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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成立的洛阳市金融工作
办公室是主管全市金融工作、促进金
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市政府工
作部门。其中一项主要职责是，促进
全市资本市场的改革、培育和发展，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协调期货
市场发展；统筹推动全市企业改制上
市；协调上市公司重组、兼并和再融
资工作。

1年内3家企业上市

2012年1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
2012年第12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
会议上，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拖股份）(首发)申请获通
过。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从H
股回归A股。

2012年7月6日，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并上市
交易。

2012年9月10日，洛阳钼业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拟发
行不超过5.42亿股A股。

2012年，我市三家企业上市。这
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为我市的金融办
工作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融办负责人说，2012年中信重
工、一拖股份和洛阳钼业3家大型企
业，在A股首发上市，包揽河南省当
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上市首发融资
46.09亿元，占当年上交所首发上市
融资总额近1/6；其中，中信重工首发
上市融资31.99亿元，居全国当年A
股首发上市融资额第二位，在目前河
南省全部A股首发上市企业中，融资
额名列第一位。

助推企业上市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企业上市作
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多
年以来，金融办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
措施，积极营造有利于企业境内外上
市的良好环境。近年来，洛阳市企业
上市工作亮点异彩纷呈。

金融办负责人介绍，金融办经常
邀请知名券商、会计师、律师等中介，
为企业进行上市辅导和上市诊断，对
上市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给予讲
解和指导，避免了企业走弯路；强化协
调服务，建立起政府部门联动工作机
制和绿色通道，工商、税务、土地、规
划、环保、房管、国资等部门，先后为多
家企业，解决有关上市的具体问题；加
强辅导培育，多次组织召开企业上市
培训会，加强后备企业培育和动态管
理，形成了培育一批、申报一批、上市
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经过金融办的努力，我市在
2011年有 4家民营企业上市，2012
年又有3家大型企业，在A股首发上
市，包揽河南省当年全部A股上市企
业，成为全省2012年唯一有企业上
市的地市。金融办通过制定并推动
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挖掘后备上市企
业、加大业务培训力度、跟踪服务等
多项措施，积极助推洛阳市企业上市
的进程。

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实现了不同
银行营业网点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业
务指令的电子化处理，大大缩短资金
到账时间；同时，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具有完备的运行管理机制和安全的
防范措施，确保资金汇划安全。该系
统为洛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金
额、大批量跨行支付业务提供了一个
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为社会公众
办理柜台转账、网上支付和电话支付

等业务提供全天候支付清算服务。
收费更便捷，缴费亦轻松。如天

然气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厂、电信
部门等作为收款单位，委托其开户行
向广大用户收取的水、电、煤气、通信
等公用事业费用，有了小额支付系统
的支持，百姓就不用到某个指定的银
行去缴费，而是在附近的任何一家银
行就可完成缴费。2006年5月29日，
小额支付系统在洛阳成功上线运行。

金融办助推企业上市人行记录下的洛阳金融变迁

□本刊记者 郭飞飞 通讯员
李奇朋 刘小辉 聂青桥

20 年，弹指一挥间，我们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金融同样如此。其中支付
系统的变迁给生活带来的影响
不得不说。

自2011年10月在我市设立首
批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以来，经过
三年的发展，截至今年10月底，全市
共设置3306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覆
盖126个乡镇、2105个行政村，共发
生取款业务15余万笔，取款金额达
2956万元，接受查询业务14.4万余
笔，惠及百万农民，在解决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不足方面，助农取款服务已

初步显现出良好的社会效果。
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多方支持和长期努力，
洛阳中支组织涉农金融机构立足服
务民生、改善民生，通过推广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构建支农、惠农、便农
的“支付绿色通道”，切实完善农村地
区金融基础设施，有力支持洛阳市的
农村经济发展。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2007年
6月25日上线运行，该系统的推广运
用使支票的使用范围由同一个城市
扩大到了全国，这无疑对于促进信用
支付工具使用、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开
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例如，广州一商户要到洛阳某山
区向一商户采购山货，如果带着大量
现金去采购很不方便，这时他就可以
采用支票付款的方式，将支票交给洛
阳商户，洛阳商户将收到的支票提交
给其开户行，由开户行通过全国支票
影像系统向广州商户开户行提示付
款，这样不用携带大量现金，就可以
完成交易和款项支付。截至2012

年，辖区33家金融机构全部纳入支
票影像交换系统。

此外，还有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2010年洛阳中支指导辖区洛阳银行
和中国一拖财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两家法人金融机构加入电子商业汇
票系统。2013年10月28日，洛阳中
支为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成功办理了省辖市首笔回购式电
子商业汇票再贴现业务。电子商业
汇票再贴现业务的成功办理，丰富了
我市中小微企业、涉农企业融资渠
道，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
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994年 5月，中国人民银
行洛阳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洛阳
市中心支行的前身）加入全国电
子联行系统，那时手工联行和电
子联行并行。后来，为解决电子
联行系统存在的“天上三秒，地
上三天”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
洛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洛阳
中支）2001年启动电子联行“天
地对接”工程，并于2002年 10
月正式运行。2005 年 6 月 27
日，随着大额支付系统的上线运
行，电子联行系统平稳过渡到现
代化支付系统。2006年8月1
日，洛阳中支停止办理手工联行
业务。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目前
主要由大小额支付系统、商业银
行行内支付系统、同城清算系
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电
子商业汇票系统以及其他结算
子系统组成。

在现代支付体系中，大额支
付系统发挥着“央行支付、中流
砥柱”的重要作用，它最大的特
点是实时清算，实现了跨行资金
清算的零在途。

2005年6月27日，洛阳中
支大额支付系统成功上线运
行。实现了异地跨行支付清算
从手工联行到电子联行，再到现
代化支付系统的跨越式发展和
历史性飞跃，成为洛阳市支付体
系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开展和资金
运营提供了“金融高速公路”。

有了大额支付系统的支持，
企业开户行可以为企业快速办
理资金汇划业务，减少企业在途
资金的占用，为企业资金有效利
用提供便利。例如：洛阳一企业
和深圳一企业做成一笔几百万
元的生意，洛阳企业需要通过开
户行向深圳的企业汇款。在没
有大额支付系统的情况下，款项
到达对方账户上需要几天时间，
有了大额支付系统几分钟即可
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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