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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宝琛

犹记得，2009年10月30日首批
28家创业板公司代表齐聚深圳，敲
响开市宝钟。上市仪式结束后，有
上市公司董事长在接受笔者采访时
欣然写下寄语：祝创业板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这是对创业板最
诚挚的祝福。今天，创业板迎来了
15岁的生日。十五年来，创业板用
亮眼的“成绩单”阐述了“越来越
好”，展现了资本市场支持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功能和质效。

其一，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年间，创
业板完成了跨越式发展。特别是
随着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市场基础制
度不断完善、市场功能持续提升。

如今，创业板投资者数量已经
超过5000万，投资者结构不断优
化；成交量与活跃度持续提升，已
经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其二，从首批28家公司敲钟上
市，到如今已经集聚了一批聚焦主
业、坚守创新、业绩优良且具有影响
力、竞争力的优质企业，十五年来，
创业板不断探索向前，持续发挥资
本市场核心和纽带的功能，在促进自
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
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助力我
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29
日，创业板共有1358家上市公司。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九
成，近七成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
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
优势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

创业板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
集聚地、科技创新企业理想上市
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未
来之板”。

当然，创业板的发展过程，也
不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折的。好在
一些问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
终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放眼未来，走过十五年的创业
板，前方的路还很漫长，特别是在
资本市场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的关键阶段的背景下，需要抖擞精
神再出发。

比如，在制度创新方面，创业
板就有不少“首创”之举：自启动之
初，创业板就施行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制度，这是境内资本市场首次

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上做出的有
效探索和制度安排；针对新经济企
业的特征，首推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并全面实行信息披露直通车，后
续，根据新兴产业特点，又先后建
立了其他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极大
地提高了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
对性。

期待创业板在未来的发展中，
能够涌现出更多的“首创”之举，为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

“样本”。
十五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作为改革和创新的产物，创业板必
将继续担当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先
锋，助力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
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相信创业板未来的发展，一定
会走得更稳、更远，会越来越好。

创业板十五载：砥砺前行 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田 鹏 毛艺融

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首批
28家公司鸣钟开市，就此拉开了创
业板波澜壮阔发展的大幕。截至
2024年10月30日，创业板历经十五
载持续探索、完善发展，吸引了一
大批聚焦主业、坚守创新、业绩优
良的优质企业汇聚于此。如今，创
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1358家，
合计市值超12万亿元。

创业板公司与板块共同成长，
相互成就，他们是板块完善的“推
动者”，以自身的创新实践和发展
经验，为创业板的制度优化、服务
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
也是板块发展的“见证者”，亲历了
创业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的辉煌历程，见证了无数个创
新的火花在这里点燃；他们更是板
块成果的“受益者”，创业板为他们
提供了广阔的融资平台和良好的
发展机遇，使这些公司分享到创业
板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为创新型民企
打造全方位发展支持体系

创业板运行十五年来，坚守
“三创四新”定位，通过塑造包容、
高效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持续引
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形成支持创新
企业持续成长的市场机制，提升创
新资本形成效率。

在十五年发展历程中，创业板
为众多民营企业铺就了便利的融
资渠道，使民营企业能够全力投入
到技术创新、产品研发以及市场拓
展之中。

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回忆说：“公司自2018年
6月份登陆创业板以来，累计从A
股融资近700亿元，累计发行公司
债45亿元。其中，2022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是创业板市场募集资
金总额最大的再融资项目，深刻体
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对宁德时代发
展的大力扶持。”

蓝思科技相关负责人也感慨
地对记者表示，创业板深入贯彻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三创四
新”，注重创新和成长性，侧重于服
务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型企
业，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而
这正是多数创新型民营企业所急
需的。

事实上，融资支持仅仅是众多
资本支持手段当中的一个。十五
年来，创业板还通过提供多元化
的金融服务、优化市场资源配
置、加强信息披露与监管等方
式，为民营企业打造了全方位的
发展支持体系。

一方面，创业板积极引导社
会资本流向具有创新潜力的民
营企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
构调整。

例如，靠大手笔并购加速扩张
的爱尔眼科，在并购之路上感触颇
多。“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加大医疗
网络的全球布局。”爱尔眼科医院
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陈邦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境内并购主要是
为了进一步完善全国分级连锁医
疗网络，加快渠道下沉，提升医疗
网络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提高基
层眼科服务的可及性，实现资源配
置的最优化和患者就诊的便利化；
通过重点区域“高地布局”战略，实
现医疗技术与全球先进水平同步
发展、多层次服务体系吸纳融合，

逐步搭建世界级科研、人才及技术
创新平台，更有效地助力公司高质
量发展。

另一方面，创业板不断完善市
场机制，提升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
性，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例如，中伟股份副总裁邓超波
对记者表示，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以
来，迅速成长，收获良多，特别是公
司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大大提
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合
作伙伴，助力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市
场拓展。

已成为创新企业
快速成长壮大孵化地

十五载风雨兼程，十五载春华
秋实。十五年来，创业板吸引了一
大批聚焦主业、坚守创新、业绩优
良的优质企业上市。

目前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共
有1000余家，创业板已成为高质量
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孵化基地。
不少民营企业登陆创业板后，获得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对创业板未
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安克创新2020年8月份在深交
所上市，这为安克创新打开了新的
融资通道，极大增强了安克创新的
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赵东平表示：“未来，
公司将继续深化在资本市场工具
运用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推动公
司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
展，也将继续提升对投资者回报
的重视程度，进一步优化经营策
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广大
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带来更丰
厚的回报。”

“公司是创业板的受益者。”特
锐德董事长于德翔表示，希望创业
板能够鼓励、支持更多民营企业踏
上中国式现代化征程，鼓励民营企
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同时，公
司希望，创业板能够更加多维度、
系统性地发挥再融资、并购重组、
债券发行等功能，进一步升级“工
具箱”，引导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
域集聚，增加制度包容性，壮大耐
心资本，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
动能。

展望未来，创业板已经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引擎”。“今
年是创业板开板十五周年，是宁德
时代上市第六年，在创业板资本平
台的助力下，宁德时代已成为全球
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公
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蒋理表
示，未来，愿创业板继续作为中国
资本市场科技创新的灯塔，照亮更
多优质的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前行
的道路，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我们期待与创业板携手并进，迈向
更加繁荣、可持续的新时代。

迈瑞医疗相关负责人表示，无
数创新成果在创业板迎来突破，大
量创新企业在这里实现跨越式发
展。未来，期待创业板不忘初心、
踔厉奋发，加快完善适应创新型、
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市场体系、产品
体系和制度体系，为我国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贡献力量。

川宁生物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顾祥表示，未来，公司将聚焦主
责主业，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公司
治理，强化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也愿创
业板继续以创新为翼，以梦想为
帆，驶向更加辽阔的商业海洋，铸
就卓越，再创巅峰。

上市公司高管现身说法：
创业板已成民企高质量发展孵化地

十五年来，创业板积极服务先
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三大重
点领域，汇聚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公司。

截至2024年10月29日，创业板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共计920家，占
比67.76%。其中，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和节能环保产业公司共计171家，
占比 13%，积极培育壮大绿色发展
新动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
字创意产业公司家数共计339家，占

比 25%，有力促进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产业、
新材料产业公司家数共计400家，占
比 29.46%，支持先进制造业不断提
质增效。

从 市 值 来 看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公 司 合 计 市值占比 75%，占据
板块主要地位，其中，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公司市值占板块比重
约68%。

特点：“优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家数占比67.76%

十五年来，创业板上市公司积
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积蓄发展新
动能，研发强度持续上升，研发队伍
日益强大。

截至2024年10月29日，创业板
公司共推出 1938单股权激励计划，
涉及股份数量 155.17亿股。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兼具折扣优势和出资时
点优势，激励作用更加明显，已逐渐
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新宠”。截
至2024年10月29日，创业板上市公
司已推出 736单向激励对象授予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有关计划，涉及
股份数量 63.88 亿股。此外，截至
2024年 10月 29日，创业板上市公司

已推出487单员工持股计划，涉及股
份数量 34.46亿股，员工持股计划已
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激励
的重要工具。

据 Wind 资讯数据，2013 年至
2023年，创业板公司研发总支出由
138.29亿元增长至 1951.36亿元，复
合增长率为 29.2%；创业板公司平
均研发投入由 0.35亿元增长至 1.46
亿元，复合增长率为 16.5%；2024年
前三季度平均研发费用为1.0亿元。

从研发人员情况来看，2013年至
2023年，创业板公司研发人员总数由
100人增长至57.53万人，其中注册制
公司研发人员总数达12.42万人。

平均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16.5%

创业板有效发挥直接融资功
能，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
2024年10月29日，创业板1355家公
司（不含泰祥股份、翰博高新等2家转
板上市公司及温氏股份）首发募集资
金累计9549亿元，平均首发募集资金
7.05亿元，其中 551家注册制下新上
市公司（不含2家转板上市公司）首发
募集资金累计5334亿元，平均首发募
集资金9.68亿元，募集资金金额较注
册制前有较大幅度提升。

特点：“高成长”
首发合计募资9549亿元

创业板市场运行十五年来，各市场
主体纷纷积极参与。截至2024年10
月29日收盘，创业板1358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超12万亿元，其中，市值在100
亿元至500亿元的217家，占比16%；市
值在500亿元以上的27家，占比约2%。

注册制大幕开启以来，创业板
注册制高速发展，注册制下创业板
新上市公司总市值超3万亿元，占板
块整体市值超过 25%，当中，市值超
过 100亿元的公司达到 57家，市值
在500亿元以上的达到5家。

总市值超1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