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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创业板一周年专题研究报告

1.1 创业板发展历程及意义

1.1.1 创业板介绍

创业板市场指主板之外的专为达不到主板上市要求的创业型企业上市融资的市场。我国的创业板

市场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主要为处于成长期、创业期而且是刚刚开始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盈利

能力，在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方面比较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融资服务，同时为创业和私

募股权资本营造退出渠道。因为面向对象不同，创业板在上市条件、部分制度设置上与主板市场有

所不同。

（一）主要交易品种

高科技、高成长型上市中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转换债券等。

（二）主要制度设置

1、上市标准（见表1.1.1.1）

表1.1.1.1 我国创业板市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要求一览

项目 具体内容

主体资格 与主板相同：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年限 与主板相同：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

财务指标
条件较主板宽松：最近两年盈利，且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1,000.00 万元，或最近一年盈
利，净利润不少于 500.00 万元，营业收入不少于 5,000.00 万元，最近两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均不低于 30.0%；发行前净资产不少于 2,00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股本及公众持股 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00 万元，公众持股不低于25.0%。

主营业务要求
发行人应当主要经营一种业务，其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最近2年内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治理
与主板相同，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
度。

上市后持续责任 与主板相同，上市公司上市后必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临时报告。

其他要求
发行人最近2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
更；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来源：清科研究中心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0.10                                                                                 www.zero2ipo.com.cn

2、交易制度

除上市首日交易风险控制制度外，创业板交易制度与主板保持一致，仍适用现有的《交易规

则》。当创业板股票上市首日盘中成交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20.0%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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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可对该股实施临时停牌30分钟；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50.0%时，深交所可对其实施临时

停牌30分钟；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过80.0%时，深交所可对其实施临时停牌至14时57分。临时

停牌期间，投资者可以继续申报，也可以撤销申报。股票临时停牌至或跨越14时57分的，深交所将

于14时57分将其复牌并对停牌期间已接受的申报进行复牌集合竞价，然后进行收盘集合竞价。

另外，在停牌制度方面，相对主板，创业板主要在三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披露年度报告、业绩预

告等重大事项不实行一小时例行停牌；二是出现异常情况如预计重大事项策划阶段不能保密、市场

有传闻且出现股价异动的情况等，公司可主动提出停牌申请或由深交所直接实施盘中停牌；三是长

期停牌公司每5个交易日必须披露停牌原因及相应进展情况。

3、退市制度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达到交易所规定的终止交易条件时，将直接退市，不再转入代办

股份转让系统。

（三）监管设置

与主板一样，创业板市场将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地方证券监督委员会及交易所共同监管，上

市公司必须履行上市后信息披露义务。

（四）信息披露系统

与主板市场相同，将主要采用卫星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系统、交易所网站、指定报刊等披露交易

信息及上市公司各种公告及定期报告信息。

总体而言，创业板“两高六新”的市场定位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高成长高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为中

小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融资支持。而创业板依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交易规则、监管制度以及交

易系统等软硬件设施基本与主板市场保持一致，这有利于确保创业板运行初期的市场稳定。但是目

前而言，创业板上市门槛还相对较高，众多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仍难以达到其设定的盈利要求而被

挡在资本市场门外；此外，能否设定合理的交易制度和定价机制，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和融资功能，

将对创业板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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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创业板发展历程

在中国，创业板市场特指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回首我国创业板的筹备与建立，可谓十年磨一

剑。从整体上看，我国创业板的推出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萌芽阶段，2001年至2007年推

出暂缓，2007年下半年出现转机并开始加速推出。

• 萌芽阶段 1998-2000年

1998年12月，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尽早研究设立创业板股票市场问题”，这是

国内首次关于设立创业板的政策提议；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明确“适当时候在沪深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2000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决定由深交所承担创业板筹备任务；2000年9月，深市停发新

股，筹建创业板。

• 推出暂缓 2001-2006年

2001年初，美国纳斯达克科技网络股破灭，国际创业板市场遭遇“寒流”。为此，2001年11
月，时任总理朱镕基表示，创业板暂时不能推出。我国创业板市场筹建工作进入长期的搁置状态；

2002年，成思危提出创业板“三步走”建议，中小板作为创业板的过渡阶段；2003年10月，党的

十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

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04年5月，中国证监会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我国创业板市场的

雏形得以投入运行。

• 加速推出 2007-2009年

2007年8月，《创业板发行上市管理办法（草案）》获国务院批准；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创业板市场”，同时，证监会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

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在创业板上市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管与处罚等内

容做出明确规定；2009年3月31日，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

办法》，该《办法》于2009年5月1日正式实施；2009年7月26日，证监会开始受理创业板发行申

请；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我国酝酿十余年的创业板市场

开始正式登上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舞台。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6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