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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期货” 项目

促生猪养殖业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马爽

生猪产业直接关系到广大养殖户和农业农村经济，是

“菜篮子”工程中的重中之重。生猪价格剧烈波动会影响农

户养殖积极性。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走访河南省漯河市多

家生猪养殖农户时了解到，随着生猪“保险+期货” 不断推

广，当地一些养殖大户已经从不接受转为积极主动参与，漯

河“保险+期货” 这一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模式也被周边地

市、县区学习与借鉴。

业内人士表示， 这更加扎实推进了豫中乃至河南省的生

猪产业稳定发展，进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扎实基础。

弥补部分养殖损失

2018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剧

烈，猪贵伤民、猪贱伤农的现象频发，农户养殖积极性受到

一定影响。

漯河爱猪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詹国志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这两年猪价行情不好，养猪不挣钱，周边

有不少中小养殖场户减小了养殖规模。 ”

“前两年猪价不好，俺承担了很大损失。 ” 漯河市郾城

区新天利养殖场负责人王如意介绍，幸好这两年共参与5期

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累计获得超17万元赔付，有效对

冲生猪价格大跌带来的损失。

王如意，今年48岁，他所在的养殖场属于典型的家庭

农场，主要人员是其父母及妻子。该养殖场常年拥有能繁母

猪120头至150头，年生猪出栏量在2500头左右。

王如意是周边地区的养猪名人。 王如意所学专业为畜

牧业，1998年毕业于河南省南阳农业学校，随后的5年在养

殖场担任技术场长，2003年在当地从事生猪技术顾问，在

积累13年技术经验之后，2011年正式进入养殖业。

2018年猪价迎来大幅上涨。 王如意因为懂技术，把猪

养得好，2019年至2020年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赚逾200万

元。这也让王如意成了养猪名人。“那时候一头猪差不多能

赚2000元，俺家出栏差不多1000头。 ” 王如意说。

受当时高猪价的吸引， 不少规模企业及养殖户开始扩

大产能。 但此后生猪价格逐渐回落， 甚至跌破养殖成本。

“俺家的猪差不多在120公斤至130公斤出栏， 目前养殖成

本是7.6元/斤，去年和今年前7个月的多数时间，猪价都在

成本线之下。 非常感谢交易所和漯河市政府让我们能够参

与‘保险+期货’ 项目，在猪市低迷的大环境下，有效弥补

了损失。 ” 王如意说，“要不是因为买了生猪价格保险（在

猪价下跌时获得了赔付），养猪就不挣钱。 ”

王如意所说的生猪价格保险，是指在漯河市财政、畜牧、

金融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太平洋财产保险漯河中心支公司

与大地期货共同在漯河市推广落地的“保险+期货”项目。

实际上，自2021年1月8日，生猪期货上市首日，太平洋

财产保险便联合大地期货在漯河市临颍县开展了国内首单

生猪收益指数“保险+期货”项目。 截至今年8月上旬，已在

漯河市开展共计7个“保险+期货” 项目，服务养殖户约200

户次，承保育肥猪近18万头，总保费近2000万元，保险保障

金额约2.75亿元，有效助力漯河市生猪产业稳定有序发展。

漯河市畜牧局党组书记、 局长时恒才在调研现场表示，

风险保障是农业保险的核心功能，是衡量农业保险功效的主

要标准。 漯河市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主体自愿、稳步推进”的总体原则，对入市的时机慎之

又慎，开展了大量市场分析研判，保障了项目顺利实施，真正

实现了为群众规避价格风险的初心。 目前，养殖场户对该项

目都有正确认识，不再盲目追求赔付率。如果猪价涨了，养殖

户靠卖猪挣钱；如果猪价跌了，通过“保险+期货” 挽回损

失，实现“堤内损失堤外补” 的目标，真正稳定了养殖信心。

养殖户生产积极性提高

“2021年，我来漯河普及生猪‘保险+期货’ 相关知识

时，发现很多养殖户并不是很接受这个新型工具，最近我再

次来到漯河发现， 当地养殖户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不仅不排斥，还积极咨询下次开展项目的时间。 ” 大地期货

衍生品部总经理林唯玮向记者诉说了她两次来漯河的感受。

漯河是全国首家食品名城， 是全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

地双汇集团总部所在地。 时恒才介绍，目前，全市规模以上

生猪养殖场1727个，占河南省总数的近1/10；142家被确定

为国家级和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总数居河南省第四位；

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92.4%， 高出河南省平均水平15个百

分点； 全市5个县区中有4个县区是国家级生猪调出大县。

2022年，全市生猪出栏同比增速居河南省第三位，全年畜

牧业产值达123亿元，创漯河建市以来的历史新高。 因此，

稳定的生猪供应对当地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

随着漯河市政府推行生猪“保险+期货” 项目力度越

来越大，当地养殖户生产积极性也越来越高，风险管理的理

念也在无形中建立起来。 “俺在每天关注周边猪价变化之

外，也看生猪期货盘面价格。 ” 王如意说，这有助于对中远

期猪价行情进行大致判断。

“通过连续三年推广生猪收益指数，‘保险+期货’ 产

生的良好效果在周边地市、县区扩展开来，相继有多地政府

前来学习、借鉴。 ”太平洋财产保险漯河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韩明杰表示， 这更加扎实推进了整个豫中乃至全省生猪产

业的稳定发展， 助力河南省畜牧业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良

好态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扎实基础。

A股掀回购潮 “市场底” 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吴玉华

近期， 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回购方案或

提议回购公告， 更有不少上市公司真金白

银实施回购。 数据显示，截至9月6日，8月以

来已有297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回购金额

达100.92亿元。

券商人士认为，A股开启回购潮， 预示

着“市场底”或许就在前方。

市场缩量调整

9月7日，A股市场缩量调整，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1.13%、1.84%、2.11%。A股市场成交额不足

7700亿元。 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有478只

股票上涨、4729只股票下跌。

从行业情况来看， 申万一级行业中仅

有煤炭行业上涨0.02%。 其中，山煤国际涨

逾4%，潞安环能、晋控煤业均涨逾1%。

资金面上，Wind数据显示，7日， 北向

资金净流出70.73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

流出38.79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出31.94亿

元。 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365.88亿元，

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的股票有1528只，

3523只股票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

上市公司积极回购

近期，市场在底部区域震荡，从历史经

验看， 市场整体跌幅较大时，A股往往能掀

起一波回购潮。

Wind数据显示，8月以来， 截至9月6

日，去除重复项后，发布公告称回购进度处

于董事会预案、股东大会通过、股东提议阶

段的上市公司有335家。 其中，荣盛石化、中

国石油、东方财富回购金额上限居前，分别

为20亿元、15亿元、10亿元。 荣盛石化发布

回购公告后迅速实施，8月21日公布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第三期）方案的公告后，在9

月1日便发布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第三

期）进展的公告，已回购3.27亿元。

9月6日发布回购相关公告的公司有宏

力达、佳电股份、五芳斋等上市公司。 从上

市公司回购目的来看，分为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注销等。

从实施回购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

示，截至9月6日，8月以来共有297家上市公

司实施回购，期间合计回购金额达100.92亿

元。 在8月以来实施回购的公司中，上海莱

士、韦尔股份、大华股份回购金额均逾5亿

元。 包括上述3家公司在内，有21家上市公

司8月以来回购金额均超过1亿元。

A股后市预期乐观

A股回购潮主要集中于阶段性底部或

估值大幅下跌时期。 华福证券策略首席分

析师朱斌表示， 股份回购是国际通行的维

护公司投资价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丰富

投资者回报机制的重要手段， 是资本市场

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从历史规律看，回

购政策颁布实施伴随市场逐步企稳回升。

A股开启回购潮，预示着“市场底” 或许就

在前方。

“经济企稳叠加政策暖风， 当前市场

处于底部区域，股票机会大于风险。 底部

反弹 ， 微观结构好的股票将有表现机

会。 ” 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方

奕表示，下一阶段，科技成长股的行情将

聚焦高端装备和制造，中期看好高股息率

股票。

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薛俊表示，进

入9月后，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市场信心有

望修复，顺周期板块再次进入视野，新旧经

济动能将交替上涨。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935.55 1939.31 1913.69 1922.83 1926.43 -14.08 -0.73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

指数

1451.42 1454.25 1435.03 1441.88 1444.59 -10.56 -0.73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

指数

10

年期

121.215 121.358 121.084 121.119 121.131 -0.143 -0.12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

指数

5

年期

111.981 112.096 111.915 111.937 111.937 -0.094 -0.08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

指数

2

年期

105.483 105.519 105.426 105.436 105.441 -0.068 -0.06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3359.64

—

-19.15 -0.57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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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380.91 1382.72 1352.33 1359.96 -20.61 1366.03

易盛农基指数

1658.32 1660.42 1629.58 1637.42 -20.24 1645.41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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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监局：

推动北交所综合改革政策在上海落地见效

● 本报记者 乔翔

日前，《中国证监会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

券交易所的意见》发布，《意见》出台对于更好支

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 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证监局表示，《意见》 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

企业的全新探索、是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活

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部署的关键举措，

充分考虑了企业、投资者、中介机构等经营主体

需求，从上市发行、投融平衡、市场生态建设等多

角度发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市场活跃度、强化

市场功能。

今年以来， 上海证监局联合上海各区政府、

北交所等单位组织开展了“牵手小巨人 走进北

交所” 特色活动，建立与北交所重点个案联推、

重点保荐机构跟踪问效等工作机制，“一对一”

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 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推

进上海辖区北交所高质量扩容工作已取得积极

成效。

上海证监局强调， 将加大与地方政府相关

部门、上海股交中心在市场培育、企业服务等方

面的合作， 引导辖区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中小企

业找准定位、抢抓机遇，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先行先试、金融创新的优势，共同推动北交所综

合改革政策在上海落地见效， 更好发挥资本市

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促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功能， 加快打造上海服务创新型中小

企业“主阵地” 。

下一步， 上海证监局将积极贯彻落实证监会

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交所的工作部署，向地方政府、

北交所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中介机构、投

资者等各方大力宣传北交所综合改革政策， 增进

上海辖区改革认同和市场共识。

广东证监局：

引导支持企业到合适板块上市

●

本报记者 武卫红

中国证券报记者9月7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

到，北交所设立两年以来，广东省企业抢抓北交所

扩容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广东企业已

成为北交所上市主力军， 上市企业总市值位居全

国第一。

截至9月7日，广东省累计有27家企业在北交

所上市，占全国218家的12.39%，成为北交所上市

企业的主力军。 广东省北交所上市公司市值总计

459.4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从资金募集情况看， 广东省上市企业在北

交所累计募集资金60亿元， 占全国437.68亿元

的13.71%。 2022年，广东省上市企业在北交所

募集资金25.11亿元，较2021年的12亿元增长超

一倍。

基本面上看，广东27家北交所上市企业整体

经营稳健，创新属性突出。 数据显示，2022年，广

东省27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56.26亿元，同比增长70.74%。 2023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180.45亿元，同比增长20.09%。 2022

年， 广东27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其

中净利润最高的为贝特瑞，实现净利润22.9亿元，

在全国北交所上市公司中排名首位。 2022年，广

东27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研发投入总额超过

18亿元，位居全国首位。

据介绍， 广东证监局高度重视并积极助力北

交所高质量建设。近期，广东证监局联合广东省金

融局、工信厅、北交所等单位举办“推进粤企赴北

交所上市专题座谈会”“重点后备上市企业 ‘走

进北交所’ 交流活动”“北交所‘三服务’ 广东行

启动活动暨‘专精特新’ 企业挂牌上市培训会”

等系列活动， 引导市场各方聚焦北交所扩容政策

机遇，做好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工作。

为更好利用北交所扩容机遇， 广东证监局还

支持粤东西北地区企业上市取得新突破， 破解广

东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 加快推动粤东西北地

区振兴发展。 今年3月，雅达股份登陆北交所，成

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首家在北交所上市的公司。

今年8月，来自湛江的鸿智科技登陆北交所，成为

粤西地区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

据公开资料， 今年7月发布的第五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中，广东省小巨

人企业共有658家。 完成公示后，广东省前五批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累计达到1525家，

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认真落实

证监会高质量建设北交所有关工作部署， 加强

与工信、金融等部门协作，支持“专精特新” 企

业利用北交所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重点地

市逐城推动、重点企业逐家引导” 的思路，引导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紧抓北交所上市机遇，依

托“三所一中心” 流动工作站机制，提升粤东西

北在地化服务水平，贴身服务拟上市企业，靠前

夯实企业上市基础， 引导支持合适的企业到合

适的板块上市。

深圳证监局：

多措并举推进北交所上市培育

9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自北交所成立以来，

深圳证监局高度重视北交所上市公司培育工作，通过加

强宣导、深入走访、精准培育等举措，引导企业提升北交

所申报积极性，推进辖区企业加快北交所上市进程。

截至8月31日，深圳北交所上市公司9家，1家公司已

注册待发行。 9家公司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8.95亿元，同比增长27%，占全国北交所上市公司总收

入的近两成。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提升优质公司供给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

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

业主阵地，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

业的全新探索。 两年来，北交所建

设成果颇丰。

数据显示， 截至8月31日，北

交所上市公司已有217家，是开市

时的近3倍，累计公开发行融资超

440亿元，平均每家融资2亿元。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占

比超四成，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

九成。

北交所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先

后推出北证50指数、 融资融券和

混合做市交易，累计发行国债和地

方政府债券3.3万亿元。 北交所合

格投资者达557万户。

北交所对新三板的带动效果

不断增强。 2022年以来，新增挂牌

公司457家，目前创新层公司1877

家，处于近年来最高水平。

今年9月1日， 北交所再度迎

来一份改革“大礼包” ，中国证监

会发布了 《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

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提出高质量

建设北交所一揽子全面、系统的举

措， 包括加快高质量上市公司供

给、稳步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全面

优化市场发展基础和环境等。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

经理诸海滨表示，此轮改革聚焦缩

短北交所上市整体流程的时间长

度，进一步加快选择北交所公司的

上市等待时间，预计改革将进一步

提升优质公司供给，吸引更多尚未

在新三板挂牌的规模较大的优质

公司进入北交所上市渠道。

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深圳目前北交所在审企业4家，在

辅导企业12家，后续，深圳证监局

将以本次《意见》发布为契机，与

市区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及时开展

政策宣讲， 加大重点企业走访力

度，推动深圳创新型中小企业借助

北交所实现高质量发展。

解决企业申报实际问题

专精特新企业是北交所重点

服务对象，深圳具有丰富的北交所

上市公司储备资源，各类“专精特

新” 企业8666家。 其中，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752家，主

要为制造业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

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

等多个重要领域优势明显，专业化

程度高、创新能力强、与北交所定

位契合度高。

深圳证监局加强宣导，提高企

业对北交所的认知。 联合市中小

企业服务局、北交所深圳基地以及

各区政府“专精特新”企业北交所

上市培育专题宣导10余场，近500

家各层次“专精特新” 企业、新三

板挂牌企业现场参加。专题宣导活

动着重阐释北交所市场发展快、包

容性强、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契合度

高等优势，并结合深圳北交所上市

公司实际，引导创新型中小企业在

“更早、更小、更新”阶段借助北交

所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外，深入走访，解决企业申

报实际问题。深圳证监局联合市区

相关部门定期对全市拟申报北交

所企业进行梳理、回访，及时了解

申报意愿及上市进展。 点面结合，

开展重点企业“一对一” 走访，做

到直面上市难题，推动解决企业提

出的老股转让、关联方认定、房屋

租赁等各类问题。

精准培育提高工作质效

记者了解到，深圳证监局不仅

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北交所上市培

育专项名单，以备精准服务；还聚

合各方监管服务资源，加强上市培

育队伍建设，为培育北交所上市企

业厚植“生态圈” 。

深圳证监局联合市中小企业

服务局建立北交所上市培育专项

名单， 目前名单内重点企业达

1172家， 在培育对象选择上坚持

北交所“主阵地” 定位，与沪深交

易所错位发展。同时，对深圳8666

家“专精特新” 企业情况进行摸

排分析， 总结发展规律和融资现

状，找准服务突破口。 此外，探索

构建从股权创投基金、 区域性股

权市场，到新三板、交易所市场的

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促进

科技和创新资本融合， 持续培育

发展新动能。

在凝聚相关部门合力方面，

深圳证监局通过“各区行” 走访

调研，聚合各方监管服务资源，提

高央地联动协作水平， 做到部门

协作“横向到边” 。 同时，借助各

区街道办、 产业园区管理单位力

量，走进街道、工业园区开展北交

所上市培育活动， 做到企业服务

“纵向到底” 。

深圳证监局还根据中小企业

融资需求大、对接服务难、治理水

平不高等发展现状，指导深圳上市

公司协会、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等

单位， 成立深证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 该中心聚焦“治理规范化、产

业集群化、融资多元化、股权服务

专业化、政策支持精准化” 五大职

能，实现企业从早期培育、中期主

导至后期上市的全链条贯通。

“成立以来，该中心积极开展

企业上市培育活动和调研走访活

动，全方位协助企业通过多层次资

本市场做优、做大、做强，努力打造

具有深圳特色的中小企业资本市

场全链条服务体系。 ”深圳证监局

相关负责人说。

深圳证监局：

多措并举推进北交所上市培育

本报记者 黄灵灵

9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自北交所成立以来，深圳证监局高度重视北交所上市公司培育工作，通过加强宣导、深入走访、精准培育等举措，引导企业提升北交所申报积极性，推进辖区企业加快北交所上市进程。

截至8月31日，深圳北交所上市公司9家，1家公司已注册待发行。 9家公司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8.95亿元，同比增长27%，占全国北交所上市公司总收入的近两成。

提升优质公司供给

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全新探索。 两年来，北交所建设成果颇丰。

数据显示，截至8月 31日，北交所上市公司已有 217家，是开市时的近3倍，累计公开发行融资超440亿元，平均每家融资2亿元。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占比超四成，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

北交所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先后推出北证50指数、融资融券和混合做市交易，累计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3.3万亿元。 北交所合格投资者达557万户。

北交所对新三板的带动效果不断增强。 2022年以来，新增挂牌公司457家，目前创新层公司1877家，处于近年来最高水平。

今年9月1日，北交所再度迎来一份改革“大礼包”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提出高质量建设北交所一揽子全面、系统的举措，包括加快高质量上市公司供给、稳步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全面优化市场发展基础和环境等。

开源证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诸海滨表示，此轮改革聚焦缩短北交所上市整体流程的时间长度，进一步加快选择北交所公司的上市等待时间，预计改革将进一步提升优质公司供给，吸引更多尚未在新三板挂牌的规模较大的优质公司进入北交所上市渠道。

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目前北交所在审企业4家，在辅导企业12家，后续，深圳证监局将以本次《意见》发布为契机，与市区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及时开展政策宣讲，加大重点企业走访力度，推动深圳创新型中小企业借助北交所实现高质量发展。

解决企业申报实际问题

专精特新企业是北交所重点服务对象，深圳具有丰富的北交所上市公司储备资源，各类“专精特新”企业8666家。 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52家，主要为制造业企业，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多个重要领域优势明显，专业化程度高、创新能力强、与北交所定位契合度高。

深圳证监局加强宣导，提高企业对北交所的认知。 联合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北交所深圳基地以及各区政府“专精特新”企业北交所上市培育专题宣导10余场，近500家各层次“专精特新”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现场参加。 专题宣导活动着重阐释北交所市场发展快、包容性强、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契合度高等优势，并结合深圳北交所上市公司实际，引导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更早、更小、更新”阶段借助北交所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外，深入走访，解决企业申报实际问题。 深圳证监局联合市区相关部门定期对全市拟申报北交所企业进行梳理、回访，及时了解申报意愿及上市进展。 点面结合，开展重点企业“一对一”走访，做到直面上市难题，推动解决企业提出的老股转让、关联方认定、房屋租赁等各类问题。

精准培育提高工作质效

记者了解到，深圳证监局不仅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北交所上市培育专项名单，以备精准服务；还聚合各方监管服务资源，加强上市培育队伍建设，为培育北交所上市企业厚植“生态圈” 。

深圳证监局联合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建立北交所上市培育专项名单，目前名单内重点企业达1172家，在培育对象选择上坚持北交所“主阵地” 定位，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 同时，对深圳8666家“专精特新” 企业情况进行摸排分析，总结发展规律和融资现状，找准服务突破口 。 此外，探索构建从股权创投基金、区域性股权市场，到新三板、交易所市场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促进科技和创新资本融合，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凝聚相关部门合力方面，深圳证监局通过“各区行” 走访调研，聚合各方监管服务资源，提高央地联动协作水平，做到部门协作“横向到边” 。 同时，借助各区街道办、产业园区管理单位力量，走进街道、工业园区开展北交所上市培育活动，做到企业服务“纵向到底” 。

深圳证监局还根据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大、对接服务难、治理水平不高等发展现状，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私募基金业协会等单位，成立深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该中心聚焦“治理规范化、产业集群化、融资多元化、股权服务专业化、政策支持精准化”五大职能，实现企业从早期培育、中期主导至后期上市的全链条贯通。

“成立以来，该中心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培育活动和调研走访活动，全方位协助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做优、做大、做强，努力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全链条服务体系。 ”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