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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18条举措

北交所提升市场服务质效

●本报记者 吴科任

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服务。 6月2日，北京证券

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 全

国股转公司提升服务能力综合行动方案》，旨在强

化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推动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作用。 首批服务举措共18条，

后续将根据市场反馈和建议不断完善服务举措。

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立足市场发

展新阶段新起点， 对前期市场服务的经验做法进

行了总结和重构， 旨在通过开展提升服务能力综

合行动，不断提高市场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市场高

质量建设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

加快建设服务型交易所

提供优质服务，既是交易（场）所的基本职

能，也是增强市场吸引力、形成持续竞争力的关键

所在。前期，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立足市场定位，

聚焦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等各类市场主体需求，在

丰富服务内容、 提升市场服务质效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探索实践。

北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 紧紧围绕

“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中心任务，立

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基于交易所服务的共性

和北交所、新三板市场的特性，提出创建“开门服

务、直达服务、精准服务” 的“三服务” 品牌。 通过

坚持开门办市场，推动服务精准直达市场主体，着

力构建理念更鲜明、 方式更直接、 参与更广泛的

“大服务” 格局。

开门服务是指把提升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作为工作出发点， 全面实施服务内容清

单化管理，深化阳光审核、透明监管，持续优化服

务体验感、提升服务便利性，引导和鼓励市场参与

主体建言献策、加强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市

场环境，护航市场高质量建设。比如，《方案》提出

上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一站式” 业务办理服务

系统，实现信息披露、日常业务办理、关键人员信

息报备、董监高持股披露等电子化办理，提升用户

体验和服务效率。

直达服务是指紧密围绕市场主体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问题， 坚持深入一线、 直达基层， 做到

“有呼必应，直通快办” ，落实一批“便企惠企” 举

措，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成长发展中的困难事、操心

事。比如，《方案》提出开展北交所“三服务”全国

行系列活动，分地区、分主题走进企业、走进投资

者、走进会员，着力解决市场主体“急难愁盼” 问

题，激发市场活力。

精准服务是指聚焦服务对象和内容精准性，

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紧密结合中小企业、投资

者、中介机构等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特点和需求，进

一步整合资源、提高服务协同性，分类型、分环节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形成鲜明服务特色。 比如，

《方案》推出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综合服务计划，

构建了挂牌上市、融资交易、产品服务等全链条服

务体系， 更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

改革创新引领估值修复

大力加强服务的同时， 北交所持续深化改革

步履不停。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当前，北交所已从平

稳开市运行逐步迈向规模攻坚、 功能提升的关键

时期。站在新阶段新起点，北交所将在证监会统筹

指导下， 大力加强改革创新， 推进市场高质量发

展，打造特色品牌和比较优势。 具体而言，主要是

“三个着力” 。

着力增加优质企业供给。一方面，完善发行上

市准入安排，（下转A03版）

企业境外IPO升温 备案制开启新阶段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证监会5月30日对知行汽车、十月稻田

境外发行上市及“全流通” 备案信息予以

确认。 这是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制

度落地实施两个多月以来，首批企业完成备

案。 截至6月4日，今年分别有19家、27家企

业实现在美国、中国香港上市，远超去年同

期水平。

专家指出， 境外上市备案新规落地为境

内企业境外上市提供了更加透明、 可预期的

制度环境，有助于支持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预计境内企业境外IPO热度将进一步

升温。

新经济领域企业居多

3月31日，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新

规落地实施。证监会最新更新的境内企业境外

发行证券和上市备案情况表显示， 截至6月1

日， 今年已有43家拟IPO企业递交备案材料，

其中6家计划赴纳斯达克上市，其余均为拟赴

港交所上市。

从企业类型看，接收企业多为新经济公

司，如3D数字资产提供商环球墨非、自动驾

驶公司知行汽车等； 生物医药企业出现扎

堆IPO标的，比如创新肿瘤分子诊断及检测

龙头臻和科技、 在线慢病管理平台方舟云

康等。

分拆上市也形成较为明显趋势，如京东集

团分拆出的子公司京东工业、京东产发均已提

交备案材料。

“境内企业境外IPO热度悄然上升， 境内

企业将更好借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规范

健康发展。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说。

在董登新看来，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迈

入统一的备案制新阶段，增强了企业走向境外

资本市场的信心，提升了融资效率。

畅通境外上市之路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拟IPO企业备案补

充材料要求发现，备案新规落地以来，境外上

市企业在排队过程中似乎经受了“直指灵魂”

的拷问。

除募集资金用途、股权变动情况、经营模

式合理性、 分拆子公司独立性等常规问题外，

是否涉及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领域，上市前后

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安排及措施、协议控

制 （VIE） 架构设立的合规性等问题也被提

及。（下转A03版）

“隐形冠军之城” 崛起密码

———广东南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南海，中国最大的海；南海，秦统一岭南所置行政区

划；南海，康有为、黄飞鸿的故乡，万亿元工业大市———

佛山市下属辖区……南海，这一语义丰富、横贯古今的

词汇，审视之下注定要多一份蕴藉和光芒。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佛山市南海区调研发现，一大

批制造业隐形冠军正在南海集聚发展。作为改革开放初

期广东“四小虎” 的南海，已强势崛起为“全国隐形冠军

之城” ，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地标。

缩影 隐形冠军集聚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广州访问，邀请南海企

业文灿股份负责人会谈，希望他们到法国设立研发中心

及工厂，一时传为美谈。 20多年前，文灿股份在南海起

步，从生产家电零部件，转型做汽车零部件压铸加工，又

通过海外并购，最终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汽车铝合金压

铸企业。年报显示，2022年公司营收突破50亿元关口，同

比增长27%，净利润达2.37亿元，同比大增145%。

文灿股份的故事，是南海制造业隐形冠军集聚发展

的生动缩影。从2017年起，南海连续6年开展全国隐形冠

军寻访。 如今，南海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认证家数增至

144家，南海被誉为“全国隐形冠军之城” 。 在这里，每

100平方公里就有超过13家隐形冠军企业， 是隐形冠军

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南海隐形冠军均为制造业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在全

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隐形冠

军“含金量”十足：2022年最新一批39家隐形冠军，共拥

有专利2388件，其中发明专利737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改革开放后， 南海通过 “三来一补”“前店后厂”

“马路经济” 等方式，大力培育专业镇经济，大沥铝材、

丹灶五金、盐步内衣、里水袜业……一串串耳熟能详的

名字，在全国打响南海制造的威名，也让其跻身广东“四

小虎” 之列。

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珠三角曾引

以为傲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方

面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企业

考验重重，传统的专业镇经济面临新课题：如何转型升

级，迈向高质量发展？

解码 企业专精有为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南海不畏难、不懈怠，牵引传

统制造企业升级，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同时，培育新兴

产业。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浪潮之中，南海没有衰落，

反而强势崛起。

———蓬勃“有为” 的企业集群，是南海转型升级的

力量之源。 （下转A02版）

华特气体：30年奋斗求解中国制造“气短”之痛

联动科技：争做世界领先半导体测试设备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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