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证监局：

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在京先行先试

本报记者 杨洁

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党委书记吴运浩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 贾文勤表示，北京辖区一直是全国直接融资的主阵地。 自2010年至2020年，北京辖区企业共实现境内股票融资超2万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13.4万亿元，均为全国第一。 今年1-5月，北京辖区各类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4177.42亿元，规模位居各辖区前列，直接融资水平稳步提升。

15.96万亿元上市公司总市值规模、2.58万亿元债券存量规模，北京在全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地位不言而喻。 同时，作为央地桥梁纽带，证监会也给予了北京多项先行先试政策，如批复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首次落地北京，率先在京开展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支持北京建设绿色交易所、知识产权交易所等。

吴运浩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21年北京证监局将以首善标准做好央地协同桥梁纽带，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定位，特别是在推进北京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两区”）过程中，全力支持北京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在京先行先试。

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已见成效

近年来，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一批标志性改革落地实施，开启了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新局面。 在此背景下，北京辖区资本市场也取得良好发展成效。

北京证监局统计数据显示，股票市场方面，截至5月底，北京辖区共有上市公司393家，占全市场9.09%，总市值15.96万亿元，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8.79%，总市值居各辖区之首。 新三板挂牌公司1002家，占全市场13.33%，其中精选层企业8家，占全市场15 .38%。 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总市值、精选层公司数量、创新层公司数量排名各辖区第一。 债券市场方面，截至5月底 ，北京辖区交易所公司债券（含企业ABS）存量规模2 .58万亿，占全市场17 .70%，居各辖区首位。 今年以来辖区企业累计发行交易所债券3214 .23亿元，已成为辖区直接融资规模的重要支撑。

在北京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过程中，助推科技创新、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显著提升。 贾文勤表示，新三板精选层等系列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新三板市场定位更加清晰，服务中小企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截至5月底，北京辖区挂牌公司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精选层挂牌公司中小企业占比62.5%，占比较上年末有所增加；今年1-5月，辖区挂牌公司中小企业发行融资10.07亿元，同比增加72.43%，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承销机制、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审核注册机制等，让市场主体的预期更加明确、信心稳步提高。 “北京辖区IPO后备资源明显增加，截至5月底，辖区有拟上市企业227家，同比增长35%；1-5月，新增 IPO辅导公司46家，同比增长70%；1-5月，辖区8家企业申报精选层辅导备案，企业参与新三板市场热情较高。 ”贾文勤说。

“可以看出，北京辖区企业的上市热情有增无减，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积极参与。 ”贾文勤强调，2020年以来，北京证监局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理念，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做好拟上市企业培育工作，强化政策宣讲，对企业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疑解惑、给予政策指导。 在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北京证监局也实现辅导监管工作全流程在线运转，保证辅导验收不中断、质量不下降，推动企业抓住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机遇，同时，持续强化辅导监管力度，严格开展辅导考试及验收工作，推动一批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打造资本市场发展“北京样板”

立足首都功能定位，北京在推进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措施落实落地过程中总结了不少“北京经验” ，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打造出了“北京样板” 。

在持续巩固注册制改革成效方面，贾文勤介绍，北京证监局启动科创类企业“钻石工程”强化培育辅导工作，对科创板企业上市辅导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即报即办，即签即发” 。 开展创业板公司融资专题董事监事培训，及时为辖区公司抓住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机遇进行舆论预热，倾斜资源重点做好企业辅导验收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1-5月，北京辖区新增科创板辅导公司26家，完成辅导验收5家；新增科创板上市公司7家，截至5月底，辖区共有科创板上市公司41家。

此外，大力支持新三板改革平稳落地。 证监会从2019年起启动了深化新三板改革工作，目前主要的改革措施均已落地。 据了解，精选层于2020年7月27日开市交易，目前共有54家挂牌企业晋升精选层，累计融资金额132.8亿元。 贾文勤介绍，“从实施情况看，精选层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基础制度得到了完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融资、交易功能更加有效发挥。 ”

“在此基础上，证监会将进一步做精做细精选层，常态化开展公开发行审查，推出精选层再融资、混合交易、融资融券等制度，将精选层打造为‘小特精专’聚集地；统筹发展创新层和基础层，优化挂牌准入条件，丰富创新融资工具和股权激励工具，将创新层和基础层打造为‘小特精专’加速器和孵化器。 ”贾文勤说。

在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贾文勤表示，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发行人规范运作水平，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二是压实辅导机构责任，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严格把关。

“应该看到的是，服务企业上市和严格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并不是矛盾对立的。 ”贾文勤认为，通过强化辅导监管工作，发行人的规范度不断提升，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不断加深，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提高，有助于其得到资本市场的各方认可。 对于存在难以整改完善的突出问题的发行人，通过严格把关，充分揭示其风险和问题，尤其是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发行人，坚决出清，将有限的市场资源向优质企业聚集，推动更多的优质企业上市，有助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党建、业务“一盘棋”

践行监管人民性

北京辖区 资本市 场改革 建设的成 效 ，离不 开党建 对业务 的指导和 促进。 吴 运浩介 绍 ，北京证 监局始 终坚持 推动党 建和业务 深度融 合，做到 党建和 业务融为“一盘棋 ” 。

吴运浩强调，北京证监局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政治引领、政治意识、政治担当，践行监管人民性。 比如，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持续强化“大投保”理念，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于辖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2021年，以“心系投资者，携手共行动———守初心担使命，为投资者办实事”为主题，北京证监局开展了系列精准“走入”大型直播活动，不断增强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为投资者带来“看得见的高效”和“感受得到的保护”，切实增强投资者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吴运浩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21年，北京证监局将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聚焦辖区一线任务，以提升工作质效为主线，切实做好监管执法工作。 落实“零容忍”要求，强化稽查执法，不断深化与司法机关协作配合，打击各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净化辖区资本市场生态，全力保障首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是聚焦重大风险隐患，以强化外部合力为主线，坚决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牢记“首都无小事” ，健全辖区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全面增强风险监测、预警、处置能力，持续做好辖区各类主体风险防控工作，巩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成效，做好债券违约、“伪私募”及其联动派生风险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处置，坚决维护首都金融安全。

三是聚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主线，积极促进市场良性发展。 北京证监局将继续巩固辖区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成效，助推新三板改革走向纵深，规范推动私募基金发展，多措并举提高辖区上市公司质量，强化资本市场功能发挥。

四是聚焦“两区”建设，以发展安全并重为主线，认真落实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要求。 北京证监局将以首善标准做好央地协同桥梁纽带，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定位，特别是推进北京“两区”建设，全力支持北京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在京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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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已见成效

近年来，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 新三板改革等一批标志性改革

落地实施， 开启了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

革的新局面。 在此背景下，北京辖区资本

市场也取得良好发展成效。

北京证监局统计数据显示， 股票市

场方面，截至5月底，北京辖区共有上市

公司393家， 占全市场9.09%， 总市值

15.96万亿元，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市

值的18.79%，总市值居各辖区之首。新三

板挂牌公司1002家， 占全市场13.33%，

其中精选层企业8家， 占全市场15.38%。

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总市值、精选层公

司数量、 创新层公司数量排名各辖区第

一。债券市场方面，截至5月底，北京辖区

交易所公司债券（含企业ABS）存量规

模2.58万亿，占全市场17.70%，居各辖区

首位。 今年以来辖区企业累计发行交易

所债券3214.23亿元，已成为辖区直接融

资规模的重要支撑。

在北京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过

程中，助推科技创新、服务中小企业的能

力显著提升。 贾文勤表示，新三板精选层

等系列改革举措陆续推出， 新三板市场

定位更加清晰， 服务中小企业能力进一

步增强。 截至5月底，北京辖区挂牌公司

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 精选层挂牌公

司中小企业占比62.5%，占比较上年末有

所增加；1-5月， 辖区挂牌公司中小企业

发行融资10.07亿元， 同比增加72.43%，

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 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

件、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承销机制、公开透

明可预期的审核注册机制等， 让市场主

体的预期更加明确、信心稳步提高。 “北

京辖区IPO后备资源明显增加， 截至5月

底，辖区有拟上市企业227家，同比增长

35%；1-5月，新增IPO辅导公司46家，同

比增长70%；1-5月，辖区8家企业申报精

选层辅导备案。 ” 贾文勤说。

“可以看出，北京辖区企业的上市热

情有增无减，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正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积极参与。 ” 贾

文勤强调，2020年以来，北京证监局坚持

服务与监管并重理念，与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联合做好拟上市企业培育工作，强化政

策宣讲，对企业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答

疑解惑、给予政策指导。 在受疫情影响的

特殊时期，北京证监局也实现辅导监管工

作全流程在线运转， 保证辅导验收不中

断、质量不下降，推动企业抓住资本市场

重大改革机遇，同时，持续强化辅导监管

力度， 严格开展辅导考试及验收工作，推

动一批优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打造资本市场发展“北京样板”

立足首都功能定位， 北京在推进资

本市场深化改革措施落实落地过程中总

结了不少“北京经验” ，为中国资本市场

发展打造出了“北京样板” 。

在持续巩固注册制改革成效方面，

贾文勤介绍，北京证监局启动科创类企业

“钻石工程” 强化培育辅导工作，对科创

板企业上市辅导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即

报即办，即签即发” 。 开展创业板公司融

资专题董事监事培训，及时为辖区公司抓

住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机遇进行舆论预热，

倾斜资源重点做好企业辅导验收工作。

统计数据显示，1-5月， 北京辖区新

增科创板辅导公司26家，完成辅导验收5

家； 新增科创板上市公司7家， 截至5月

底，辖区共有科创板上市公司41家。

此外， 大力支持新三板改革平稳落

地。 证监会从2019年起启动了深化新三

板改革工作， 目前主要的改革措施均已

落地。 据了解，精选层于2020年7月27日

开市交易， 目前共有54家挂牌企业晋升

精选层，累计融资金额132.8亿元。 贾文

勤介绍，“从实施情况看， 精选层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基础制度得到了完善，市场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融资、交易功能更加

有效发挥。 ”

“在此基础上，证监会将进一步做精

做细精选层，常态化开展公开发行审查，

推出精选层再融资、混合交易、融资融券

等制度，将精选层打造为‘小特精专’ 聚

集地；统筹发展创新层和基础层，优化挂

牌准入条件， 丰富创新融资工具和股权

激励工具，将创新层和基础层打造为‘小

特精专’ 加速器和孵化器。 ” 贾文勤说。

在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

面， 贾文勤表示， 把好资本市场 “入口

关” 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工作，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发行人规

范运作水平，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二是压实辅导机构责任， 对发行人信息

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严格把关。

“应该看到的是，服务企业上市和严

格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 并不是矛盾

对立的。 ” 贾文勤认为，通过强化辅导监

管工作，发行人的规范度不断提升，对资

本市场的理解不断加深， 信息披露质量

不断提高， 有助于其得到资本市场的各

方认可。 对于存在难以整改完善的突出

问题的发行人，通过严格把关，充分揭示

其风险和问题， 尤其是存在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行为的发行人，坚决出清，将有限

的市场资源向优质企业聚集， 推动更多

的优质企业上市， 有助于资本市场的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党建、业务“一盘棋”

践行监管人民性

北京辖区资本市场改革建设的成

效，离不开党建对业务的指导和促进。 吴

运浩介绍， 北京证监局始终坚持推动党

建和业务深度融合， 做到党建和业务融

为“一盘棋” 。

吴运浩强调， 北京证监局始终坚持

旗帜鲜明讲政治，强化政治引领、政治意

识、政治担当，践行监管人民性。 比如，在

投资者保护方面，持续强化“大投保” 理

念， 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贯穿于辖区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2021年， 以 “心系投资者， 携手共行

动———守初心担使命，为投资者办实事”

为主题，北京证监局开展了系列精准“走

入” 大型直播活动，不断增强投资者自我

保护意识， 为投资者带来 “看得见的高

效” 和“感受得到的保护” ，切实增强投

资者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吴运浩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2021年， 北京证监局将重点抓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一是聚焦辖区一线任务，以提

升工作质效为主线， 切实做好监管执法

工作。 落实“零容忍” 要求，强化稽查执

法，不断深化与司法机关协作配合，打击

各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 净化辖区

资本市场生态， 全力保障首都资本市场

健康发展。

二是聚焦重大风险隐患， 以强化外

部合力为主线，坚决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牢记“首都无小事” ，健全辖区风险防范

和处置机制，全面增强风险监测、预警、

处置能力， 持续做好辖区各类主体风险

防控工作，巩固股票质押风险化解成效，

做好债券违约、“伪私募” 及其联动派生

风险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处置， 坚决维

护首都金融安全。

三是聚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推

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主线， 积极促

进市场良性发展。 北京证监局将继续

巩固辖区科创板、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落地成效，助推新三板改革走向纵深，

规范推动私募基金发展， 多措并举提

高辖区上市公司质量， 强化资本市场

功能发挥。

四是聚焦“两区” 建设，以发展安全

并重为主线， 认真落实服务首都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任务要求。 北京证监局将以

首善标准做好央地协同桥梁纽带， 围绕

北京“四个中心” 和“国家金融管理中

心” 功能定位，特别是推进北京“两区”

建设， 全力支持北京市各项重点任务落

实， 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在

京先行先试。

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党委书记吴运浩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贾文勤表示，北京辖区

一直是全国直接融资的主阵地。 自2010年至2020年，北京辖区企业共实现境内股票融资超2万亿元，

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13.4万亿元，均为全国第一。 今年1-5月，北京辖区各类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实现直接融资4177.42亿元，规模位居各辖区前列，直接融资水平稳步提升。

15.96万亿元市值规模、2.58万亿元债券存量规模， 北京在全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和地位不言而

喻。 同时，作为央地桥梁纽带，证监会也给予北京多项先行先试政策，如批复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

额转让试点首次落地北京，率先在京开展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支持北京建设绿色交易

所等。

吴运浩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21年北京证监局将以首善标准做好央地协同桥梁纽带，围

绕北京“四个中心”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定位，特别是在推进北京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两区” ）过程中，全力支持北京市各项重点任务

落实，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措施在京先行先试。

北京证监局：

推动更多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在京先行先试

●本报记者 杨洁

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五大行业（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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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居各辖区之首

18.79%

81.21%

截至2021年5月31日

北京

河南证监局：

党建引领促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于蒙蒙

90家A股公司，1.48万亿元市值

规模，3家市值千亿元行业龙头———

这是河南资本市场近年来交出的一

份优异成绩单。 河南证监局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河南证监局始终以党建为统

领， 推动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举

措在河南辖区落实落细， 不断扩大

直接融资规模， 着力提高市场主体

发展质量， 主动服务资本市场改革

发展大局和河南经济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大局。

服务地方经济成绩显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河南资本

市场茁壮成长， 孕育了诸多优秀公

众公司。 截至2021年5月31日，河南

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38家。 其中，

A股上市公司90家，居全国第12位；

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1.48万亿元，居

全国第14位。 牧原股份、双汇发展、

洛阳钼业3家公司市值超千亿元，超

百亿元公司22家。

特别是在去年疫情期间的复工

复产中， 河南上市公司体现了自己

的责任与担当。 2020年，87家A股上

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6689.38亿

元、净利润524.95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6.38%、65.71%，增长率居全国第

5位；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4.14%和

25.68%， 同比分别上升2.66个百分

点和14.28个百分点。

上市公司“头雁” 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 双汇发展、宇通客车、洛阳

钼业、龙蟒佰利、郑煤机、牧原股份

聚焦主业发展，实现行业领跑。 6家

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合计

占全省上市公司总额的45.68%和

76.35%， 同比增加7.44个百分点和

17.83个百分点。 这些公司发挥龙头

引领作用， 带动了相关产业集聚发

展， 增强了地方经济竞争力和发展

后劲。 2020年，河南上市公司研发投

入 达到 157.21 亿元 ， 同比 增 长

7.97%。 近五成上市公司近3年研发

投入持续增长，三成公司连续3年研

发投入占比超过5%， 成为创新发展

的领头羊， 有力带动了河南经济新

旧动能转换。

河南上市公司群体蓬勃成长

背后，离不开背后监管部门的悉心

呵护。 上述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河南证监局加大拟上市

公司培育力度，与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剖析问题症结，研究改进措

施；推动实现上交所、深交所、股转

公司三大服务基地在河南落地，就

近精准服务河南各类企业进入多

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推动河南

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不断丰富和完

善推动企业上市公司挂牌的政策

支持，各省辖市也相继出台企业上

市奖补政策。

“四箭齐发”促高质量发展

谈及工作成果， 上述相关负责

人将其归功于党建的引领作用。“河

南证监局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和稳健的工作定力， 努力把握形势

任务的发展变化， 认真领会会党委

各项决策部署的核心要义， 坚决落

实防风险的 ‘硬任务’ ， 强监管的

‘硬指标’ 和谋发展的‘硬道理’ ，

拿出担责的勇气和亮剑的魄力，将

会党委决策部署转化为落地见效的

具体工作措施。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 河南证监局对内不断推进三化

建设，监管干部勇担当、善作为的意

识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纪律约束，

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双人接待、公务

回避、 与监管对象正常交往等廉政

纪律要求，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 ， 不断完善监督制度流程，从

严管理干部， 展现河南证监局监管

人员的良好风貌， 营造风清气正的

机关文化。

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上， 河南

证监局强调， 既要服务郑州市提高

经济首位度、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

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国家先进制造

业高地、国家开放高地、国家人才高

地， 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提质进

位，也要借A股上市公司全省“全覆

盖” 的东风加大对传统农业地市的

服务力度， 以上市公司为引领促进

产业集聚和供应链、 创新链、 要素

链、制度链耦合，推动产业升级和经

济发展再上台阶。

在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方

面，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河南证监

局欲“四箭齐发” 提升上市公司和

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扎实

开展党史教育， 以党建为统领推动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在河南

落地， 在落实辖区监管责任制中出

实招、见实效。 二是紧抓注册制改革

机遇，落实“双创” 要求，服务新经

济，大力推动优质企业上市；提升上

市公司质量， 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精准做好辖

区市场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处置工

作。 持续压降风险上市公司数量，力

保股权质押风险不反弹， 推动化解

债券违约风险， 稳妥防范化解私募

基金、证券期货机构风险。 四是全面

落实零容忍方针， 依法从严监管执

法。 加强各类市场主体监管，压实监

管责任；强化市场法制诚信建设，切

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