淄博“大金融”的图景和实现路径愈加清晰。

财金集团成立的背后

发展金融产业，要更好
发挥国资的引领作用和投资
功能。

根据淄博市委、市政府
部署，计划将淄博市金融控
股公司整合组建为淄博市财
金集团。作为市属国有独资
企业，淄博市财金集团拥有
独 立 法 人 资 格 和 经 营 自
主权。

2021年4月29日，淄博市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更名
为淄博财金控股金控集团有
限公司。资料显示，淄博市
财金集团旗下共有全资、控
股子公司10余家,未来的发
展将以集团公司控股、辖属
子公司分业经营为主要模
式,统筹金融、类金融及实体
三大板块。

分析人士认为，地市一
级政府成立财金集团，可以
把不同归口的金融职能融合
到一起，扩大国资的融资能
力。用政府信用为投资背
书，非常有利于投到好项目，
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是双赢。

此前，地方国资的投资
相对保守，更多的要考虑风
险防范。而随着合肥市等地
市国资投资的成功，政府从
中尝到了甜头，一些地市也
开始跃跃欲试。“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国资完全可以尝
试风投，政府要有专业的团
队来操盘。”业内人士这样
表示。

记者查询获悉，淄博市
财金集团对外投资企业达到
几十家，投资对象主要分三
类，包括数字淄博运营发展
有限公司、淄博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淄博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淄博财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等100%控股的市
属国有企业。

此外，淄博市财金集团
还成立了多个股权投资基
金，包括淄博展恒鸿松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齐信私
募基金管理（淄博）有限公
司、淄博龙门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淄博众创天使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另一方面，淄博市财金集
团还入股了淄博科尔本高分
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爱
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泰爱科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比如，淄博市财金集团是
山东爱特云翔的第一大股东，
占股35%。

作为淄博市财金集团董
事长，李大鹏曾提到，淄博将
打造完备的金融产业体系，
整合金融板块和类金融板块
的资源，通过多种金融服务
手段，打造平台，进而延展到
全市的金融产业、金融板块，
打造整个金融产业体系。

相关人士表示，淄博市财
金集团坚持政策性引导与市
场化运作并重，围绕“政府投
资基金管理及运作、产业园区
建设、投资与资产管理”主业,
服务和支持打造区域性科创
产业金融高地,为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产业是肌体，金融是血
液。如何“持续深化金融赋
能，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成为
促进淄博新旧动能转换和经
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与此同时，今年5月27日
召开的2021中国金融与产
业发展(淄博)峰会上，淄博市
政府发布了“1+2”促进金融
业发展政策体系，淄博龙门
新兴产业发展母基金、齐信
产融S基金、淄博盈科科创产
业母基金亦正式推出，具有
淄博特色的科创产业基金模
式呼之欲出。重磅会议落地
重磅政策，淄博官方的金融
意图不言自明。

政策加码下，淄博金融
产业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官方统计显示，2020
年，淄博金融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到了
6%，银行、保险、证券、期货
等传统金融机构达到159家，
全市政府参与的新旧动能转
换基金达到51支，认缴规模
1035亿元，注册PE基金产品

323支，规模1255亿元。
淄博市委十二届九次全

会提出，要实施金融赋能行
动，聚力打造区域性科创产
业金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
植入“倍增器”。从此，淄博
金融产业正式进入到高速
发展轨道。

纵观省内，济南、青岛、
潍坊等地都把金融业的发展
放在突出位置，并尝到了金
融产业发展的甜头。

去年青岛金融业实现增
加值861.8亿元，下一步青岛
要塑造金融优势特色，打造
财富管理、创投风投“两个高
地”。而潍坊则提出了5年上
市50家企业的目标，上市企
业将对潍坊整座城市的品质
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并成为
人才聚集的平台。

金融产业成为区域经济
竞争力的有力体现。

1992年，国内第一家比较
规范的投资基金——— 淄博乡
镇企业投资基金诞生于淄
博。而如今，嗅觉灵敏基金
和资本也在向淄博聚集，洪

泰基金、盈科资本、金石投资
等知名投资机构和资产管理
机构纷纷入驻淄博。各类风
投、创投资源加速集聚，淄博
正在形成“产业资本+产业基
地+龙头企业”的样板模式。

金融不能脱实向虚，要
与产业紧密融合。淄博提
出的建设区域性科创产业
金融高地的愿景，正是金融
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
体现。

截至目前，淄博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超703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认定数量达到950
家，新获批3家国家级众创空
间。以国有企业为引领、主
导行业领军企业为支撑、“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为主体的

“雁阵”企业方阵已具雏形。
淄博实现凤凰涅槃、加

速崛起，尤其需要金融的助
力，无论传统产业的升级还
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
开金融支撑。而这带给淄
博的将是下一轮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和产业变革的新
机遇。

资本市场的底气

发展资本市场是“金融赋
能”的重要内容。一个地区上
市公司的数量直接体现区域
的综合竞争力。同时企业上
市，也大大提升了经济活力。

而淄博对于资本市场的
发展同样重视，提出5年内实
现上市公数量翻番，对于这一
目标，淄博有底气。

淄博作为老工业城市，全
部41个工业大类中，39个在
淄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淄博
的产业优势依然存在，工业的
底子还在，淄博有一大批优秀
的企业，这说明淄博的金融需
求与市场潜力巨大。

记者从淄博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获悉，目前，淄博正在
实施资本市场突破行动，制定
了《淄博市资本市场突破行动
方案（2021—2023年）》，配套
出台《淄博市资本市场突破行
动奖补资金实施细则》《淄博
市上市后备企业库管理服务
实施细则》等政策。

而最引人关注的是淄博
对企业上市的扶持与鼓励，企
业上市重奖千万，这在全省来
说，也是力度空前。淄博各区
县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鼓励
与扶持政策。

今年以来，智洋创新、科
汇股份、英科再生在上交所科
创板上市，齐鲁华信在新三板
精选层挂牌。截至6月底，淄
博市拟上市企业达到15家，
另有多家企业将报辅导或报
IPO材料，资本市场“淄博板
块”正在加速形成。

目前，淄博还在大力推动
资本市场突破行动，目标是：
力争5年内淄博上市公司的数
量实现翻倍。

最新的一个利好是，山东
省金融稳定领导小组新近印
发的《全省上市公司孵化聚集
区试点方案》，该方案公布了
全省24个上市公司孵化聚集
区试点名单，淄博市的张店
区、临淄区、高新区成功入选。
试点名单中，淄博与济南、青
岛、烟台各有3个试点区县，是
试点区县数量最多的地市之
一。全市上市工作即将迎来
更加强劲的政策推动力。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淄博资本市场的发展潜力，以
及在全省的地位。

目前，淄博正在大力实施
资本市场突破行动，构建服务
资本市场平台体系，与深交所
合作设立深交所淄博基地，为
企业上市提供全流程服务。
搭建金融资源招引平台，投融
资服务，引进政府引导基金、
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机构，为
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同时加
大后备资源企业挖掘培育力
度，开展上市后备企业申报
工作。

打造区域性科创产业金
融高地是“金融赋能”的目标，
那么在这一目标的助推下，淄
博“大金融”的蓝图或许更加
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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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产业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