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专精特新”

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黄灵灵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 9月8日，深交所副总经理李鸣钟在WFE大会中小企业论坛上说，中国中小企业正迈向“专精特新”发展的新征程，新形势下，资本市场如何更好地营造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生态，需要各方共同探索最优行动方案。

李鸣钟认为，中小企业可持续性地创新发展，离不开市场各方的持续努力。 在企业方面，需弘扬企业家精神，聚焦主业，规范运作，回报市场；在投资者方面，需倡导长期投资、持续投资理念，发掘优质中小企业价值；在监管机构方面，需持续引导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注册制改革注入新动力

李鸣钟表示，作为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一员，深交所在三十年历程中，始终致力于提高直接融资能力，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 自2004年起，深交所就分步设立中小板、创业板，为中小创新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积累经验。

去年，深交所成功实施了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充分利用这一资本市场的重大改革机遇，进一步提升市场包容度和覆盖面，支持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能够登陆资本市场。

“监管机构围绕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环节，能够更好推动上市公司提高整体质量。 ”天赐材料董事长徐金富表示，注册制改革以来，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成果显著，科技型企业的直接融资和上市得到了有力支持，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天赐材料作为上市公司，在享受资本市场红利的同时，只有提高自身整体质量、规范管理，做到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才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和青睐，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注册制改革激发了更灵动的创新活力，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是证券市场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新宙邦董事长覃九三说。

助力企业产业布局

多位参与论坛的企业代表表示，资本市场有力助推了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布局。

“公司上市7年多来，市值从30亿元上升到1500亿元。 ”徐金富介绍，公司于2005年开始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产品的研发生产，逐渐成为国内首家拥有电解液和晶体六氟磷酸锂一体化生产的电解液供应商。 2014年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上市后，公司立即展开了产业链的整合和布局工作，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围绕核心产品，打造全方位价值链，获得了产业链整合的协同效益。 2015年，天赐材料成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约2亿元收购电解液供应商东莞凯欣，实现快速进入国际知名锂电池生产商ATL供应链，一跃成为全球电解液供应龙头。

“资本市场对公司发展业务帮助很大。 ”覃九三说，公司上市11年，市值从30多亿元增长到逾500亿元。

不仅IPO，再融资和股权激励等资本工具也大力助推了公司发展。 覃九三介绍，2016年12月，公司实施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12月，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再融资项目，非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11.4亿元，进一步深化公司业务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小巨人”公司集结

截至目前，深交所上市公司总量已近25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00家，其中超过9成为高新技术企业，6成为战略新兴产业企业，130多家属于“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公司。 开板12年来，创业板上市公司累计股权融资金额合计超1万亿元。

“专精特新”也是优秀企业对自身高要求及不懈追求的成果。徐金富表示，天赐材料所处行业为精细化工行业，“专精特新”的要求正是天赐材料向上发展的要求。天赐材料在新能源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电解液连续6年全球销量第一，是国内唯一同时生产电解液、六氟磷酸锂、新型电解质盐、电解液添加剂和溶剂、正极材料的厂商。这些都离不开对“专精特新”要求的严格践行。

覃九三认为，“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 新宙邦的经营理念为“专精厚透” ，做专即聚焦主业，员工成工匠、干部成专家、公司成龙头；做精即形成技术、品质、市场及服务的优势；做厚即围绕主业、有效整合；做透即形成规模成本优势、产品迭代更新。 锂电池电解液是公司目前营收占比最大的业务单元，凭借资本市场的外在助力与自我创新的内在驱动和坚持，公司快速站稳了中国动力电池电解液第一梯队的位置，并成为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头雁。

面向未来，徐金富表示，公司在“专精特新”征程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高要求、高标准去要求自己，也要学会借助政策扶持，以及资本市场提供的引擎助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希望相关监管部门能更好地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融资方式，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57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4．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Special� �reports

特别报道

2021/9/10

星期五 责编

/

董凤斌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23

A04

WFE大会：资本市场将有力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黄灵灵

9月9日， 由深交所承办的第60届

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会员大会

暨年会圆满闭幕。深交所总经理沙雁在

闭幕致辞时表示，本次大会与会嘉宾达

成共识———资本市场是促进要素资源

配置的核心引擎， 在引导长期投资、支

持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

融资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必将有力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会主席、总

裁兼CEO艾德·蒂利在闭幕致辞时呼吁，

全球交易所行业是推动经济向包容和可

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引擎， 应继续精诚

合作，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短期和

长期影响，维护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性，

提倡智能高效的一线监管， 促进资本的

全球流动。 WFE将继续为交易所行业提

供行为准则和标准， 并在强化资本市场

韧性、推动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合作、助力

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们比任

何时代都更需要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

沙雁说，近年来，深交所开展了与伙伴交

易所的互联互通、产品互挂、指数联合开

发和技术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闭幕式上， 沙雁就进一步推进全球

资本市场合作提出三点倡议： 一是以更

加务实的举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沙雁

认为， 中小企业是增强经济韧性和加快

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 在世界各国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

希望进一步汇集全球市场的力量， 共同

推动资本市场关键制度创新，构建包容、

完备、适应性强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促

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为全球经济均衡

复苏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沙雁说。

二是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凝聚共识、

推动合作。沙雁表示，中国资本市场经过

30年的发展，在市场规模、体系结构、发

展质量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对外开放已成为基本国策之一。希望

与各方携手努力， 加强各国监管机构沟

通交流，促进资本跨境流动，以开放、合

作、共赢促进全球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是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进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沙雁表示：“当今

世界大变局中， 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发

展不平衡等深层次挑战。我们愿与全球

各市场参与方一道，发挥资本市场在经

济金融运行中的枢纽功能，完善全球治

理，共创人类福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积极贡献力量。 ”

“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共同应

对。深交所期待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框

架内， 深化与会员交易所交流合作，促

进共同发展。 ” 沙雁说。

据悉，WFE成立于1961年，是全球

交易所行业级别最高的非营利、专业化

国际组织， 现有67家正式会员和24家

附属会员， 基本覆盖全球主要股票、债

券、衍生品市场。 深交所、上交所、大商

所、郑商所、上期所、中金所、中国结算

均为正式会员。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

在WFE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本届WFE年会于9月6日至9日组

织多场线上圆桌讨论，结合后疫情时代

世界经济复苏、 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趋

势、服务中小企业、市场风险管理等热

点，围绕市场基础设施功能作用、推动

交易所技术创新、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发

展、平衡创新与投资者保护、完善私募

和公开市场治理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发布WFE研究报告。 会期4天，采取

“线上+线下” 形式召开，来自全球91

家证券期货交易所、 结算机构和37家

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参会。

注册制改革注入新动力

李鸣钟表示， 作为世界交易所联

合会的一员，深交所在三十年历程中，

始终致力于提高直接融资能力， 建设

优质创新资本中心。 自2004年起，深交

所就分步设立中小板、创业板，为中小

创新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积累经验。

去年， 深交所成功实施了创业板

注册制改革， 充分利用这一资本市场

的重大改革机遇， 进一步提升市场包

容度和覆盖面，支持更多不同类型、不

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型企业能够登陆资

本市场。

“监管机构围绕资本市场基础制

度建设的环节， 能够更好推动上市公

司提高整体质量。 ”天赐材料董事长徐

金富表示，注册制改革以来，资本市场

的制度建设成果显著， 科技型企业的

直接融资和上市得到了有力支持，使

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转型

升级。 天赐材料作为上市公司，在享受

资本市场红利的同时， 只有提高自身

整体质量、规范管理，做到尊重市场、

敬畏市场， 才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和

青睐，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注册制改革激发了更灵动的创

新活力，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

是证券市场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 ” 新

宙邦董事长覃九三说。

助力企业产业布局

多位参与论坛的企业代表表示，

资本市场有力助推了企业的发展和产

业布局。

“公司上市7年多来， 市值从30亿

元上升到1500亿元。 ”徐金富介绍，公

司于2005年开始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

液产品的研发生产，逐渐成为国内首家

拥有电解液和晶体六氟磷酸锂一体化

生产的电解液供应商。 2014年公司在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上市后，公司立即

展开了产业链的整合和布局工作，通过

一系列资本运作，围绕核心产品，打造

全方位价值链，获得了产业链整合的协

同效益。 2015年，天赐材料成功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约2亿元收购

电解液供应商东莞凯欣，实现快速进入

国际知名锂电池生产商ATL供应链，一

跃成为全球电解液供应龙头。

“资本市场对公司发展业务帮助

很大。”覃九三说，公司上市11年，市值

从30多亿元增长到逾500亿元。

不仅IPO，再融资和股权激励等资

本工具也大力助推了公司发展。覃九三

介绍，2016年12月，公司实施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建立、健全公司长

效激励机制，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

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

作用。 2018年12月，公司启动非公开发

行再融资项目，非公开发行共募集资金

11.4亿元， 进一步深化公司业务布局，

提升核心竞争力，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促进公司可持

续发展。

“小巨人”公司集结

截至目前，深交所上市公司总量已

近2500家， 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超过

1000家， 其中超过9成为高新技术企

业，6成为战略新兴产业企业，130多家

属于“专精特新”的“小巨人” 公司。开

板12年来， 创业板上市公司累计股权

融资金额合计超1万亿元。

“专精特新” 也是优秀企业对自

身高要求及不懈追求的成果。 徐金富

表示， 天赐材料所处行业为精细化工

行业，“专精特新” 的要求正是天赐材

料向上发展的要求。 天赐材料在新能

源锂离子电池材料领域，电解液连续6

年全球销量第一， 是国内唯一同时生

产电解液、 六氟磷酸锂、 新型电解质

盐、电解液添加剂和溶剂、正极材料的

厂商。 这些都离不开对“专精特新” 要

求的严格践行。

覃九三认为，“专精特新” 即“专

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 新宙

邦的经营理念为“专精厚透” ，做专即

聚焦主业，员工成工匠、干部成专家、公

司成龙头；做精即形成技术、品质、市场

及服务的优势；做厚即围绕主业、有效

整合；做透即形成规模成本优势、产品

迭代更新。锂电池电解液是公司目前营

收占比最大的业务单元，凭借资本市场

的外在助力与自我创新的内在驱动和

坚持，公司快速站稳了中国动力电池电

解液第一梯队的位置，并成为中国动力

电池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头雁。

面向未来， 徐金富表示， 公司在

“专精特新” 征程上，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不仅要高要求、高标准去要求自己，

也要学会借助政策扶持，以及资本市场

提供的引擎助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希

望相关监管部门能更好地支持企业走

“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加强政策引导

和扶持， 提供更多更便捷的融资方式，

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锚定“专精特新”

助推中小企业发展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兴起，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实现

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 9月8日，深交所副总经理李

鸣钟在WFE大会中小企业论坛上说，中国中小企业正

迈向“专精特新”发展的新征程，新形势下，资本市场

如何更好地营造与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生态，

需要各方共同探索最优行动方案。

李鸣钟认为， 中小企业可持续性地创新发展，离

不开市场各方的持续努力。 在企业方面，需弘扬企业

家精神，聚焦主业，规范运作，回报市场；在投资者方

面，需倡导长期投资、持续投资理念，发掘优质中小企

业价值；在监管机构方面，需持续引导中小企业完善

公司治理体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黄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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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散户明显增长 风险教育重要性凸显

● 本报记者 吴瞬

今年初，美国股市上演了一出“散

户大战华尔街” 的戏码，而市场也不得

不面对一个事实： 全球散户在近几年明

显增长，投资者风险教育更是箭在弦上。

世界交易所联合会首席执行官南

蒂妮·苏库马尔介绍，个人投资者在过

去十年期间， 特别是疫情后在全球交

易所市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 从2015

年初到2020年底， 个人投资者交易量

上升了358%，交易金额上涨了317%，

个人投资者账户的数量上升了272%。

散户数量大增

在第60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会员

大会上，以“个人投资者参与增长：平

衡创新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 为主题

的圆桌论坛备受关注， 多位专业人士

参与热烈讨论。

“个人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程度在

近几年显著提高。 以纳斯达克市场的

IPO盘前交易为例，数据显示，个人投

资者的小额订单在一些热门IPO上占

比超过5成。而大概十年前，这个比例只

有10%左右。开立个人投资账户的数量

也大大增加，我在大学课堂的随机抽样

调研发现，近半的大学生已经开立了个

人股票账户。 ”乔治城大学罗伯特·埃

米特·麦克唐纳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里

娜·阿加沃尔说。

对于散户数量大增的原因，IMC

业务发展部总经理保罗·吉甘蒂表示，

之前市场普遍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是

逐渐机构化， 专业投资者替代散户的

过程。 但在最近几年，特别是疫情后，

这个过程发生了明显反转———散户参

与市场的程度大幅提高。“这个现象主

要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疫情因素。疫

情的大流行导致公众长期无法上班，

空余时间增多。 这一变化导致公众有

时间和精力来操作个人金融资产配

置。 此外，疫情引起收入减少，也使得

散户为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更愿意参

与个人证券市场投资。二是技术因素。

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和渗透， 催生

了多个提供散户交易的线上平台。 相

比十几年前的高额固定交易费用，这

些平台费用极低，甚至免费。 同时，自

媒体等传媒的兴起大大降低了个人投

资者搜集信息的成本， 也更容易受到

市场情绪带动而交易。 这两个原因促

进了散户个人操作证券账户开户和交

易量的大幅提高。 ” 保罗·吉甘蒂说。

在里娜·阿加沃尔看来，散户增加

是市场更加透明和公平的一种体现。

“金融科技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渗透

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线上股票和衍生品

交易及信息平台。借助这些平台，目前

散户投资者相对于机构投资者的信息

差距大幅减小， 其可选择的投资工具

也越来越接近机构投资者。 长期来看，

这个变化对金融市场是积极的， 可以

促进整个市场信息更加透明、 交易方

式更加公平。 ”里娜·阿加沃尔表示。

对市场影响明显增强

在散户不断增加的同时， 他们对

市场的影响也在增强。 一个最为明显

的案例是，今年初，一个名为“华尔街

赌场” 的股票交易社区号召成员买入

部分被机构沽空的个股， 部分个股股

价因此出现暴涨。

对此，罗森布拉特证券总裁兼首席

运营官乔·加夫龙斯基指出，“个人投

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强。在场内交

易中，无论是从最近的散户股（Meme�

Stock）事件，还是从一些大市值热门

股票的交易来看，散户的交易占比都明

显提高，有的甚至超过了50%。 场内散

户交易量的激增，对大市值、高流动性

的股票冲击很小，但对中小市值、成交

不活跃的公司股价产生了巨大冲击。 ”

在乔·加夫龙斯基看来，中小市值

公司的场内买卖价差原本很大， 交易

订单深度不足，散户“集群化” 的交易

方式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对股价单

一方向的大幅脉冲， 致使中小市值公

司股价明显波动， 偏离其内在投资价

值。 这种瞬时冲击，可能导致一些机构

的程序化交易机制发生连锁反应，从

而加大股票波动， 影响相关的衍生品

交易。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低价股大

涨，做空者被迫平仓退出的情况。 总体

来讲，以前我们对散户、个人投资者交

易行为的普遍认知， 是这些交易方向

很随机，是市场“噪音交易行为” 。 但

现在的实践说明，散户“集群化” 交易

行为可能成为推动市场变化， 引发外

部冲击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风险教育成重点

散户大增衍生出了投资者保护的

问题，投资者风险教育更是箭在弦上。

对此，保罗·吉甘蒂指出，经典的金

融理论认为个人投资者是市场价格的

接受者， 他们只能获得市场的公开信

息，并且根据公开信息进行交易。 相比

机构， 他们处于信息和价格的劣势地

位。但是近期的散户“集群化”交易，是

散户通过自媒体等组织起来联合同一

方向交易， 这种合力严重影响了价格。

“一些机构包括美国证监会也在考虑，

这种抱团交易的方式，是不是形成了另

一种形式的市场操纵？而如果散户的能

力如此之强，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否还有

受到监管普遍保护的正当性？如何平衡

对散户的监管和保护，这个问题值得我

们思考。 ”保罗·吉甘蒂说。

“需要提高对投资者的教育，培养

个人投资者科学的投资理念。让他们尽

量地认识风险，分散风险。 散户一旦投

资受到损失， 意味着他们的当期收入，

或者未来的退休金数量将会大幅缩水，

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 里娜·阿加沃尔

坦言，要教育个人投资者，合理地分配

投资， 避免交易不熟悉的金融产品，确

保自己的资产安全，这是投资者风险教

育、投资者保护需要体现的重要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助力资本市场发展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在第60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会员

大会上，金融科技在助力资本市场创新

方面的作用引发热烈讨论。 在“如光速

般变化———技术革新在资本市场中的

作用” 圆桌论坛上，与会嘉宾表示，金

融科技在资产管理、保险、银行等行业，

前台、后台、监管、贸易科技和计算等各

个场景都有应用， 涉及的技术包括AI

机器学习、边缘计算、资产数字化、智慧

合同等。

疫情加速金融科技发展

“疫情加速了金融科技、资产数字

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交易前、中、后期，

投资者要进行的数据分析、 交易合约

数字化、数字记录等，均实现了加速发

展。 而银行的大数据分析业务也得到

进一步发展。 ” 英国illuminate� Fi-

nancial风投公司创始合伙人马克·惠

特克罗夫特表示，ESG数据的采集和

分析也是热门趋势，在企业融资时，投

资者越来越注重企业的ESG数据及评

级，包括碳排放、社会责任、公司治理

等。 由此催生了专门为第三方搜集数

据、分析数据、撰写报告，帮助企业提

供ESG解决方案的服务。

数字资产控股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尤瓦尔·鲁兹表示， 资本市

场有很多的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没有线

性连接，也难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

用性。尤其是疫情导致市场的活动更加

割裂，资产数字化趋势加速，创造的海

量数据给传统的手工数据处理模式带

来很大压力。 在澳大利亚，我们发现这

些数据多达需要几周时间来处理。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尤瓦

尔·鲁兹认为，智慧合同是一种行之有

效的方式。 他表示，智慧合同和区块链

技术的目的就是消除数据的验证痛

点。 跨市场的股票指数、 跨境抵押贷

款，都可以进行代币化，并且借助区块

链技术完成清算。

金融科技创新需多方协力

“金融科技创新的一个成果是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端到端定制化服务。

利用对金融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把之

前多个行业、 多个流程零散提供孤岛

式服务连成线，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体

验。”摩根大通市场运营数字客户服务

全球主管皮纳尔·埃米尔达表示，如市

场零售化，即是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

提供个性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这种

模式的出现，需要更多的平台企业，打

破传统的贸易驱动的交易方式。

关于金融科技的未来，皮纳尔·埃

米尔达表示， 金融科技发展需要各方

面条件支持。比如数据条件，要形成大

数据库，不能进行孤岛式发展，这需要

利用好金融基础设施。

平安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心颖

表示，过去三年，平安集团每年投资50

亿美元到金融科技领域， 目前孵化了

大概市值600亿美元的项目。

陈心颖认为， 金融科技在客户管

理、技术创新和改善效率三个领域改变

了金融服务。 金融科技发展取决于两个

“软因素” ：一是监管需平衡大数据与隐

私、智能化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二是创新

理念，创新需要推动者，在没有产生规模

经济效应和行业需求的时候坚持推动，

这需要时间和毅力才能见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