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助力做市指数重返千点

新三板精选层核心规则即将落地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新三板“改革牛”行情持续。 1月13日，时隔两年多，新三板做市指数收盘再次站上1000点，1月14日做市指数继续上行。 在目前已有多家公司表态拟冲刺精选层之际，“精选层全

部配套政策的核心制度”尚未发布实施，这让市场人士翘首以盼。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全国股转公司人士了解到，新三板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相关规则及配套指引指南正在履行程序，正式发布指日可待。

做市指数收盘升破千点

自2015年4月7日创下历史高点后，新三板做市指数便开始“跌跌不休” 。 2017年11月15日，新三板做市指数首次跌破1000点；2019年1月16日盘中，指数一度创下706.67点的历史低

点。 随后，在科创板推出、新三板改革启动等事件的提振下，做市指数持续回暖。

改革助力新三板做市指数阶段大涨21%后，做市指数能否一鼓作气站上1000点备受市场关注。 1月6日，新三板做市指数大涨3.82%，报990.16点，逼近1000点。 1月7日，做市指数盘

中冲高至1004.71点，但此后指数翻绿，收盘报987.14点。 1月13日，新三板做市指数大涨1.38%，报1002.72点，时隔789天，收盘点位首次站上1000点关口。 1月14日，做市指数继续上行，报收

1005.21点，将1000点成果稳住。

谈及做市指数升破1000点的市场意义，就交易层面看，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认为，“1000点作为新三板做市指数的起始基准点位，跌破和收复都是有着重要的心理暗示作

用。 彼时跌破1000点预示了随后的持续单边下跌，如今重新收复1000点也将预示着新三板彻底走出底谷，走向新生。 ”

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认为，“这标志着新三板市场的众多参与者已经重整旗鼓，希望新三板以此为新的起点，行稳致远。 ”

张可亮分析，“之前新三板因为政策的不连续性和政策供给滞后，导致市场持续低迷，做市指数不断下跌，流动性衰竭，很多优质挂牌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现在新三板改革新政

就是针对这些市场问题、功能不足而来。 深改以来，市场反应积极，做市指数一路上扬，成交额也逐步放大，市场估值得以部分修复。 ”

展望后市，周运南态度乐观，他认为，“随着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实施细则的陆续落地，市场信心不断提升，市场参与热情不断上升，场内存量帐户和外部新开增量帐户的新

增资金不断进场，新三板改革牛的征途已经迈步，反映到盘面就是量价齐涨、指数常红。 ”

市场上涨行情若要持续，还得依靠更多增量资金。 “由于市场冷得太久了，增量资金入场还需要一个过程。 据我所知，很多机构都在募集新三板精选层基金，一些营业部的高净

值客户也在关注研究这个市场，相信今年上半年资金面会迎来大幅增长。 ”张可亮说。

资金是逐利的，当市场的亏钱效应超过赚钱效应，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守” 。 随着新三板深改稳步推进，正面效应显现。 多位新三板投资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一些

早前离场的新三板投资人在回流，“有了赚钱效应，信心自然逐步恢复。 ”

改革进程将加快

一边是二级市场的热情，一边是改革的稳步推进。 实际上，自2019年10月25日证监会宣布全面启动新三板改革以来，改革被市场寄予厚望，包括市场各参与主体、辖区政府在内

等多方表态支持并希望加快改革步伐。

2020年1月10日，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大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到要加快新三板改革落地。 落实责任单位包括全国股转

公司、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证监局和北京市金融监管局。

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加快新三板落地工作保障机制，实施专项激励和奖补政策，积极释放改革红利和示范效应，实现“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挂牌一批，发行一批” ，发挥北京市科

创类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发行和交易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的对接，扩大挂牌企业储备。鼓励北京地区的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积极参与新三板改革，引导北

京地区的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新三板市场投资，积极推动长期资金投资新三板的相关政策落地。

北京市是新三板市场的发源地，还坐拥我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大量中小企业对直接融资有强烈需求。 截至2019年底，北京地区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达1190

家，仅次于广东省；2019年北京地区新三板公司股票发行金额合计40.99亿元，仅次于江苏省。

从公开信息可知，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部门也在积极推进改革进程。 1月13日，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

情况报告书》等4件新三板改革配套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月3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证监会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完善《指引》并履行程序后发布实施。

据了解，围绕此次新三板改革，全国股转公司共制定、修订了30件业务规则，并已在2019年12月27日和2020年1月3日共计发布实施了13件业务规则。 这些已发布规则涉及股票交

易、投资者适当性、分层、定向发行、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

精选层核心规则即将落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普遍关心的一项改革规则尚未落地，即《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试行）》（简称《股票公开发行规则 》）。 这

项改革举措出现在2019年11月8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关于深化新三板改革相关业务并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的消息稿中，而同时披露的其他改革规则已发布实施。 日前，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接近全国股转公司人士处获悉，改项规则及配套指引指南正在履行程序，正式发布指日可待。

据全国股转公司披露，针对向不特定合格投资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股票公开发行规则》就发行主体、发行条件、审议程序、申报受理、发行审查、发行承销、进入

精选层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以及各方责任做出系统性规定，衔接并细化《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有关内容，同时为

审查、承销、保荐及挂牌委员会等下位规则的制定，提供规则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20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修订后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新制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前者重点围绕实施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优化定向发行机制等改革内容进行针对性调整。 这将加速《股票公开发行规则》的落地。

分析人士表示，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是相对复杂的增量改革，涉及面广、细节复杂，还要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既要考虑目前新三板的市场基础，也要跟交易所的发行规则相

匹配，需要更加考虑周全。 ”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证监会发布新三板深化改革整体方案以来，已有创尔生物、捷思锐、广远股份、视野股份、森虎科技、ST诚琛、鸿泰时尚、邑通道具、南华工业 、永华

光电等新三板公司公告拟撤回终止挂牌申请。 不少公司直言，撤回的原因是新三板启动深化改革。

尽管《股票公开发行规则》未正式发布实施，已有苏轴股份、奥迪威、利尔达、思晗科技等新三板企业陆续透露拟冲刺精选层。 同时，一些券商计划加大团队建设，积极参与精选

层的公开发行及战略配售、打新等业务。

投资者还需谨慎对待精选层概念股的炒作，不排除一些企业存在蹭热点的动机。 一方面，《股票公开发行规则》未落地，可能存在政策有变企业无法满足相关挂牌条件的风险；

另一方面，还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存在无法通过审核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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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首份做市商年度评优结果出炉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日前，全国股转公司发布2019年四季度做市商评价结果和

2019年做市商年度评优结果。 15家做市商获得2019年四季度

做市交易经手费减免资格，合计减免经手费占2019年四季度做

市商经手费总额的61.86%；年度评优包括“年度最佳做市商”

等5个奖项，合计12家做市商荣获单项评优。 国泰君安摘下“年

度最佳做市商”“年度优秀流动性提供做市商”“年度优秀报

价质量做市商” 三大称号，成为最大赢家。

全年累计获免700余万元

2018年10月26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做市商评价指引（试行）》，在坚守合规底线的基础

上，以季度为周期，从做市规模、流动性提供和报价质量3个维

度共设置7项评价指标对做市商的做市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已

分别于2019年4月、7月和10月公布了前三个季度评价结果，全

年累计减免做市转让经手费700余万元。

最新一季评价结果显示，15家做市商获得减免， 但经手费

减免比例有所差别。其中，100%减免的做市商有3家，分别是中

泰证券、国泰君安和申万宏源；获得70%减免的做市商有广发

证券、上海证券、首创证券和中山证券；获得50%减免的做市商

为天风证券、东方证券、安信证券、九州证券、中信证券、粤开证

券、长江证券和东北证券。结合过往三次季度评价看，国泰君安

和中泰证券连续四个季度获得100%减免， 申万宏源和广发证

券获得3次100%减免，上海证券获得1次100%减免。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 在结合各季度做市商评价结果的

基础上， 对全年综合表现优异以及在各单项评价角度表现

突出的做市商进行了年度评优， 除因首次开展做市商年度

评优而未产生“年度最佳进步做市商” 外，共产生五项年度

评优结果。

具体来看，国泰君安获“年度最佳做市商” ，中泰证券、广

发证券获“年度优秀做市商” ，申万宏源、广发证券、中泰证券、

天风证券、东方证券获“年度优秀做市规模做市商” ，国泰君

安、上海证券、中泰证券、首创证券、九州证券获“年度优秀流

动性提供做市商” ，首创证券、国泰君安、中信证券、大通证券、

国信证券获“年度优秀报价质量做市商” 。

全国股转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14日，申万宏源、

粤开证券、广发证券、九州证券四家券商的做市企业数量在100

家及以上，分别为158家、106家、103家和100家。 中山证券、长

江证券、 天风证券、 国泰君安等12家券商做市数量介于50家

-100家。

做市交易激发市场活力

全国股转公司表示，本次做市商评价工作的开展，在引导

做市商积极合规做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良性循环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将持续跟踪评估做市商评价制度的实

施效果，根据市场发展情况优化评价规则，推动做市制度持续

健康发展。

做市交易是新三板市场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在价格发现、

提升市场流动性、维护市场稳定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

由于市场单边下行，新三板市场景气度的不断变化使券商整体

对新三板市场的前景看法有了分歧，一些券商选择收缩在新三

板业务上的资源投入，比如退出做市服务、缩减投研团队等。全

国股转公司适时推出上述举措，对做市商而言，既是激励，也是

“减负” 。随着新三板深改逐步推进，券商对新三板的态度也越

来越积极。

天风证券成长企业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张玉玺在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券商在没有等到2019年底三板全面

改革落地前，就已经对该类型业务进行了规模缩减，并早早对

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了分流；有的则是加码于对中小企业的跟踪

及孵化工作，通过引流和人员扩张的形式，不断提升在中小企

业投行业务的集中度。

即便看好新三板，券商也曾面临做市企业数量被动减少的

情形。张玉玺称，在新三板市场单边下行的状况下，天风证券始

终保持10亿元-12亿元的做市投入，始终保持了做市核心团队

的稳定，做市企业数量始终维持在全国前十。 但较多新三板企

业选择摘牌或者退出做市转让方式后，做市企业数量出现被动

减少情况。“我们公司做市企业历史峰值接近300家，目前尚有

近100家” ，张玉玺说。

张玉玺表示，天风证券看好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和成长路

径，将对新三板中小企业进行坚定投入。同时，天风证券高度看

好此轮新三板的深改机会，计划加大团队建设，积极参与精选

层的公开发行及战略配售、打新等业务，从投行、投资、研究等

多方面挖掘业务机会，为新三板挂牌企业提供更全面优质的投

行及其他服务。

6家新三板公司

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本报记者 段芳媛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 除评选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

主外，还评选出了296个获奖项目。 中国证券报记者

对47个通用项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6个通

用项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统计发现，共有

6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与其他主要完成单位共享这一

殊荣。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从奖项等级看， 华联电子参与的项目获得

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惠嘉生物、九通

衢、 司南导航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美创医疗、邦普刀具获得2019年度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

具体来看，华联电子参与完成的项目叫做“高

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 该项

目面向半导体照明产品光电转化效率、 长期工作可

靠性等核心技术难题，从半导体照明材料、芯片、封

装、模组与应用全链条开展产研联合技术攻关，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全套

技术，研制出国际领先的半导体照明器件与光源，实

现了全链条技术产业化推广。

惠嘉生物参与完成的项目叫做“猪健康养殖的

饲用抗生素替代关键技术及应用” 。 该项目主要针

对生猪养殖饲用抗生素过量使用和滥用引起的细

菌耐药、抗生素残留、肉品质下降及土壤水体污染

风险等严重威胁我国养猪业和饲料产业的问题，历

经16年的系统研究，在新型饲用氨基酸创制、内源

氨基酸合成激活与氮高效利用、新型低蛋白质饲料

制备等核心技术方面实现了创新突破。 目前，该成

果获国家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3个， 制订行业标

准3项。

九通衢参与完成的项目叫做“混凝土结构非接

触式检测评估与高效加固修复关键技术” 。 该项目

历经10余年，在结构检测评估、可控高效加固和复

杂条件加固等三方面取得突破， 形成了针对混凝土

结构病害“精准筛查与诊断” 、“常见病” 高效快速

治、“疑难病” 有效精准治的技术体系。 目前项目成

果应用于全国90%以上的地区， 并在铁路、 公路等

500余项重大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司南导航参与完成的项目叫做“北斗性能提升

与广域分米星基增强技术及应用” 。 该项目突破了

卫星导航系统自身实时分米级服务的技术瓶颈，提

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导航、 广域差分与精

密定位服务集成方法，完成了一体化工程实现，解决

了卫星数量和监测站， 分布受限条件下的北斗性能

提升难题；研制了基于通用芯片、模块、板卡的定位

性能提升终端， 使得普通用户能够基于北斗实现更

高精度的服务体验等。

美创医疗参与完成的项目叫做“微创等离子

前列腺手术体系的关键技术与临床应用” 。 该项

目创建了微创等离子前列腺切除手术体系， 发明

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 全新模式的腔内手术

器械， 实现了前列腺切除由电刀向等离子刀技术

的历史性跨越，并被欧美发达国家权威指南采纳，

使我国跃入该领域世界领先行列。 项目成果已在

5000余家医院应用，县域医院已半数覆盖，优质

医疗资源的下沉，助推了“大病不出县” 的健康中

国战略。

此外，邦普刀具参与完成了“新型复合碳氮化

物固溶体粉末及其高性能硬质材料” 项目。

获奖公司均来自基础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6家公司均来自基础层，且

相对注重研发。其中，司南导航的研发费用占公司总

营收比例最高，九通衢、美创医疗次之。

司南导航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为全球用户提供自主

知识产权的北斗高精度GNSS板卡、 接收机和全方

位、多领域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2018年年报

显示，报告期内的研发费用为4318.96万元，同比增

长32.2%，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22.60%。

九通衢主要从事桥梁、隧道检测与评估等，公司

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研发中。 2018年年报显

示，公司2018年的研发费用为983.03万元，同比增

长7.57%，占营收的比重为11.68%。

美创医疗的研发投入力度在6家公司中排名第

三。 公司2018年研发费用为807.82万元，同比增长

62.05%，占营业收入的7.88%。 截至2018年年底，美

创医疗拥有2项软件著作权以及17项专利技术，其

中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外观专利3项。

获奖的6家公司多数业绩表现较稳定，其中，美

创医疗、司南导航营收净利保持持续增长。 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简称“报告期” ），美创医

疗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385.68万元、1.03亿元、5910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9.97%、60.53%、44.17%；分别

实现归母净利润2003.6万元、3174.95万元、2176.39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15.56%、58.46%、63.08%。 报

告期，司南导航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44亿元、1.91亿

元 、1.07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36.15% 、32.53% 、

33.32%； 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932.74万元、1380.81

万元、817.81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29.38%、48.04%、

69.75%。

改革助力做市指数重返千点

新三板精选层核心规则即将落地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做市指数收盘升破千点

自2015年4月7日创下历史高点后， 新三板做市指数便

开始“跌跌不休” 。 2017年11月15日，新三板做市指数首次

跌破1000点；2019年1月16日盘中，指数一度创下706.67点

的历史低点。 随后，在科创板推出、新三板改革启动等事件

的提振下，做市指数持续回暖。

改革助力新三板做市指数阶段大涨21%后， 做市指数

能否一鼓作气站上1000点备受市场关注。1月6日，新三板做

市指数大涨3.82%，报990.16点，逼近1000点。 1月7日，做市

指数盘中冲高至1004.71点， 但此后指数翻绿， 收盘报

987.14点。 1月13日，新三板做市指数大涨1.38%，报1002.72

点，时隔789天，收盘点位首次站上1000点关口。 1月14日，

做市指数继续上行，报收1005.21点，将1000点成果稳住。

谈及做市指数升破1000点的市场意义，就交易层面看，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认为，“1000点作为新三板做

市指数的起始基准点位， 跌破和收复都是有着重要的心理

暗示作用。彼时跌破1000点预示了随后的持续单边下跌，如

今重新收复1000点也将预示着新三板彻底走出谷底， 走向

新生。 ”

银泰证券股转业务部总经理张可亮认为，“这标志着新

三板市场的众多参与者已经重整旗鼓， 希望新三板以此为

新的起点，行稳致远。 ”

张可亮分析，“之前新三板因为政策的不连续性和政策

供给滞后，导致市场持续低迷，做市指数不断下跌，流动性

衰竭，很多优质挂牌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 现在新三板改革

新政就是针对这些市场问题、功能不足而来。 深改以来，市

场反应积极，做市指数一路上扬，成交额也逐步放大，市场

估值得以部分修复。 ”

展望后市，周运南态度乐观，他认为，“随着新三板全面

深化改革政策实施细则的陆续落地，市场信心不断提升，市

场参与热情不断上升， 场内存量账户和外部新开增量账户

的新增资金不断进场，新三板改革牛的征途已经迈步，反映

到盘面就是量价齐涨、指数常红。 ”

市场上涨行情若要持续，还得依靠更多增量资金。 “由

于市场冷得太久了，增量资金入场还需要一个过程。 据我所

知，很多机构都在募集新三板精选层基金，一些营业部的高

净值客户也在关注研究这个市场， 相信今年上半年资金面

会迎来大幅增长。 ” 张可亮说。

资金是逐利的，当市场的亏钱效应超过赚钱效应时，有

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守” 。 随着新三板深改稳步推进，

正面效应显现。 多位新三板投资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一些早前离场的新三板投资人在回流，“有了赚钱效应，信

心自然逐步恢复” 。

改革进程将加快

一边是二级市场的热情，一边是改革的稳步推进。 实际

上， 自2019年10月25日证监会宣布全面启动新三板改革以

来，改革被市场寄予厚望，包括市场各参与主体、辖区政府

在内等多方表态支持并希望加快改革步伐。

2020年1月10日， 北京市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加大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其

中明确提到要加快新三板改革落地。 落实责任单位包括全

国股转公司、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市证监局和北京市金融监

管局。

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加快新三板落地工作保障机制，实

施专项激励和奖补政策，积极释放改革红利和示范效应，实

现“储备一批，培育一批，挂牌一批，发行一批” ，发挥北京

市科创类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发行和交易的引领作用。 进一

步加强区域性股权市场与新三板的对接， 扩大挂牌企业储

备。 鼓励北京地区的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积极参与新三板

改革， 引导北京地区的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新

三板市场投资， 积极推动长期资金投资新三板的相关政策

落地。

北京市是新三板市场的发源地， 还坐拥我国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 大量中小企业对直接融资有强

烈需求。截至2019年底，北京地区的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达

1190家，仅次于广东省；2019年北京地区新三板公司股票发

行金额合计40.99亿元，仅次于江苏省。

从公开信息可知，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等监管部门也

在积极推进改革进程。 1月13日，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

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等4件新三板改革配套规则，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1月3日，证监会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指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完

善《指引》并履行程序后发布实施。

据了解，围绕此次新三板改革，全国股转公司共制定、

修订了30件业务规则， 并已在2019年12月27日和2020年1

月3日共计发布实施了13件业务规则。 这些已发布规则涉及

股票交易、投资者适当性、分层、定向发行、信息披露、公司

治理等。

精选层核心规则即将落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普遍关心的一项改

革规则尚未落地，即《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 （试行）》（简称 《股票公开发行规

则》）。这项改革举措出现在2019年11月8日全国股转公司

发布的关于深化新三板改革相关业务并向市场公开征求

意见的消息稿中， 而同时披露的其他改革规则已发布实

施。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全国股转公司人士处获

悉，该项规则及配套指引指南正在履行程序，正式发布指

日可待。

据全国股转公司披露， 针对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股票公开发行规则》就发

行主体、发行条件、审议程序、申报受理、发行审查、发行承

销、进入精选层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以及各

方责任做出系统性规定，衔接并细化《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 关于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有关

内容，同时为审查、承销、保荐及挂牌委员会等下位规则的

制定，提供规则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20日， 证监会正式发布实

施修订后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新制定的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前者重点围绕实

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优化定向发行机制等改

革内容进行针对性调整。 这将加速《股票公开发行规则》

的落地。

分析人士表示， 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是相对复杂

的增量改革，涉及面广、细节复杂，还要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既要考虑目前新三板的市场基础，也要跟交易所的发行规

则相匹配，需要更加考虑周全。 ”

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证监会发布新三板

深化改革整体方案以来 ，已有创尔生物 、捷思锐 、广远

股份、视野股份、森虎科技、ST诚琛、鸿泰时尚、邑通道

具、南华工业、永华光电等新三板公司公告拟撤回终止

挂牌申请。 不少公司直言，撤回的原因是新三板启动深

化改革。

尽管《股票公开发行规则》未正式发布实施，已有苏轴

股份、奥迪威、利尔达、思晗科技等新三板企业陆续透露拟

冲刺精选层。 同时，一些券商计划加大团队建设，积极参与

精选层的公开发行及战略配售、打新等业务。

投资者还需谨慎对待精选层概念股的炒作， 不排除一

些企业存在蹭热点的动机。 一方面，《股票公开发行规则》

未落地， 可能存在政策有变化企业无法满足相关挂牌条件

的风险；另一方面，还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存在无法通过审核的风险。

新三板“改革牛”行情持续。1月

13日，时隔两年多，新三板做市指数

收盘再次站上1000点，1月14日做

市指数继续上行。在目前已有多家公

司表态拟冲刺精选层之际，“精选层

全部配套政策的核心制度” 尚未发

布实施，这让市场人士翘首以盼。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全国股

转公司人士处了解到，新三板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

挂牌相关规则及配套指引指南正在

履行程序，正式发布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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