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关村现象”到创业板主力军

中关村上市公司家数、总市值、融资额，在创业板市场首屈一指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提起中关村， 不能不让人想起创业

板， 而提起创业板， 也不能不让人想起

中关村。

中关村是我国创业创新类企业的

发源地、 是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 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创业板拥有

成批上市企业的产业园区。 伴随着创

业板市场的发展， 创业板中的 “中关

村板块” 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日益

增强。 就目前我国创业板的情况及中

关村板块在创业板中的地位来说，

“中关村板块” 已经成为创业板市场的

主力军。 中关村已经和创业板市场形

成了相互促进、 共赢发展的局面， 创

业板的推出为中关村利用资本市场促

进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中关村不断

培育和成长的大量优秀企业也成为创

业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资源基地。

截至目前， 中关村科技园区已有

39

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或过会， 其中

37

家已经公开上市。 如果按照

9

月

30

日的数据来计算， 中关村在创业板上市

公司家数和整体市值均位居创业板市场

地域板块的第一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初的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到现在的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经过近

30

年的

发展， 中关村已成为跨行政区的首都高

端产业功能区， 其对北京经济乃至中国

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

创业类企业的发源地

我国创业类企业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

1980

年， 它的发源地就是中关村。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

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影响下， 北

京中关村地区一大批科技人员冲破计

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影

响， 陆续走出大院、 大所、 大学，

“下海” 创办科技企业。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中关村陆续

出现了以 “两通”、 “两海” 为代表

的科技企业群， 逐渐形成了 “中关村

电子一条街”。 这些最早出现在中关

村的科技企业不要国家投资， 不要国

家编制， 自筹资金、 自由组合、 自主

经营、 自负盈亏， 实行 “技、 工、

贸” 相结合， 突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科

研由国家统办统包， 科技与经济脱节

的旧格局。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的出现立

即在全国科技界、 经济界引起了强烈

的震动。 很多人把 “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 称为中国新技术革命的摇篮和心

脏。 事实上， 中关村不仅是我国技术

创新的一个发源地， 也是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随着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发展， 其

对全国的影响也在扩大和加深， 伴随着

中关村的发展， 全国各地也相继涌现出

了 “中关村现象” ———创业类企业迅速

涌现进而出现遍布全国各地的高新技术

开发区和科技园区， 从而带动了全国更

多创业类企业的发展。

近

30

年来， 中关村一直给我国的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起着示范与带头作

用， 发挥着聚集效应及扩散效应。 多年

前， “中关村” 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

说， 也许还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

念， 但多年后的今天， 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历程的不断推进， “中关村” 这

3

个字已经浓缩成为中国经济、 科技、 教

育体制改革的一个符号。

中关村成主力军

就目前情况而言， 中关村板块已经

成为创业板市场的主力军。 无论是上市

公司家数、 总市值还是融资金额， 创业

板中关村板块均居创业板市场第一位。

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中关村示范区有

37

家企业在创业

板上市， 占全国的

13.7%

， 以区域板块

看， 中关村板块家数排名第一 ； 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盘价计算， 创业

板中关村板块总市值为

1538

亿元， 占

全部创业板总市值的

18.1%

， 市值规模

排名区域板块第一；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中关村

37

家上市企业共募集资

金

303.82

亿元， 融资余额居创业板区域

板块第一。 与此同时， 中关村高新技术

企业规模化发展态势显著， 企业集群不

断壮大， 初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

2010

年， 示范区企业总收入

1.59

万亿元， 比

2005

年增长

2.3

倍， 占国家

高新区的

1/7

。

2010

年， 示范区年收入

过亿元的企业

1413

家， 比

2009

年增加

160

家。

股票市值是衡量资本市场发达程度

的重要指标， 创业板资本市场中各板块

市值的大小也基本上能反映该板块资本

市场的发育程度及创业企业的活跃程

度。 以此衡量， 中关村板块当之无愧地

成为创业板市场的主力军。

事实上， 中关村也是创业板市场重

要的上市公司资源基地。 上市公司是资

本市场发展的基石， 创业板的发展和壮

大离不开创业公司的不断上市。 中关村

很多企业都是中国新兴产业的优秀代

表， 是创业板宝贵的优秀上市资源。 近

30

年来， 中关村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发

展模式， 突破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

障碍， 培养和聚集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

产业领军人才， 大力推动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 不断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和知

名品牌， 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 从目前现状和未来发展前

景看， 中关村将继续成为创业板重要的

的上市资源基地。

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关村与创业板深度交汇对接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2009

年， 国务院做出建设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决策， 标

志着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战略

性举措开启。 同一年， 作为推进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又一项重大战略性举

措， 创业板推出， 给中关村自主创新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两年来， 两项创新性战略措施的

成功对接、 互促互补、 珠联璧合， 结

出了累累硕果， 创业板市场已然形成

了 “中关村板块”， 中关村成为创业

板上市资源的重要培育基地。 到目前

为止， 创业板中关村板块有

37

家公

司， 占整个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

13.7%

， 区域板块家数排名第一。 中

关村板块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特征。 据深交所统计， 中关村

37

家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

33

家企业属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 占比

89.2%

， 远高

于创业板整体

51%

的比例。 其余

4

家属于文化创意和高技术服务业。

展望未来， 中关村期冀能与创业

板比翼齐飞。 这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创

业板为核心平台的资本市场创新支持

体系， 共同引领创新创造， 全面提升

创新能力， 快速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创业板

中关村板块基本形成

中关村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初的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发展至

今已成为初具国际影响力的科教创

新资源密集区、 我国最具特色和活

力的创新中心、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

展的引领区。

自

2009

年创业板推出以来， 得

益于中关村厚积薄发的潜力、 强大的

企业基础和代办股份转让试点等一系

列优势， 中关村示范区企业紧紧抓住

创业板市场发展契机， 抢先成批登陆

创业板， 在创业板市场中逐步形成中

关村板块。

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中关村示范区有

37

家企业在

创业板上市， 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

的

13.7%

， 以区域板块看， 中关村板

块家数排名第一。 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收盘价计算， 创业板中关村板块总

市值为

1538

亿元， 占全部创业板总

市值的

18.1%

， 市值规模排名区域板

块第一。

37

家企业共募集资金

303.82

亿元， 截至目前， 募集资金全部按照

计划实施运用， 极大地促进了企业自

身发展， 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在区域板块

中规模第一外， 创业板中关村板块还

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是中关

村板块盈利性和成长性高。 从盈利性

看， 中关村板块最近

3

年以及

2011

年

1

月

～9

月平均销售毛利率和净利

率均高于创业板整体平均水平； 从成

长性看，

2008

年

～2010

年中关村板

块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

别为

43.3%

和

54.6%,

同期创业板块复

合增长率为

37.6%

和

47.7%

。

二是中关村板块分红比例高， 注

重投资者现金回报。

2010

年度， 中

关村板块实施现金分红计划的公司为

23

家， 分红家数占比为

100%

， 高于

创业板整体平均

88.2%

的水平； 现金

分红占当期实现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1/3

，

达到

37.1%

。

三是中关村板块中行业领军企业

初步形成。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创业板市值前五大公司中， 有

3

家在

中关村， 分别是乐普医疗、 碧水源、

神州泰岳； 前二十大公司中， 有

6

家

属于中关村板块。

四是中关村板块机构投资者投资

比例高。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中

关村板块平均每家公司有

6.41

家机

构投资者持股

,

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流

通股股比平均为

18.6%,

机构投资者

持股市值占流通股总市值平均为

16.5%

； 以上数据均显著高于创业板

总体样本。

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大， 新

一代信息技术突出。 中关村

37

家创

业板上市公司有

33

家企业属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 占比为

89.2%

， 远高于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50.98%

的比例。 其中， 新一代信息

技术上市公司为

22

家， 占比为

59.5%

， 远高于创业板总体

19.6%

的

比例。

引领战略性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创业板的明确定位， 与国家扶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紧密契合， 也

与中关村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阶

段性需求紧密契合。 得益于创业板，

两年来， 创业板中关村板块迅速崛

起， 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 在全国范围内也发挥了很好的示

范效应。

借助创业板， 中关村上市企业极

大地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创业

板上市后， 推动了企业自主创新， 特

别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

新。 企业利用募集资金加大研发投

入， 研究成果迅猛增长， 技术产业化

加快， 重大项目转化收入逐年提高。

2009

年， 中关村示范区内共有

8

家

公司在创业板上市， 其中

7

家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

2007

年

～2010

年， 这

7

家公司研发投入总计金额分别为

1.04

亿元、

1.34

亿元、

1.75

亿元、

2.51

亿

元， 研发投入逐年上升。 创业板上市

的示范效应和激励效应， 进一步带动

中关村示范区内的自主创新活动。 数

据显示，

2010

年示范区企业专利申

请量

14806

件， 是

2005

年的

3.2

倍，

专利授权量

8834

件， 是

2005

年的

6.2

倍。

与此同时， 创业板上市有力地提

升了上市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 助推

公司规范运行， 并极大地促进了企业

对资金和服务集聚力。 创业板上市为

风险投资 （

VC

） 机构提供了新的高

流动性退出渠道， 吸引资金向战略性

新兴产业准上市公司集聚 。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中关村示范区

37

家上市公司当中， 有

26

家公司在

上市前有

VC

机构参与。

2009

年以

来，

VC

在中关村示范区投资规模迅

速增长，

2009

年当年投资

72.4

亿元；

2010

年增至

208

亿元， 占全国投资

总额的

28％

， 是

2009

年的

2.9

倍；

2011

年

1

月

～9

月，

VC

在中关村示

范区投资规模已超过

2010

年全年水

平， 达到

209.5

亿元。

VC

的直接投资

和科技金融创新活动有效促进了资金向

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有效缓解

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种子期、 初创期、 成

长早期的融资难题。

不仅如此， 借助创业板， 中关村板

块公司还积极发挥了产业龙头引领作

用。 创业板推出后， 借助上市契机， 一

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快速崛起为

行业龙头。 在这些龙头企业示范效应

下， 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蓬勃生

机。 近

3

年来， 中关村示范区创新创业

活跃， 每年新创办科技型企业保持在

3000

家以上，

2010

年达到

3614

家； 平

均注册资本逐年递增， 由

2008

年的

170

余万元增至

2010

年的

200

余万元。

2010

年， 中关村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

业拥有企业达

1.4

万家， 占示范区企业

的九成左右。

随着这些龙头企业的崛起， 中关村

板块的持续带动作用以及辐射、 示范效

应日趋显著。 在创业板上市不仅帮助企

业获得了发展资金， 也拓宽了发展路

径。 上市后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产

业布局， 进行跨区域资源整合， 上市的

募集资金形成辐射效应， 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带动效应得到显现。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中关村示范区

37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共有

9

家公司先后

进行了

22

次并购活动， 涉及金额

11.25

亿元， 并购活动均用于主营业务。 例

如， 神州泰岳上市后利用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了

8

次并购， 涉及金额

6.12

亿元， 使得公司业务体系更加完整， 主

营业务快速增长。

创业板中关村上市公司正以中关村

为基地， 积极发挥区域优势， 实现协同

发展。

37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北京地区

之外的募投项目达到

21

个， 共涉及金额

20.43

亿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涉

外地项目已完成投资金额

16.13

亿元。

37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后还利用非募集

资金对外地投资共计

4.82

亿元人民币。

中关村与创业板齐飞

2009

年创业板市场推出， 恰逢中

关村批准为首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与创业板同时成为

2009

年国家

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两大抓手。 从创业板筹备阶段开

始， 创业板筹备小组现场调研， 听取后

备企业的诉求， 设计的制度聚焦于培育

新兴行业的领军企业， 符合企业发展现

状和实际需求， 突出了创业板的 “三

新” 特点， 即监管理念新、 制度设计

新、 功能定位新。 创业板的推出支持了

中小型、 成长型企业， 以及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优做强。 这些

制度安排使资本市场的创新资源更加有

的放矢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配

置。 因此， 在创业板两周年之际， 中关

村再度被寄予厚望， 期望其能与创业板

同飞，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

展望未来， 进一步完善以创业板为

核心平台的资本市场创新支持体系成为

以中关村板块为代表的创业板企业的共

同呼声。

一是与创业板相呼应， 加快建立统

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 以中关

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为基础， 加快建立

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 使创业板市场发

展更有着力点， 以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和支持的力度。

二是创业板应进一步引领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 建议加大首次公开发行

（

IPO

） 政策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力

度。 建议创业板发行审核中辩证掌握企

业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关系， 对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企业， 应更加注重

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 放

宽市场准入条件， 向市场传递明确信

号， 避免未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优质上

市资源流失。 同时应尽快推出创业板再

融资制度， 为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增添后劲。 针对创业板公司再融资的

需求特点， 对创业板再融资方式、 条

件、 机制可以进行大胆创新， 尽可能简

便、 快捷、 高效。

三是鼓励中介机构服务前移， 积极

扶助创业早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了

充分发挥国内创业板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作用， 中介机构服务应该向创

业企业发展早期延伸。 对于风险投资者

和私募股权投资 （

PE

） 机构， 不应过于

追求短期企业上市前 （

PRE-IPO

） 套

利， 而应有对企业家进行识别和对未来

商业技术把控的能力， 敢于对人和团队

以及技术进行风险投资。 监管层可在锁

定期安排上鼓励风险投资者、 天使投资

人和

PE

向前端投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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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创业板设立的两年， 也是中关村板块初长成

的两年。 两年间， 中关村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创业板市场拥

有成批上市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上市公司家数、 融

资额在创业板市场首屈一指。 创业板和中关村， 珠联璧

合， 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的策源

地、 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已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发布了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

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 暂停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基金代码：

260111)

壹佰万元以上的申购及

转换转入申请。

现根据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及相关法

律文件规定， 提示如下：

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起， 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

100

万元以上

（不含

100

万元） 的申购 （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 下同） 和转换转

入申请， 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100

万元

（不含

100

万元）。 如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

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购及转入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 对于单笔申

请导致累计金额大于

100

万元的申购及转入申请， 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

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 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 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除有另行公告

外， 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 本基金的赎回、 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费）， 或登陆网站

www.invescogreatwall.com

获取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 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签署的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将代理长

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0808

） 的销售业务。

二、 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 投资者可在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的各指定

网点进行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认购及其他业

务。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开募集。

三、 投资者可通过各代销机构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

网站咨询：

1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全国客服热线：

400-666-2288

公司网址：

www.jhzq.com.cn

2

、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2666

（免长途通话费用）

010-62350088

（北京）

公司网址：

www.csfunds.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值开展

基金募集，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

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