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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三周年。

2021年 9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

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设立北京证券

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

阵地。由此，揭开了我国资本市场3家

证券交易所共同发展、错位发展的新

篇章。

开市近 3年，北交所逐步成熟，基

础制度“四梁八柱”搭建完成，各项制

度安排有效运转，融资交易功能不断

强化。截至 9月 1日，北交所上市公司

数量达 25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占比近八成，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占比超一半。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北交所引导

更多资金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

发展的中小企业聚焦，已成为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和专精特新企业增长的

重要力量。

企业市场携手共进

3年来，北交所始终坚持“打造服

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定位，尊重

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规律和成长阶

段，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持续提升。在

各方协力下，北交所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初见成效。

北交所市场生态持续向好。目前

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数量已突破 700万

户，吸引了私募、公募、社保、保险等各

类资金积极参与，聚集了一批专注于

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投资者群体。

“专精特新”属性不断突出。截至

9月 1日，共有 251家公司在北交所上

市，总市值约3000亿元，公开发行募资

530亿元，再融资募资13.5亿元。其中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九成，战略性新兴

产业、先进制造业占比近八成，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一半。

借助资本市场融资支持，部分创

新型公司在新材料、高端制造等关键

技术领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化

替代；部分企业专注产品创新，在半导

体等领域荣获单项冠军，发挥了稳链

补链强链的重要作用。

诺思兰德专注基因治疗药物，主

要致力于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罕

见病和眼科疾病等领域生物工程新药

的研发和产业化。“通过北交所募集资

金，保障了两个分别处于 II期和 III期
临床研究的生物创新药研发进度。”诺

思兰德副总经理李艳伟告诉记者。

“北交所承担着培育中小企业的

重要职责，其融资环境更适合处于初

创期、成长期的中小型企业。”开源证

券北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诸海滨向记

者指出，北交所引导更多资金向科技

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的中小企业

聚焦，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

专精特新企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稳中求进促改革

3年来，北交所完善全链条服务中

小企业的市场体系，坚持与新三板协

同发展，通过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

型对接和上市公司转板机制，匹配了

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的需要，完善

了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全链条服务体系。

北交所有关负责人透露，前期已

有近80家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

专板等企业使用绿色通道、公示审核

等便利机制到新三板挂牌。北交所也

有 3 家企业成功转板至科创板、创业

板，目前还有企业正在筹备转板事宜。

3年来，北交所以政府债券为突破

口，构建起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目

前服务国债发行121只共7.45万亿元，

其中服务特别国债发行 6只共 2550亿

元，投向“两重两新”等国家支持的重

点领域和战略方向；服务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 171只共 5889.51亿元，支持区

域实体经济发展。信用债方面，形成

包含国债、地方政府债、公司债、企业

债在内的基础产品体系，累计发行信

用债 8只，规模合计 90亿元，支持轨道

交通、绿色建筑、智慧农业、高新产业

园等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产业发展，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昨日，由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高质

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以下

简称“深改 19条”）满一周年，优化“挂

牌满12个月”执行标准、简化挂牌公司

申报上市的辅导备案要求、扩大做市

商队伍、启用920号段等多项制度渐次

落地。

“深改19条的稳步推进，也将进一

步优化市场制度供给，提高市场透明

度，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强化资本市场

内在稳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

院院长田轩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未来，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将获

得更多的融资支持，企业估值将会更

加公平合理。对于投资人来说，投资

品种选择将更加丰富，将能够获取更

加公开透明的市场信息，科学评估投

资风险，适时调整投资策略，权益保障

更加可靠的市场环境下，更加具有信

心进行市场交易和价值投资，从而获

取长期投资收益。

久久为功开启发展新篇章

北交所作为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提供包容、精准

的发行上市制度，灵活、多元的持续融

资制度，以及宽严适度的持续监管制

度，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

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

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

支持政策。”

北交所不仅进一步健全了多层次

资本市场，加快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

持体系，也为资本投资“更早、更小、更

新”提供了机会。诸海滨指出，北交所

受理待审核公司中存在大量的新质生

产力标的，涵盖新能源汽车、氢能源、

生物制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军工等

主要行业。

展望未来，“建设北交所需要继续

坚持为创新型优质中小型企业提供服

务的定位，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与成熟

市场接轨，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田轩

指出，要聚焦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制

定差异化上市标准，优化上市程序，便

利创新企业上市渠道。与区域性股权

市场改革形成联动，与其他市场板块

进行规则制度的有效衔接，形成协同

互补、错位发展的市场格局。

田轩还表示，要进一步健全转板

机制，畅通退市和后融资通道，加快形

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格局。进一步丰富

中小企业金融产品种类，引导更多长

期资金参与到中小企业的债券、股权

交易中，提高市场流动性，激发市场活

力。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制

度、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确保市场公

平、透明、高效，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诸海滨也建议，继续支持和鼓励

符合要求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过直联

机制，在新三板中挑选大体量优质标

的；加强建设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各

地区结合区域内企业特点出台针对性

扶持计划及政策，加强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的企业支持。

站在新起点，东吴证券有关负责

人指出，坚定看好北交所的未来，期待

更多务实管用的政策陆续出台，市场

生态不断完善。相信经过 5—10年的

发展，北交所将成为以成熟投资者为

主体，基础制度完备、品种体系丰富、

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透明高

效、具有品牌吸引力和市场影响力的

交易所。

北交所设立三周年
服务实体经济见成效

证券时报记者 郭博昊

截至 8 月 30 日，北交所上市公司

2024年半年报披露工作全部完成。整

体来看，北交所企业上半年业绩向好，

251家上市公司中有 210家实现盈利，

占比为 83.67%。北交所企业平均营业

收入 3.13亿元，超六成公司营收增长，

14家公司营收增幅超50%。

业绩规模方面，251家上市公司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近785亿元，其中12家

企业营业收入超10亿元；贝特瑞、一诺

威、颖泰生物、同力股份、连城数控营业

收入超过 20 亿元，分别达到 70.38 亿

元、33.18 亿元、28.79 亿元、28.12 亿元

和25.31亿元。营收规模在1亿元至10
亿元之间的企业有175家。

成长性方面，北交所上市公司中

52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高于

50%，其中有 19家企业净利润增速超

100%。泰德股份、豪声电子、德瑞锂电

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达到14.8倍、7.3
倍和4.5倍。

北交所公司践行“以投资者为本”

的发展理念，努力实施“提质守信重回

报”行动，努力回馈投资者。在披露

2024年半年报的同时，20家公司亮出

中期分红计划。

分红金额方面，锦波生物拟以未分

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元（含税），共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8851.18万元，分红规模位居 20家公司

首位。武汉蓝电、基康仪器紧随其后，

派现金额分别为 2859.34万元、2027.82
万元。

作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北交所积极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准性，

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上市公司的

创新力量不断彰显。从半年报情况来

看，北交所大量上市企业重视研发投

入、深耕细分赛道，并积极开拓海外业

务新增长点。

苏轴股份作为国内滚针轴承行业

头部企业，公司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公司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

3.58亿元，同比增长17.94%。

“取得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取决于公

司聚焦发展战略，坚持全球化布局。”苏

轴股份董秘沈莺对记者说，海外市场增

量明显，且毛利率高于国内市场。公司

海外客户主要集中于汽车领域，轴承在

工业机器人上应用多年，已加大拓展，

部分已实现批量供货，主要用于工业机

器人关节部位。

华洋赛车作为我国越野摩托车出

海自主品牌的代表，2024年上半年，公

司 境 外 收 入 2.4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77%，境外收入占比93.0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

生指出，在中国企业出海大潮中，科创

型企业成为了引领潮流的重要力量，北

交所企业凭借着持续的创新和海外市

场拓展，实现了海外业务的快速增长。

“中考”交卷 超八成北交所公司盈利

（上接A1版）受益于高性能计算等

关键领域投入，消费电子产品性能

提升换代，以韦尔股份、长电科技、

晶晨股份为代表的半导体公司筑

稳复苏，推动出口增长，45家半导

体公司海外收入增长22%。

沪市公司出海格局日趋多元

化，今年上半年，76家公司公告新

设海外子公司、投资项目等出海动

作，提及“亚洲”或“东南亚”多达50
家。洛阳钼业布局四大洲，上半年

境外收入达 936亿元；传音控股主

要销往非洲、南亚等新兴市场国

家，上半年境外收入345亿元，创历

史新高。

沪市公司还积极主动履行主

体责任，夯实市场内生稳定性。投

资者回报方面，今年中期分红迎来

井喷期，沪市公司分红家数合计

337家，同比增长 343%，合计分红

金额近5000亿元，同比增长156%，

其中，向境内投资者分红金额近

3000亿元，同比增长 193%，中国移

动、中国石油、中国平安等 10余家

公司分红超百亿元。

以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同时，

沪市公司还通过回购增持提振市

场信心。2024年以来，新增回购计

划 560余家次，拟回购金额上限近

800亿元；新增大股东、董监高等主

体增持计划 350余家次，拟增持金

额上限约330亿元。

今年以来，沪市已有千余家公

司披露“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

方案。发布方案的公司中，近200家

公司业绩增幅超 50%，见证了沪市

公司积极主动提升自身投资价值的

努力。

沪市公司业绩保持韧性
二季度净利润重拾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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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8月 31日，为期 62
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 1日

至 8月 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

客 8.87亿人次，同比增长 6.7%，日

均发送旅客 1431.2万人次，创暑运

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 8月 10
日至 12 日连续 3 天单日客流超

1600万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

物 6.7 亿吨，货物发送保持高位运

行，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

今年暑期铁路学生流、旅游流、探

亲流等客流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旺

盛，客流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

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洪安全，精心组

织暑期旅客运输，落实便民利民服

务举措，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出行

和社会物流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

提供了可靠保障。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统筹高速

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力挖潜扩

能，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国

铁 路 日 均 安 排 开 行 旅 客 列 车

10905 列，同比增加 636 列、增长

6.2%。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进一

步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旅客出行

体验。铁路 12306客户端推出“学

生预约购票服务”“学生出行需求

采集”新功能，学生旅客可为本人

和 2名同行乘车人提前预约购票，

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学生票 1432.3
万张。

货运方面，针对多地持续高温

天气、用电量攀升的情况，铁路部

门加大能源保供运输力度，用好大

秦、浩吉、瓦日、唐呼等铁路主要煤

运通道，动态掌握重点发电企业用

煤需求，实行运力倾斜，给予重点

保障，国家铁路发送电煤 2.5亿吨，

全国371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可耗

天数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较好地服

务了各地迎峰度夏。

（据新华社电）

8.87亿人次！全国铁路
暑运发送旅客创历史同期新高

国家电影局1日发布数据，6月

1日至 8月 31日，我国 2024年暑期

档电影票房达 116.43亿元，观影人

次为2.85亿。

其中，《抓娃娃》以 32.54 亿元

的票房成绩领跑，《默杀》《异形：夺

命舰》《云边有个小卖部》《死侍与金

刚狼》位列暑期档票房榜2至5位。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

档共有 100多部影片上映，涵盖剧

情片、动画片、纪录片、喜剧片、动

作片、悬疑片、爱情片等多种类型，

影片供给比较充足，题材多元类型

丰富，较好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观

影需求。

（据新华社电）

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
达116亿元

（上接A1版）
除此以外，深市上市公司还积

极“走出去”，在全球竞争中寻找发

展机遇。

2024年上半年，深市 286家出

口导向型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9343.81 亿元，同比增长 7.27%，其

中海外收入合计 6677.44 亿元，占

上述企业总收入的比重为71.46%。

上述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 546.85
亿元，同比增长4.33%。

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 2月以

来，深市“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

成效显著，深市上市公司不断增

强聚焦主业意识，提高创新发展

能力，通过回购、增持、中期分红

等方式积极回报投资者，稳定市

场预期。

以创业板公司为例，今年以来

已有156家创业板公司推出中期分

红方案，家数是去年同期的 2.79
倍，分红金额创历史新高，达149.8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3%。

2024年以来，创业板公司共推

出 314家次回购方案，拟回购金额

为 3139亿元至 6263亿元。同时，上

市公司“关键少数”也拿出真金白

银为公司未来“背书”，已有 109家

公司的 312 名股东发布增持计划,
充分体现了“关键少数”对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同。

深市公司经营稳健提质
重点领域投资意愿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