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载淬炼 创业板铸就“创新成长之核”

本报记者 黄灵灵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的负责人齐聚深交所，集体敲响上市宝钟，承载着服务创新使命的创业

板扬帆启航。 十五年来，创业板以包容的胸怀吸纳创新成长企业，以开放的姿态持续探索制度创新，以久久为

功的信念培育壮大创新资本。

如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九成，并培育出以

宁德时代、迈瑞医疗、中际旭创为代表的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创业板成交量与活跃度持续提升，投资者数量超

5000万，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市值占比约五成；“创”系列ETF总规模达2430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创

业板市场之一。

十五年打磨淬炼，创业板俨然成为资本市场“创新成长之核” ，不仅见证了无数创新企业的崛起与成长，

更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创业

板力量” 。

筚路蓝缕

成就“中国未来之板”

创业板的英文名称是ChiNext� Market，寓意是“中国未来之板” ，肩负着服务经济转型、孕育未来产业

的使命。 十五年间，创业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不仅建成了创新成长企业的“培育基地” ，还推动

了我国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进入加速转型时期，大批创新型、成长型科技企业涌现，迫切需要资本市场助

力。 在这个背景下，创业板应运而生，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适时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 200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创业板市场。

这是一条开创性的道路，也是一段在探索中实践、在奋斗中前行的艰辛历程。 2004年1月，国务院要求“分步

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 。 2008年，国务院将建立创业板市场列为当年重点工作之一。 2009年3月，证监会正式

发布创业板IPO管理办法。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登陆创业板。 自此，创业板开始了高速成长之路。

2014年10月30日，创业板公司数量达400家，总市值为2.27万亿元。 开板十周年之际，创业板共有773家

上市公司，占当时A股上市公司总数约五分之一，总市值达5.68万亿元。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平稳落地， 市场基础制度进一步完善、 市场功能持续提升。 2021年8月4日， 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突破

1000家，总市值超10万亿元。

如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九成，近七

成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集群化

发展趋势明显，相关公司总市值约9万亿元，占板块比重高达75%。 创业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未来之

板” 。

分析人士认为，创业板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创业

板开板之前，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成熟的大型企业，A股上市公司中重工业、房地产、金融业及其他传统制造

业占主导地位。 创业板推出后，差异化定位使得资本市场拥有了服务创新创业企业的平台，大大提升了资本

市场服务新经济的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末，深市前五大市值行业分别为电子、电力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和汽车，与

十五年前存在明显差异。

风雨兼程

打造创新成长生力军

十五年间，创业板持续发展壮大，培育了一批聚焦主业、坚守创新、业绩优良的科技企业，展现出强劲的

创新实力和成长动能，在产业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

———创新是创业板公司的鲜明“底色” 。 宁德时代连续7年蝉联动力电池使用量排名全球第一；迈瑞医疗

是全球领先的医疗器械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监护仪、麻醉机、呼吸机等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三；卓

胜微拥有射频前端领域模组产品L-PAMiD，是业界首次实现供应链全国产的系列产品……战略性新兴领域

的佼佼者持续在创业板涌现。

“公司一直将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专注电池研发，构筑技术高地。 2023年，公司研发投入超183亿元，自

2018年上市以来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达44.81%。 ” 宁德时代有关负责人说。

研发是创新的动力源泉。十五年来，创业板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近万亿元。以2023年年报数据测算，板块总

体研发强度超5%，高于A股平均水平1.78个百分点。 创业板广聚创新创业型人才，1358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

人员合计超57万人，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超400人，研发人员约占员工总数的二成，其中近230家公司研发

人员占比超过30%。

身处经济主战场最前沿，创业板公司对研发方向有着更为灵敏的嗅觉和快速的响应速度，对科研成果转

化的压力和动力也更为强烈。 据不完全统计，有50余家创业板公司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其中七成公司取得

的科研成果已完成转化；有894家创业板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存在研发合作，其中800家公司的科研成果已

实现转化；有201家创业板公司与国际组织或企业等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创新，其中192家公司已实现科研成果

转化。

———成长是创业板公司的靓丽“名片” 。宁德时代于2018年6月在创业板上市，上市以来实现了爆发式增

长，年营业收入从上市前的199.97亿元增长至4009.17亿元，增长约19倍；年净利润从上市前的38.78亿元增长

至441.21亿元，增长超10倍。 首批上市企业之一的亿纬锂能，历经15年高速发展，年营业收入从上市前的2.02

亿元增长至487.84亿元，增长近240倍；年净利润从上市前的0.31亿元增长至40.50亿元，增长约130倍……

一大批公司在登陆创业板后，业绩和市值均实现大幅增长。 开板当年，创业板尚没有公司年收入超过30

亿元或净利润超过5亿元。如今，219家创业板公司2023年度营收超过30亿元，94家创业板公司2023年度归母

净利润超过5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以2023年度业绩测算，104家公司营收增长10倍以上，639家公司在上市后营业收入实

现翻番；31家公司净利润增长10倍以上，292家公司在上市后净利润实现翻番。 以10月25日收盘价（后复权）

测算，635家公司股价相对于发行价涨幅超100%，52家公司相对于发行价涨幅超10倍。

“在创业板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支持之下，公司有了更足的底气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拓展能力边界。迈

瑞医疗从行业中的跟随者成长为挑战者，并继续向引领者迈进。”迈瑞医疗有关负责人说，未来公司将借助资

本市场，不断突破产品技术难点，向上突破高端市场，助力医疗器械国产化扩容，为居民带来更优质、可靠、高

性价比的医疗器械。

同时，创业板公司通过分红回购等方式积极回馈市场，与投资者共享成长红利。 今年2月1日，深交所启动

“质量回报双提升”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有140家创业板白马股、权重股、龙头股公司踊跃响应，发布“质量回

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围绕增强聚焦主业意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提升投资者回报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务实

举措。

在上述140家公司中，有96%的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现金分红，合计分红697.70亿元，平均分红比例超

43%，分红总额及比例均创历史新高；57家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回购金额合计60亿元，用“真金白银” 提升

公司价值，提振市场信心。

先行先试

勇当制度创新探路者

创业板是资本市场“先行先试” 的试验田，进行了一系列贴近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特征的制度尝试

和创新，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

自启动之初，创业板就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这是境内资本市场首次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上作出

的有效探索。

2012年，创业板出台较其他板块更为严格的退市制度，并直接推动主板市场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创业

板市场化退市指标、快速退市、严控恢复上市标准等规定在主板退市制度改革中被借鉴或采纳。

此外，创业板首推了“小额快速”定向增发机制，允许“不保荐不承销” ，给予经营主体更大的自主空间，

其后证监会推出的“小额快速”并购机制亦是这一理念的延伸。

2020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行承销、交易、再融资、并购重组、信息披露监管等一系列

基础制度创新，为后续全面注册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并助推一大批优质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将此前‘小额快速’程序简化，在制度层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申请流程，为

创业板上市公司快速融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受益于此， 公司于2020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融资15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公司业务发展和产业战略布局。 ” 蓝思科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市以来，公司

共计进行4次融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产能和技术提升。

前述蓝思科技负责人表示，通过在创业板IPO和再融资，公司抓住了国内消费电子行业蓬勃发展的“黄

金期” ，进行较为完整的业务布局，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实力，巩固市场优势，并开拓了新的业务版图。

注册制改革落地后，创业板设置更加市场化的重大资产重组制度，进一步扩大交易各方博弈空间，增加

定价灵活性，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底价从市场参考价的90%下调至80%。截至目前，创业板累计实

施完成496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交易金额超5547亿元，募集配套资金合计1306亿元，有力支持了实体

经济发展。

此外，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实行更加灵活的股权激励机制，放宽激励对象限制，激励作用更加明显，为

公司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已推出736单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的有关计划，涉及股份数量63.88亿股。

“通过股权激励工具，把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员工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面调动不同层级、不同岗位

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公司创新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 蓝晓科技董秘于洋介绍，公司于

2016年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至2022年底共计实施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覆盖人数超过400人，员工覆盖

比例超过30%。

目前，创业板已经基本形成内容透明、层次清晰、形式统一的监管规则体系，为打造具有独特产业结构特

征的创新成长平台夯实了制度基础。

笃行不怠

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助推器

十五年来，创业板的快速发展，坚定了创新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的信心，推动创新成长企业成为经济转

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创业板建立了资本与人才激励的坚实纽带，激励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大潮。 据不完全统计，有161家创业板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就职于高校或科研院所。

创业板市场的发展，推动创新与资本的正向循环。据不完全统计，695家创业板公司在上市前获得2569家

次创投机构投资，投资金额近700亿元；以目前股价模拟测算，投资增值率近10倍。

其中，有205家公司为注册制下新上市的公司，获得933家次创投机构投资，投资金额合计282亿元。 这有

效带动了深创投、达晨创投、同创伟业等一大批创投机构成长壮大，并引导其投资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

创业板公司在内生发展的同时，通过并购创新企业，或者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等方式支持创业创新的中小

微企业。 由此，形成了一个支持创新的生态圈，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高成长的领域聚集，打造产、学、

研、资共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良好生态。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通过境内并购，进一步完善全国分级连锁

医疗网络，加快渠道下沉，提升了医疗网络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提高基层眼科服务的可及性，实现了资源配

置的最优化和患者就诊的便利化；通过境外并购，收购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医疗机构，实现了医疗技术与全

球先进水平同步发展，逐步搭建世界级科研、人才及技术创新平台，更有效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创业板通过提升市场活跃度、丰富产品体系，持续塑造与创新资本相匹配的市场生态。 目前，

投资者数量超5000万，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近5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为五成，相比创业板成立之初有

明显提高，公募基金持股占比增加至8.38%，外资持股占比增加至3.67%。

产品方面，创业板指自2010年6月1日发布以来，逐步成为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

核心指标。目前全市场跟踪创业板指数的ETF规模达1800亿元，跟踪创业板50指数的ETF规模达到491亿元，

“创”系列ETF总规模达2430亿元。

展望未来，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创业板将坚守服务优质科技企业的使命责任，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机遇，着力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持续监管等制度机制，全方

位加强对优质科技企业的包容性、适应性和精准支持力度，引导更多先进生产要素向科技领域聚集，加强信

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监管，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

笃行不怠

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助推器

十五年来，创业板的快速发展，坚定了创新资

本投早投小投科技的信心，推动创新成长企业成为

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创业板建立了资本与人才激励的坚实纽带，

激励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大潮。 据不完全统计，有

161家创业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就职于高校或

科研院所。

创业板市场的发展， 推动创新与资本的正向

循环。 据不完全统计，695家创业板公司在上市前

获得2569家次创投机构投资， 投资金额近700亿

元；以目前股价模拟测算，投资增值率近10倍。

其中， 有205家公司为注册制下新上市的公

司， 获得933家次创投机构投资， 投资金额合计

282亿元。 这有效带动了深创投、达晨创投、同创

伟业等一大批创投机构成长壮大， 并引导其投资

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企业。

创业板公司在内生发展的同时， 通过并购创

新企业， 或者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等方式支持创业

创新的中小微企业。由此，形成了一个支持创新的

生态圈，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高效益、高成长的领

域聚集，打造产、学、研、资共同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良好生态。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司通过境内并购，进一步完善全国

分级连锁医疗网络，加快渠道下沉，提升了医疗网

络的广度、深度和密度，提高基层眼科服务的可及

性， 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患者就诊的便利

化；通过境外并购，收购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医

疗机构， 实现了医疗技术与全球先进水平同步发

展，逐步搭建世界级科研、人才及技术创新平台，

更有效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创业板通过提升市场活跃度、丰富

产品体系， 持续塑造与创新资本相匹配的市场生

态。 目前，投资者数量超5000万，投资者结构不断

优化， 近5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平均为五成，相

比创业板成立之初有明显提高， 公募基金持股占

比增加至8.38%，外资持股占比增加至3.67%。

产品方面，创业板指自2010年6月1日发布以来，

逐步成为反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创业企业发

展的核心指标。目前全市场跟踪创业板指数的ETF规

模达1800亿元， 跟踪创业板50指数的ETF规模达到

491亿元，“创”系列ETF总规模达2430亿元。

展望未来，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创业板将

坚守服务优质科技企业的使命责任， 紧抓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着力完善适应新质生

产力特征的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持续监

管等制度机制， 全方位加强对优质科技企业的包

容性、适应性和精准支持力度，引导更多先进生产

要素向科技领域聚集， 加强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

监管，推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促进科

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

风雨兼程 争做创新成长生力军

十五年间，创业板持续发展壮大，培育了

一批聚焦主业、坚守创新、业绩优良的科技企

业，展现出强劲的创新实力和成长动能，在产

业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成为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

———创新是创业板公司的鲜明“底色” 。

宁德时代连续7年蝉联动力电池使用量排名

全球第一； 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器械

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监护仪、麻醉机、呼吸

机等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位居前三； 卓胜微

拥有射频前端领域模组产品L-PAMiD，是业

界首次实现供应链全国产的系列产品……战

略性新兴领域的佼佼者持续在创业板涌现。

“公司一直将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专注

电池研发，构筑技术高地。 2023年，公司研发

投入超183亿元，自2018年上市以来研发投入

复合增长率达44.81%。 ” 宁德时代有关负责

人说。

研发是创新的动力源泉。 十五年来，创业

板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近万亿元。 以2023年年

报数据测算，板块总体研发强度超5%，高于A

股平均水平1.78个百分点。 创业板广聚创新

创业型人才，1358家创业板公司中，研发人员

合计超57万人，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超400

人， 研发人员约占员工总数的二成， 其中近

230家公司研发人员占比超过30%。

身处经济主战场最前沿， 创业板公司对

研发方向有着更为灵敏的嗅觉和快速的响应

速度， 对科研成果转化的压力和动力也更为

强烈。据不完全统计，有50余家创业板公司参

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其中七成公司取得的科

研成果已完成转化；有894家创业板公司与高

校、科研院所存在研发合作，其中800家公司

的科研成果已实现转化；有201家创业板公司

与国际组织或企业等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创

新，其中192家公司已实现科研成果转化。

———成长是创业板公司的靓丽“名片” 。

宁德时代于2018年6月在创业板上市，上市以

来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年营业收入从上市前

的199.97亿元增长至4009.17亿元，增长约19

倍； 年净利润从上市前的38.78亿元增长至

441.21亿元，增长超10倍。 首批上市企业之一

的亿纬锂能，历经十五年高速发展，年营业收

入从上市前的2.02亿元增长至487.84亿元，增

长近240倍；年净利润从上市前的0.31亿元增

长至40.50亿元，增长约130倍……

一大批公司在登陆创业板后， 业绩和市

值均实现大幅增长。 开板当年，创业板尚没有

公司年收入超过30亿元或净利润超过5亿元。

如今，219家创业板公司2023年度营收超过30

亿元，94家创业板公司2023年度归母净利润

超过5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以2023年度业绩测算，

104家公司营收增长10倍以上，639家公司在

上市后营业收入实现翻番；31家公司净利润

增长10倍以上，292家公司在上市后净利润实

现翻番。 以今年10月25日收盘价（后复权）测

算 ，635家公司股价相对于发行价涨幅超

100%，52家公司相对于发行价涨幅超10倍。

“在创业板及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支持

之下，公司有了更足的底气加大研发投入，持

续拓展能力边界。 迈瑞医疗从行业中的跟随

者成长为挑战者，并继续向引领者迈进。 ” 迈

瑞医疗有关负责人说， 未来公司将借助资本

市场，不断突破产品技术难点，向上突破高端

市场，助力医疗器械国产化扩容，为居民带来

更优质、可靠、高性价比的医疗器械。

同时， 创业板公司通过分红回购等方式

积极回馈市场，与投资者共享成长红利。 今年

2月1日，深交所启动“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项

行动。截至目前，有140家创业板白马股、权重

股、龙头股公司踊跃响应，发布“质量回报双

提升” 行动方案，围绕增强聚焦主业意识、提

高创新发展能力、 提升投资者回报水平等方

面提出相关务实举措。

在上述140家公司中，有96%的公司实施

了2023年度现金分红， 合计分红697.70亿元，

平均分红比例超43%，分红总额及比例均创历

史新高；57家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 回购金额

合计60亿元，用“真金白银” 提升公司价值，提

振市场信心。

筚路蓝缕

成就“中国未来之板”

创业板的英文名称是ChiNext�Market，

寓意是“中国未来之板” ，肩负着服务经济

转型、孕育未来产业的使命。 十五年间，创

业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不仅

建成了创新成长企业的“培育基地” ，还推

动了我国创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经济进入加速

转型时期，大批创新型、成长型科技企业涌

现， 迫切需要资本市场助力。 在这个背景

下，创业板应运而生，顺应了时代的呼唤。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适

时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2000年，国务

院决定设立创业板市场。 这是一条开创性

的道路，也是一段在探索中实践、在奋斗中

前行的艰辛历程。 2004年1月，国务院要求

“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 。 2008年，国

务院将建立创业板市场列为当年重点工作

之一。 2009年3月，证监会正式发布创业板

IPO管理办法。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

家公司登陆创业板。自此，创业板开始了高

速成长之路。

2014年10月30日，创业板公司数量达

400家，总市值为2.27万亿元。 开板十周年

之际，创业板共有773家上市公司，占当时

A股上市公司总数约五分之一， 总市值达

5.68万亿元。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改革

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 市场基础制度进

一步完善、市场功能持续提升。 2021年8月

4日，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突破1000家，总

市值超10万亿元。

如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

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 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家数占比约九成， 近七成公司属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生物、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

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相关公司总市值约9

万亿元，占板块比重高达75%。创业板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未来之板” 。

分析人士认为，创业板的快速发展，不

仅推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也促进了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创业板开板之前，资本

市场主要服务于成熟的大型企业，A股上

市公司中重工业、房地产、金融业及其他传

统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创业板推出后，差异

化定位使得资本市场拥有了服务创新创业

企业的平台， 大大提升了资本市场服务新

经济的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末，深市

前五大市值行业分别为电子、电力设备、医

药生物、计算机和汽车，与十五年前相比存

在明显差异。

先行先试 勇当制度创新探路者

创业板是资本市场“先行先试” 的试验

田，进行了一系列贴近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

展特征的制度尝试和创新， 为资本市场制度

建设积累了经验。

自启动之初， 创业板就实行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制度， 这是境内资本市场首次在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上作出的有效探索。

2012年， 创业板出台较其他板块更为严

格的退市制度， 并直接推动主板市场新一轮

退市制度改革，创业板市场化退市指标、快速

退市、 严控恢复上市标准等规定在主板退市

制度改革中被借鉴或采纳。

此外，创业板首推了“小额快速” 定向

增发机制，允许“不保荐不承销” ，给予经

营主体更大的自主空间， 其后证监会推出

的“小额快速” 并购机制亦是这一理念的

延伸。

2020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统筹

推进发行承销、交易、再融资、并购重组、信息

披露监管等一系列基础制度创新， 为后续全

面注册制改革积累了有益经验， 并助推一大

批优质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将此前‘小

额快速’ 程序简化， 在制度层面压缩审批时

限，简化申请流程，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快速融

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受益于此，公司于2020

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融

资15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公司业务发展和产

业战略布局。 ” 蓝思科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

市以来，公司共计进行4次融资，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产能和技术提升。

前述蓝思科技负责人表示， 通过在创业

板IPO和再融资，公司抓住了国内消费电子行

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期” ，进行较为完整的业

务布局，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实力，巩固市场优

势，并开拓了新的业务版图。

注册制改革落地后， 创业板设置更加市

场化的重大资产重组制度， 进一步扩大交易

各方博弈空间，增加定价灵活性，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底价从市场参考价的

90%下调至80%。 截至目前，创业板累计实施

完成496单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交易金额

超5547亿元，募集配套资金合计1306亿元，有

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 实行更加

灵活的股权激励机制， 放宽激励对象限制，

激励作用更加明显，为公司吸引和留住创新

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创业板上

市公司已推出736单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的有关计划，涉及股份数量63.88

亿股。

“通过股权激励工具，把股东利益、公司

利益、员工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面调动

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 为公司创新发展注入了鲜活动

力。 ” 蓝晓科技董秘于洋介绍，公司于2016年

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至2022年底共计

实施三期股权激励计划， 覆盖人数超过400

人，员工覆盖比例超过30%。

目前，创业板已经基本形成内容透明、层

次清晰、形式统一的监管规则体系，为打造具

有独特产业结构特征的创新成长平台夯实了

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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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的负责人齐聚深交所，集体

敲响上市宝钟， 承载着服务创新使命的创业板扬帆启航。 十五年

来，创业板以包容的胸怀吸纳创新成长企业，以开放的姿态持续探

索制度创新，以久久为功的信念培育壮大创新资本。

如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358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

高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约九成，并培育出以宁德时代、迈瑞医疗、

中际旭创为代表的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创业板成交量与活跃度持

续提升，投资者数量超5000万，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市值占比约

五成；“创”系列ETF总规模达2430亿元，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创

业板市场之一。

十五年打磨淬炼， 创业板俨然成为资本市场 “创新成长之

核” ，不仅见证了无数创新企业的崛起与成长，更以其独特的魅力

和活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贡献了“创业板力量” 。

十五载淬炼 创业板铸就“创新成长之核”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深交所大楼 深交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