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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政府机关
到企业，再回到监管部门
的角色转换，侯苏庆与改
革开放中的河南资本市
场关系密切。

20 年的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历程，给中原资本
市 场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变
化。作为中国证监会河
南监管局的局长，侯苏庆
亲历了河南资本市场从
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
蓬勃发展进程。

“在中央扩内需保增
长和中原崛起的大背景
下，河南资本市场发展前
景将更加广阔。”侯苏庆
的话语中充满着自信与
自豪。

中原崛起的基石

资本市场“深入人心” 保持理性投资心态

晚报记者 程相伟 来从严/文
吴琳/图

侯苏庆 探寻河南资本市场脉动

改革开放，推动了资本市场在中国境内的萌生和发展。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区域到
全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很多方面走过了一些成熟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

2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资本市场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制度不断完
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投资者不断成熟，逐步成长为一个在法律制度、交易规则、监管体系等各方面与国际普遍公认原则基本相符的资本
市场。它正一步步地从新兴走到繁荣，又从繁荣走向成熟。

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河南的资本市场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不断成长中壮大。资本市场是中原崛起的基石，
焕发生机的资本市场对中原经济和社会正在、也必然还将继续产生更加深刻、全面的影响。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期待下一个更加辉煌的30年！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是
一部瑰丽宏伟的长篇小说，资本市场的诞生和
发展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一章。而作为这其中
重要的一员，侯苏庆亲身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1982年，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侯苏庆被
分配到新乡市劳动人事局，后来又到市委组织
部工作。但很快他放弃了稳定的公务员工作，
1987年投身到了企业发展的第一线，担任新乡
市第二塑料厂党委书记。

1989年，侯苏庆调任新乡制药厂。当时的
新乡制药厂是一个拥有1200名工人的大厂，也
是一个亏损大户。于是，临危受命，侯苏庆出
任该厂厂长。

当时，企业改制普遍的做法就是承包经营
责任制。但侯苏庆却独辟蹊径，提出了“资产
经营招标承包制”——那是在经营承包制的基
础上，对企业改革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

结果，在侯苏庆的带动下，过去5年都没有
建成的一个车间，仅仅3个月内就建了起来，并
很快使企业扭亏为盈。

由于出色的业绩和超强的领导能力，1992
年，侯苏庆被委任为新乡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
1996年，通过全省公开选拔，又被提升为河南省
体改委副主任，参与企业的综合改革工作。1998
年，体改委部分人员划归证监会管理。1999年7
月1日，中国证监会郑州特派办成立，侯苏庆出任
主任。2004年5月，中国证监会郑州特派办升级
为河南证监局，侯苏庆担任局长。

风风雨雨20载，中国股市一直在改革中经
受洗礼，在发展中得到锤炼。中国的证券行业
是从争议中艰难诞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虽然它还不成熟，但正在向成熟过渡，与
宏观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逐步规范、成熟，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部分。回望往昔，侯苏庆无限感慨。

20世纪90年代初期，蹒跚起步的新中国资
本市场显得那么稚嫩——飞乐音响和延中实
业是当时仅有的两只股票；在上海开设的全国
第一个股票营业柜台，没有电脑和行情显示
屏，黑板上写着由客户口头协商确定的成交价
格；工作人员用手工完成从交割、登记卡号、盖
章到过户的每一道程序；每天的平均交易量仅
为数十笔。

当年首批参与股票交易的投资者们，都曾经
历过从怀疑到尝试再到肯定的过程。但谁也不曾
料到，中国的股票市场会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
如此巨大的变化。如今，沪深两市拥有超过1600

家上市公司，投资者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
“最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与整个宏观经济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国资
本市场在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发
展的影响日益增强。”侯苏庆说。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尚福林首次以证
监会主席身份出席会议，提出要将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与市场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三度
统一”的概念一经提出，便成为此后贯穿资本市
场一系列改革实践的主线，与市场经济其他领域
的改革交相辉映。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
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阔。

侯苏庆告诉记者，资本市场促进了中国金
融体系改革。资本市场推动了金融体系结构
的转型，改善了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增强了

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改善了金融机构的盈
利模式。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居民的投资品种由早
期单一的储蓄扩展到股票、国债、企业债、可转
换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权证、期货等多种理
财工具，丰富了居民理财的方式，居民可通过
投资于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资本市
场也带动了消费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财富效
应初步显现。”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成绩斐
然。焕发生机的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正
在、也必然还将继续产生更加深刻全面的影响。
可以预期，中国资本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服务于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中国资本市场也将不断发展壮大。

“资本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逐步发
挥，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行业整合。为河
南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谈及
资本市场发展对河南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
义，侯苏庆如是表示：“2008 年，尽管资本市场
遭遇了熊市，但河南仍有 7家公司实现成功上
市，位居中西部第一，这对于河南经济大省向
经济强省的转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河南证券市场于 1985 年开始起
步。1989 年和 1990 年，河南省在一些地方开
展了股票交易业务。“1993 年 12 月 8 日豫白
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成为河南上市
的第一只股票。”侯苏庆回忆说，“1994 年 1 月

神马实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994 年 7
月洛阳玻璃在香港上市，河南省企业的股份
制改革速度加快。”数据显示，到 2008 年末河
南省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62 家。累计融资金
额达 478 亿元。

河南省证券市场的发展，使证券机构发展
起来。1986 年 11 月，郑州市证券公司成立，
1991 年 12 月，河南省证券公司成立。到 1998
年底，中原信托等10家信托投资公司在河南省
设立了22家证券营业部。

截至 2008 年末，全省共有证券经营机构
108家，投资者开户数达 268万户（未统计基民
数量），累计交易额超过2万亿元。

在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河南期货市
场也迅速发展。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
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
易的开端。1993年5月28日，郑商所正式推出
期货交易。1998年 8月，郑商所被国务院确定
为全国三家期货交易所之一。郑商所的交易
品种小麦、棉花、白糖和 PTA 期货为国民经济
服务的市场功能日益显现，在国际市场上的影
响力逐渐增强。

“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对于河南经济的
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将会成为中原
崛起的柱石和基石。”谈起河南资本市场发展
的前景，侯苏庆充满自信。

“经历了 2007 年和 2008 年牛、熊市

的转换，投资者更要增强风险意识，保

持平和的闲心之境，全面客观地评估

当前的市场状况和潜在的风险，如此，

方能真正称得上理性的、成熟的投资

者。”针对如何理性地进行投资，侯苏

庆提醒说。

侯苏庆分析说，投资者要用“冷眼”和

“热眼”同时看股市，无论是个人投资者、地

方政府，抑或是拟上市的企业，都需要理性

思考当前市场的“普遍性下跌”，树立起理

性的心态。

2008 年的资本市场一路下滑，导致大

多数的投资者被套牢，演变成了财富“负”

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不知道应

当何去何从，是走还是留成了一个两难的

选择。

侯苏庆指出，作为一个投资者，一定要

树立起理性的投资理念——追求长期投资

的效果，而不应当仅仅关注一时的涨跌，更

不是简单地追涨杀跌。

“资本市场是对宏观经济的反映，我个

人认为，投资者一定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

有信心，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有信

心。”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一定要坚持培

育优质上市公司的目标不动摇，不能因

为暂时的资本市场熊市，就失去信心。

“在市场低迷时，政府机构更应当做好

培育上市企业的基础工作，做好拟上市

公司内部改制等工作，建立规范的公司

治理结构，为以后的上市打好坚实的

基础。”

“优质的企业是河南经济发展的基

石。中原崛起，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因此，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

稳定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防范风险、

促进发展是我们时时应做的功课。多一

点信心，多一点理性，就能为中国资本市

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多作一份贡献。”展望

未来，侯苏庆信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