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板注册制红利释放 服务创新经济能力跃升

● 本报记者 黄灵灵

十余年前，肩负支持双创企业发展使命的创

业板踏浪而来，开启服务创新经济的探索之旅。 十余

年间，创业板乘风破浪，积极践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一年前，创业板再被赋予重任，将注册制往存量

改革的“深水区”推进。创业板也得以插上腾飞之翼，

服务创新经济能力进一步提升。

如今，创业板集聚了92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结

了37万“研发大军” ，打造了较完备的产业链集群，

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双链” 融合发展，将持续为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增添动能。

创新要素集聚创业板

注册制改革落地后的创业板进一步拓宽了对创

新创业企业的包容度，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

创意的大趋势，支持传统创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深度融合。截至8月20日，1011家创业板公

司中，高新技术企业925家，占比超九成，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占比近六成。

“公司选择在创业板上市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

的愿景特质与创业板的功能优势有着极高的契合

度。 ”狄耐克董事长缪国栋认为，创业板优势突出，产

业导向朝阳，多数创业板上市公司属于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利于创新型上市企业在创业板平台上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形成推动国家创新创造、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同时，创业板注重改革创新。 创业板历经多次

改革，形成了科学完善的运作体系，特别是2020年施

行注册制，资本市场功能进一步提升。 ”缪国栋表示，

狄耐克将持续发挥创新、创造能力，争做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践行者，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公司全产

业链朝着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

经过十余年耕耘，创业板公司在国家重点科技项

目研发中“百花齐放”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践

行者。 123家公司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家公

司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1家公司拥有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22家公司拥有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229家公司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20家公

司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66家公司为国家创新型

试点企业。

背靠坚实的资本市场， 人财物各种创新要素向

创新企业集聚。 创业板公司始终坚持高研发投入，深

化产学研合作， 努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

力。

1011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人员合计超37万人，

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超过370人，研发人员占员工

总数的比重均值达到19%，其中203家公司研发人员

占比超过30%。 有150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就

职于高校或科研院所，55家公司具有高校、科研院所

股东背景，16家公司由科研院所转制而成，还有82家

公司的创始人为“海归” 创业。

近十二年来，创业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高于A股

平均水平， 拥有与主业相关的核心专利技术13万余

项，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信维通信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以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8%以上为目标，持续保持高研发投入，拓宽核

心材料技术能力护城河，提升核心竞争力。 如果没有

长期性资金的支持， 公司发展就会因资金瓶颈而束

手束脚。 ”信维通信有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随着改革动力不断注入， 创业板汇聚创新经济

的“向心力” 凸显。 当前，创业板汇聚九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等四个产业在创业板集群化发展趋势尤

为明显，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

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

头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创新能力突出。 目前，共有

214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总市值近

2.5万亿元，覆盖了信息网络、互联网、高性能集成电

路等各细分领域企业。

2018年至2020年， 创业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

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8.46% 、16.06%和

7.11%。 即便受到疫情影响，过去三年的复合年增长

率仍超10%，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近4500亿元，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生物医药产业关系民生健康，95家生物医药企

业在创业板上市，占深市生物医药企业数量近六成，

总市值近3万亿元， 覆盖了从化学药剂到中药饮片、

从基因检测到体外诊断、从生物疫苗到血液制品、从

医疗器械到医疗服务等全产业链体系。

2018年至2020年， 创业板生物医药企业平均营

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9.66%、16.90%和26.89%，期

间复合年增长率为21.03%。2020年，整体实现营业收

入近2300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近450亿

元。

创业板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成果丰硕， 逐步突

破海外医药巨头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全力服务健康

中国战略。 贝达药业自主研发了我国第一个小分子

靶向抗癌药， 打破肺癌治疗领域进口药品的国外垄

断，被誉为民生领域堪比“两弹一星” 的重大突破，

目前已惠及近20万名晚期肺癌患者。

新材料广泛运用于国防军工、信息技术、航空航

天等领域， 是推动我国从石油化工大国向强国跨越

的重点关键产业。 目前，共有92家新材料企业在创业

板上市，总市值超1万亿元，覆盖了锂电池新材料、碳

纤维、先进半导体材料、金属靶材、稀土功能材料等

多个细分领域。

2018年至2020年， 创业板新材料企业平均营业

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42%、12.29%和9.91%，期间复

合年增长率为11.45%。 2020年实现整体营业收入近

1500亿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实现“中国制造” 向“中国

智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目前，共有90家高端装

备制造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总市值近1.2万亿元，覆盖

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工业机器人、

轨道交通装备及海洋工程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018年至2020年， 创业板高端装备企业平均营

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0.17%、16.16%和15.46%，期

间复合年增长率为13.37%。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近

1450亿元。

科技创新夯实“双循环”根基

创业板相关产业企业一方面依托国内市场和产

业体系， 打造自身技术优势； 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创

新， 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 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建

设，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添动力。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 创业板

企业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 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建设自主、

可控、安全的产业链、创新链，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

的重要动力之一。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创业板海外营业收

入分别为3245.56亿元、4090.9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01%、26.05%，高于A股市场6.14%、8.56%的平均

水平。 创业板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009年的

7.12%提升至2020年的19.57%， 创业板公司参与国

际化程度越来越深。

分行业来看，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

医药、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别实现海外营

业收入776.30亿元、604.70亿元、382.97亿元、147.30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速分

别为95.43%、102.24%。

展望未来，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创业创新为根本

宗旨的创业板，有望释放转型新活力，推动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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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业板集聚了92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结了37万“研发大军” ，打造了较完备的产业链集群，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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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全透视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板共1,011家上市公

司，其中注册制下上市公司182家，占比18%。

一、上市标准多元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一大亮点便是更加

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 增强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

能力，取消了“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的要求，拟上市

企业可视自身情况，灵活适用“预计市值+净利润+

营业收入” 或“预计市值+营业收入” 等上市条件。

目前，创业板注册制下新申报企业中有28家企业以

“第二套标准”即“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一

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 申报，其

中，迈普医学已上市，雷电微力已注册生效。

二、地域分布广泛

截至2021年8月20日， 创业板上市公司广泛分

布在30个省份/直辖市，其中家数排名前5名的分别

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上海市，公司家

数分别为238家、140家、120家、115家、62家， 合计

占板块上市公司的67%。

三、优势行业集中

创业板运行十余年来， 吸引了各行各业企业到

创业板上市。截至2021年8月20日，按证监会行业分

类统计，创业板公司涵盖了54个行业，其中上市公

司家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上述行业公司家数521家，占比超过

50%。

四、助力民企发展

创业板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渠道，截

至2021年8月20日， 创业板实际控制人为境内自然

人的公司共817家，占比81%。 注册制下创业板上市

公司中， 实际控制人为境内自然人的159家， 占比

87%。

五、便利直接融资

创业板有效发挥直接融资功能， 为企业发展注

入活力。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板1,011家公司

首发募集资金累计6,595.52亿元， 平均首发募集资

金6.52亿元，其中182家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首发募

集资金累计1,401.47亿元， 平均首发募集资金7.70

亿元。

六、支持并购重组

创业板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在支持公司深耕主

业的同时， 积极通过并购重组实现产业整合和转型

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

板累计实施完成459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涉及交

易金额4,210.24亿元， 募集配套融资金额合计1,

400.88亿元，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七、畅通股权激励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板共有648家上市公

司推出1,159单股权激励计划， 涉及股份数量90.32

亿股。 其中，305家公司推出两期以上激励方案，117

家公司推出三期以上激励计划。

创业板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共有12家上市公

司推出12单股权激励计划，涉及股份数量0.83亿股。

八、市场蓬勃发展

截至2021年8月20日， 创业板上市公司总市值

达到127650.51亿元，在全球主要创业板市场中位列

第二。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板1,011家上市公司

中， 市值在100亿元以内的上市公司791家， 占比

78%； 市值在100亿元至500亿元的185家， 占比

18%；市值在500亿元以上的35家，占比3%。

九、业绩表现亮眼

截至2021年8月20日，创业板共1,011家上市公

司，2020年平均实现营业收入20.71亿元，平均同比

增长约7%；平均实现净利润1.35亿元，平均同比增

长43%。注册制下企业业绩突出，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23.41亿元，净利润2.11亿元，优于板块平均水平。

十、创新动力强劲

创业板已成为创新企业聚集地， 截至2021年8

月20日，高新技术企业925家，占比91%。 创业板自

设立至今，已聚齐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上市公司近六成。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中，高新

技术企业157家，占比86%。

表12�创业板上市公司2020年业绩情况

平均收入（亿元） 平均净利润（亿元）

2020年 2019年 增长率 2020年 2019年 增长率

创业板

整体公司

20.71 19.24 7.64% 1.35 0.94 43.00%

注册制下

新上市公司

23.41 19.86 17.89% 2.11 1.46 43.93%

行业 市值（亿元） 占比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5,669.71 20.1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8,477.88 14.48%

专用设备制造业 14,137.57 11.08%

医药制造业 9,960.54 7.8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824.77 7.70%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

表11�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前五大行业情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亿元） 备注

300750 宁德时代 11,507.86

300999 金龙鱼 3,747.40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

300760 迈瑞医疗 3,380.72

300059 东方财富 3,246.46

300015 爱尔眼科 2,527.08

300122 智飞生物 2,320.80

300274 阳光电源 2,007.47

300014 亿纬锂能 1,860.13

300124 汇川技术 1,818.46

300782 卓胜微 1,397.65

300759 康龙化成 1,349.74

300142 沃森生物 1,272.21

300433 蓝思科技 1,250.33

300450 先导智能 1,186.28

300454 深信服 1,171.26

300896 爱美客 1,168.32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

300347 泰格医药 1,154.15

300979 华利集团 1,063.14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

300413 芒果超媒 996.35

300919 中伟股份 954.28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Wind

表10�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前二十名情况

市值区间 创业板 注册制

0-50亿元 539 117

50亿元-100亿元 252 43

100亿元-500亿元 185 17

500亿元-1000亿元 17 2

1000亿元以上 18 3

总计 1,011 182

表9�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Wind，单位：家

交易所

创业板

市场名称

公司

数量

市值

（亿美元）

纳斯达克交易所 纳斯达克 3,749 256,588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 997 20,263

韩国交易所 KOSDAQ 1,506 3,805

伦敦证券交易所 AIM 796 1,991

日本交易所集团 JASDAQ 696 913

日本交易所集团 Mothers 377 802

多伦多交易所 TSX�Venture�Exchange 1,821 773

香港联交所 GEM 369 168

数据来源：各交易所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21年7月30日

表8�全球主要创业板市场情况

重组金额

（不含募集配套资金）

重组单数

开板以来 实施注册制以来

0-5亿元 190 13

5-10亿元 144 5

10-20亿元 84 6

20-50亿元 34 -

50亿元以上 7 -

合计 459 24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单位：单，实施完成包括2020年6月

12日以来的数据

表7�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施情况

所在城市 板块公司数量 注册制公司数量

广州市 34 4

深圳市 127 29

珠海市 12 1

佛山市 8 2

东莞市 16 3

中山市 7 1

江门市 5 2

惠州市 7 2

肇庆市 1 0

总计 217 44

表2�创业板大湾区公司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

表3�创业板公司前五大行业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

行业 公司数量 占比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0 14.8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7 12.56%

专用设备制造业 98 9.6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81 8.0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5 6.43%

表4�创业板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实际控制人性质 注册制公司 创业板

境内自然人 159 817

国资管理机构（含中央、地方） 10 93

地方政府 1 1

境内其他机构 1 7

境外自然人 8 40

境外其他机构 - 1

高等学校 1 4

集体企业 - 2

无实际控制人 2 46

总计 182 1,011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单位：家

表5�创业板上市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情况

IPO融资区间 创业板 注册制公司

0-5亿元 633 93

5-10亿元 274 61

10-20亿元 78 17

20-50亿元 22 10

50亿元以上 4 1

合计 1,011 182

数据来源：Wind，单位：家

表6�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实施情况

融资金额 创业板整体单数

0-5亿元 186

5-10亿元 178

10-20亿元 74

20-50亿元 30

50亿元以上 6

合计 474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

省份/直辖市 公司家数 占比

广东 238 23.54%

江苏 140 13.85%

浙江 120 11.87%

北京 115 11.37%

上海 62 6.13%

表1�创业板上市公司前五大地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深交所数据

创新要素集聚创业板

注册制改革落地后的创业板进一步

拓宽了对创新创业企业的包容度， 适应

发展更多依靠创新、 创造、 创意的大趋

势，支持传统创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 截至8月20日，

1011家创业板公司中， 高新技术企业

925家，占比超九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占比近六成。

“公司选择在创业板上市的重要原

因， 在于公司的愿景特质与创业板的功

能优势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 狄耐克董

事长缪国栋认为，创业板优势突出，产业

导向朝阳， 多数创业板上市公司属于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利于创新型上市企

业在创业板平台上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形成推动国家创新创造、 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合力。

“同时，创业板注重改革创新。 创业

板历经多次改革， 形成了科学完善的运

作体系，特别是2020年施行注册制，资本

市场功能进一步提升。 ”缪国栋表示，狄

耐克将持续发挥创新、创造能力，争做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践行者， 以技术创新

为核心， 推动公司全产业链朝着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发展。

经过十余年耕耘， 创业板公司在国

家重点科技项目研发中“百花齐放” ，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践行者。 123家

公司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家公

司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1家

公司拥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22

家公司拥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29家公司拥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20

家公司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66家公

司为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

背靠坚实的资本市场，人财物各种创

新要素向创新企业集聚。创业板公司始终

坚持高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努力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1011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人员合

计超37万人，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超

过370人， 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均值达到19%， 其中203家公司研发人

员占比超过30%。 有150家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曾就职于高校或科研院所，

55家公司具有高校、 科研院所股东背

景，16家公司由科研院所转制而成，还

有82家公司的创始人为“海归” 创业。

近十二年来， 创业板公司平均研发

强度高于A股平均水平， 拥有与主业相

关的核心专利技术13万余项，具有较强

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信维通信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以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8%以上为目标，持

续保持高研发投入， 拓宽核心材料技术

能力护城河，提升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

长期性资金的支持， 公司发展就会因资

金瓶颈而束手束脚。 ” 信维通信有关负

责人表示。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随着改革动力不断注入，创业板汇聚

创新经济的“向心力”凸显。当前，创业板

汇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等四个产业在创业板集群化发展趋势尤

为明显，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

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创业板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龙头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创新

能力突出。 目前，共有214家新一代信息

技术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总市值近2.5万

亿元，覆盖了信息网络、互联网、高性能

集成电路等各细分领域企业。

2018年至2020年，创业板新一代信

息技术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8.46%、16.06%和7.11%。 即便受到疫

情影响， 过去三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仍超

10%，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近4500亿

元，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生物医药产业关系民生健康，95家

生物医药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占深市生

物医药企业数量近六成， 总市值近3万

亿元，覆盖了从化学药剂到中药饮片、从

基因检测到体外诊断、 从生物疫苗到血

液制品、 从医疗器械到医疗服务等全产

业链体系。

2018年至2020年，创业板生物医药

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29.66%、16.90%和26.89%，期间复合年

增长率为21.03%。 2020年，整体实现营

业收入近2300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近450亿元。

创业板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成果丰

硕， 逐步突破海外医药巨头对国内市场

的垄断，全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贝达药

业自主研发了我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

癌药， 打破肺癌治疗领域进口药品的国

外垄断，被誉为民生领域堪比“两弹一

星” 的重大突破，目前已惠及近20万名

晚期肺癌患者。

新材料广泛运用于国防军工、 信息

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是推动我国从石

油化工大国向强国跨越的重点关键产

业。 目前，共有92家新材料企业在创业

板上市，总市值超1万亿元，覆盖了锂电

池新材料、碳纤维、先进半导体材料、金

属靶材、稀土功能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

2018年至2020年，创业板新材料企

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42%、

12.29%和9.91%， 期间复合年增长率为

11.45%。 2020年实现整体营业收入近

1500亿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是实现“中国制

造” 向“中国智造” 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撑。 目前，共有90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在创业板上市， 总市值近1.2万亿元，覆

盖智能制造装备、 航空装备、 卫星及应

用、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及海洋工

程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

2018年至2020年，创业板高端装备

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20.17%、16.16%和15.46%，期间复合年

增长率为13.37%。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近1450亿元。

科技创新夯实“双循环”根基

创业板相关产业企业一方面依托国

内市场和产业体系，打造自身技术优势；

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创新， 与世界经济紧

密联系，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建设，为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添动力。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

内涵式增长。创业板企业依托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助力建设自主、可

控、安全的产业链、创新链，成为畅通国内

大循环的重要动力之一。

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 创业

板海外营业收入分别为3245.56亿元、

4090.90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4.01%、

26.05%， 高于A股市场6.14%、8.56%的

平均水平。 创业板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由2009年的7.12%提升至2020年的

19.57%，创业板公司参与国际化程度越

来越深。

分行业来看，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产业、新能源

汽车产业分别实现海外营业收入776.30

亿元、604.70亿元、382.97亿元、147.30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

产业增速分别为95.43%、102.24%。

展望未来，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创业

创新为根本宗旨的创业板， 有望释放转

型新活力， 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创业板注册制红利释放 服务创新经济能力跃升

●本报记者 黄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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