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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工作总结

2019年是上市公司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二年，是开拓创新、

积蓄力量、初立形象的一年。全年在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

指导与大力支持下，围绕上市公司开展研究与服务，在智库

咨询、研究成果产出、合作网络建立、资源平台打造、品牌

形象树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积极建言献策，发挥智库作用

围绕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高端

智库目标，研究中心围绕经济发展中的重点与难点，在深度

分析研究基础上，积极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前瞻性、创新

性的对策与政策，务实发挥智库作用。

2019年 4月，针对当前部分上市公司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与压力，研究中心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提交《关于推动低质

量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建议》。报告归纳了“低质量”上市公司

的基本情况与特征，分析其转型升级五个方面的主要障碍，

并向证监会提出若干建议。报告受到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

执行副会长宋丽萍的高度认可，并转呈了证监会主席。

2019年 6月，针对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

究中心向省政府提交《关于设立长三角湾区科技银行的建

议》，创新性地提出在浙江率先试点新型法人科技银行，在

股权设置、运行机制、产品创设、流程优化和容错监管方面



进行系统性、集成式创新的大胆建议。该报告得到了朱从玖

副省长的批示。为真正推进落实此项试点工作，研究中心随

后与银保监局及省内多家银行进行了多次交流与探讨，目前

已进入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与报批阶段。

二、组织精品活动，树立独特品牌（活动与会议）

作为年轻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心通过举办一系列有大咖、

有高度、有深度的高质量活动，逐步在业界打开知名度，树

立了独特的品牌形象。

2019年 8月，研究中心与金融混业俱乐部、东吴证券联

合主办了第六届西溪全球论坛，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

上市公司企业家代表等两百余人参会。会上原外交部副部长

何亚非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解读和展望，阿里云副

总裁郭继军、腾讯集团副总裁王巨宏女士和华为 5G专家组

戎维莉女士分别对云计算高速发展动因与趋势、智能+世代

数字生态、和 5G时代可能杀手级应用场景进行了探索与展

望。论坛同时召开了三场闭门圆桌会，分别围绕资产配置和

投资机会、泛 5G和股权投资展开。作为非官方主办的大型

金融类论坛，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已连续联合主办两届，在产

业和金融界均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2019年全年连续 3次承办金融研究院高端品牌活动—金

融创新与发展大讲堂，先后邀请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祁斌、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万向集团副董事长兼



执行董事肖风走进校园，围绕大国博弈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应对和战略抉择、以及区块链技术演进

与应用前景等主题展开高质量的内容分享。活动场场爆满，

每场均吸引超过 200人现场聆听，嘉宾分享内内容的高度与

深度更是广受认可。

三、以“浙江上市公司”为名片，累积区域性研究优势（研

究与发表）

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即定位于区域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

的研究，依托浙江丰沃的金融与资本土壤，深入挖掘 500余

家浙江上市公司的特征与价值，在区域性研究上积累国内领

先优势。2019年，研究中心紧密围绕“浙江上市公司”这一核

心，在宏观与微观上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发布了部分成果。

一是在宏观层面，发布了《巨变、分化、与风险——浙

江上市公司 2018年度报告》。报告以浙江省境内 431家 A股

上市公司为主体，以“宏观市场环境——资本市场活动——生

产经营情况——风险问题暴露”为基本脉络，对其 2018年发

展情况进行了分析与回顾，也分别从政府、企业等不同角度

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二是在微观层面，以上市公司投资价值为重点展开应用

性研究。包括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绩效、

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绩效、国际并购案例与投资价值等子

课题（进行中）。在资料收集、文献与数据整理、现场调研、



与董事长及高管交流的基础上，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逻辑，

从省内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中优选出具有核心竞争力与内

在价值的行业龙头企业，编制了并发布了极具代表性与区域

特色的“浙江价值 30”指数。

四、凝聚多方资源，打造创新型平台（对外合作与交流）

基于专业化、市场化、创新性、应用性的原则，研究中

心凝聚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学校等多方资源，积极开展

对外合作与交流，着力打造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性平台。

一是凝聚上市公司企业资源，搭建合作平台。基于与省

内上市公司良好的合作关系，研究中心有效促成了省内 10

家上市公司与 1家创投机构合作设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深

度挖掘上市公司产业链资源与浙江大学校友创新资源。该基

金是产业资本与创新项目融合的新模式探索，也是上市公司

强强联合、协同合作的新模式探索。

二是与南华基金合作建立“南华金融实验室”，旨在充分

发挥南华的市场化优势与研究中心的专业化优势，在企业生

命周期、上市公司再融资、期货 A股联动等多个专题上开展

具有独特性、原创性的研究，增进双方品牌与市场影响力。

三是积极与各类平台机构合作，与之江百人会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与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协会多次交流，受邀参加其

组织的上市公司区域研究服务联盟筹建座谈会，介绍分享以

研究促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浙江经验”。



五、依托公共媒体平台，发表智库洞见（接受媒体采访

与宣传）

2019年 4月，《浙商》杂志发布了“2019浙商资本控制力

榜”，在全球范围内对浙商所控制上市公司进行了一次大扫描，

显示浙商在全球资本市场所控制的市值达到了 8.7万亿元。

针对这份榜单，研究中心主任包纯田接受了《浙商》杂志的

专访，提出了“8.7万亿元背后的隐忧”，包括浙江实质性的资

产证券化率不高，浙江上市公司在数量上所占据的优势，还

未通过质量的提升完整地发挥出来，榜单里的老面孔多新面

孔少，高质押、高负债的问题严峻等。针对这些隐忧，包纯

田指出，上市公司应该尽快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沿着重新确

立的战略框架，根据行业分布或轻重缓急有序、有度地重新

梳理资产的布局，并强调，上市公司的根基是回归实业精神

与工匠精神，扎扎实实做好脚底下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