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

开，这次历史性盛会对团结和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从今日开始，

《证券日报》推出“喜迎二十大”系

列报道，充分展现资本市场、金融

机构、上市公司等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的实际行动。

本报记者 朱宝琛

十年来，资本市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定步伐，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
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资本
市场的体系结构，显著增强了市场优胜劣汰
功能机制。

注册制改革
促进市场生态更加优化

注册制改革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深刻的
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注册制下，发行条件
更加包容、多元，信息披露机制更完善，一批
批科创型公司登陆资本市场。科创板、创业
板和北交所已经成为促进科技创新、资本和
产业良性循环的重要平台。

科创板方面，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发
布半年报的 459家公司中，集成电路产业链
公司达 73家，占A股同行业上市公司约六
成；科创板生物医药领域公司达 101家，创
新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的优势较为明
显；14家动力电池产业链企业在细分市场占
有率领先。此外，工业机器人、先进轨道交
通等产业链已初具规模，发展迅速。

创业板方面，两年来（截至 2022年 8月

24日），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 355家，其中，
近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近六成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命健康五大产业
成为新上市公司的主力军，集群化发展趋势
明显。

北交所方面，宣布设立一年来（截至
2022年 9月 2日），110家上市公司中，中小
企业占比 77%，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等占比超八成，覆盖工业材料、信息技
术、医药健康、“双碳”和消费等多元细分创
新领域。

注册制改革带来诸多好处，一是扶持创
新型科技型企业发展，通过资本市场解决我
国企业尤其是未进入成熟期的企业无法直
接融资的问题；二是让大批在“硬科技”和商
业模式上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进入上市公
司行列，满足了一些具有专业投资能力或深
耕某一行业投资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以注册制改革为突破口，我
国资本市场加速推进一系列制度系统性改
革，进一步优化市场生态取得新进展。

（下转B1版）

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资本市场良性生态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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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二十大代表
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各选举单位分
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党的二十大代表，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照党
中央关于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要求，采取自下
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产
生的。

当选代表总体上符合党中央规定的条件，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
较强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显成
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结构和分
布比较合理，各项构成比例均符合党中央要
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中，既有党员领导

干部，又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有一定
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有经济、科技、
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
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的代表。

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
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部选出

张 颖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在全球新一
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大潮中，我国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从“中国制造”走
向“中国创造”。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
增加值已连续12年世界第一。2021年，我国制
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1.4万亿元，占GDP比重达
27.4%。

9月23日，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工信部扎实推进制造业重大生
产力布局调整优化，推动我国制造业区域高
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工信部将
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集群高效集聚，打造“产
业+科技+金融+人才”高水平循环的集群发
展生态。目前，25个重点培育的集群集聚了
近100家单项冠军企业、上千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大都在某个细分
领域拥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在自己的赛道跑出
了“加速度”。同时，它们也是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生力军，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日前，工信部发布了第四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截至目前，工信部已累计培育

“小巨人”企业8997家，84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5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医药、汽车
制造等多个行业。一连串喜人的数据，彰显
了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的科技实力和创新潜
能，展现出我国“小巨人”企业创新发展的蓬
勃势头。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与区域经
济发展紧密相关，对于提升区域制造业发
展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发挥着积
极作用。

从区域分布来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有5370家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约60%；2068家
分布在中部地区，占比约23%；1167家分布在西
部地区，占比约13%；392家分布在东北地区，占
比约4%。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全国分
布与工业增加值全国分布基本保持一致。

资本也在持续涌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数据显示，截至9月25日，北交所共有上市
公司111家，其中40家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创新是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在科技创新驱动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迸发出的创新能量，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彰显出我国
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的累累硕果。

“小巨人”企业分布
与区域协调发展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