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

Theory

A7

201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主编：何敬东 编辑：谦石 电话：

0755-83517232

创业板催甦“创新型创业”

和“资本嫁接技术”的资本创新生态

———创业板两周年显示的资本市场核心服务功能

乐水

中国经济内在分量的涵养越来越

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 （

national inno－

vation system

） 的强化。 “十二五”

期间全面实施的创新型国家战略， 根

本内涵是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和转

换， 主动转向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价

值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自主创新

是国家创新战略之核心， 凝聚全国之

期望， 成为全民呼声和行动旗帜。 国

民创新体系的强化， 应当以尊重传

统、 顺乎人性 （以人为本） 为原则，

核心在于凝聚全国全员力量加大对新

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经济

（新业态）、 新价值载体 （新消费内

容） 之边际贡献， 在于举全国全民之

力对新技术、 新业务模式的恰当追

求。 资本市场特别是以支持自主创新

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题定位的

创业板市场， 经过 “十年磨剑”， 于

2009

年

10

月

23

日在世界金融危机

中功到自然而生， 开启了多层次资本

市场 “这边风景”， 形成了 “创新型

创业”、 “创新增长型企业” 以及

“资本嫁接技术”、 “产业嫁接智慧”、

“经济嫁接创造” 不断涌现的生态景

观， 从而推动技术、 知识和智慧实现

产业化、 企业化、 市场化， 这是时下

中国正在形成和强化的一种 “创新驱

动机制”。

国际经验教训启示我们， 唯有形

成创新型可持续发展机制， 才可避免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才可避免中国

陷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泥潭。 创业板

市场的实践， 唱响了我国经济转型过

程中的两个主题词， 即 “创新型创

业” 和 “资本嫁接技术”。 这两大主

题的不断突出， 必将构成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本文拟对创业板催甦 “创新型创

业” 和 “资本嫁接技术” 的资本创新

生态做一些理论剖析。

（一） 创业板形成的 “创新资本

价值评价机制” 将创新之 “水” 烧至

“

100

度自然沸点”， 助推创新技术产

业化、 企业化、 市场化， 引领社会资

源的创新型配置。

受制于金融体制效率和实体经济

素质， 我国宏观资源配置效率长期不

高。 创业板实践证明， 价值评价标准

一变， 资源配置机制自然改观。

本文所谓创新， 核心是技术创

新、 产业创新或企业业务模式的创

新， “牛鼻子” 在于形成和强化创新

的价值发现、 价值评价、 价值提升、

价值实现的市场功能。 创业板强化了

创新价值评估机制， 将创新之 “水”

烧至 “

100

度自然沸点”， 从而打通

“创新价值全链条”。 这是科学合理引

导社会资源的创业创新型配置的核心

机制。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271

家企业挂牌创业板， 创新企业正源源

不断地诞生、 成长和走向公众化， 形

成我国空前的资本市场创新服务大

观。 新市场最大的意义在于由价值评

估机制引领一种市场化的配置创业创

新资源机制， 激励已有中小企业的创

新型蜕变和新型创新企业的诞生。 创

业板两周年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

格局， 就是社会各种资源 （包括资本

资源、 智能资源、 社会资源、 文化资

源、 舆论资源等） 共同追逐 “创新型

创业” 活动， 催甦

100

多万家中小企

业的创新升级或创新型蜕变， 催甦无

以数计的创新型企业的诞生。

创业板示范效应的核心在于动员

和挖掘 “创新型创业” 的 “智能” 潜

力， 形成 “资本嫁接技术” 的市场服

务功能。 从创业板实践看， 可持续的

国民创新须以企业为主体， 以创新型

企业家为风向。 追求技术高、 精、 尖

新不应是目的， 创新技术的价值在于

实用， 在于提升现有产业的功能， 在

于创造适应实际有效要求的产品或服

务。 技术创新契合市场需求， 惟此方

有无限向前向好的驱动性。 创业板提

供的资本市场服务， 正空前地将中国

人的 “智商”、 “智能” 集合了起来，

使国民创新具有不可穷尽的源泉和奇

迹般的成果。

据统计， 创业板

600

多家申报企

业的创业者， 大体来自传统部门如大

型国有企业集团、 科研院所、 世界

500

强企业、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

展的 “三资” 企业以及其他境外机

构。 正是创业板的示范引导， 新型企

业家不断产生。 一个创新型企业家不

断涌流的经济体， 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经济体。

（二） 创业板昭示 “创新产业化”

的根本途径是 “应用型实用性创新”

和 “全民化民间性创新”， 这也是形

成和强化自主创新能力的现实途径。

创业板实践表明， 一个个创新企

业各自在业务模式上创造特色， 根据

市场需求和创业实践的灵感去寻找国

内外适用性技术、 组织集成关联技

术、 组织科研力量持续创新技术， 这

种创新机制不同于传统型科技创新、

行政导向型科技创新、 科研院所导向

的科技创新， 是一种产业导向的逆向

生长的创新机制。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关键

在于形成一种 “全民创新机制”， 寓

创新于民间， 寓创新于中小企业， 这

应当成为我国全面实施创新型国家战

略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国策， 也是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 美、

日发展经验表明， 光有大企业的技术

创新， 光有国家组织的 “攻关型创

新” 难以形成一个国家全面的创新势

能。 形成一种国民创新的大环境大气

候， 就像建设一个生态健康的大森

林。 光有大树无小树不成森林， 须有

多品种、 多特色的树木， 才能共同构

成良性的生态。 大企业有大企业的创

新优势， 中小企业有中小企业的创新

特色， 共同构成我国创新型战略的燎

原之势。 在一个活跃的具有创新力的

经济体中， 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可

以成为实用型创新、 特色化创新、 前

沿性创新的生力军， 成为国家自主创

新战略的基础性产业主体。

创业板昭示的中小企业创新潜力

不可限量。 国家应从战略高度重视中

小企业的创新功能， 民营中小企业不

应是经济 “拾遗补缺” 的补充， 而是

整个经济体 “血肉层面” 的活跃因

素。 中小型企业是 “应用型创新” 的

主导力量， 也是 “民间创新” 的主体

力量， 从而中小企业的产业和成长是

经济景气活跃度之风向标。

创业板市场开启多层次资本服务

的局面， 中小型企业有了最可靠的归

宿。 创新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蜕变成

自我提升的创新主体， 雨后春笋般的

企业在社会资源包括创业资本驱动下

萌芽。 社会各种资源围绕 “创新创业

创造型劳动” 所谓 “三创” 和规范的

方向进行流动， 应当是经济转型和结

构调整的希望所在。

（三） 创业板的功能不只是 “财

富效应”， 而财富效应的本质在于形

成对中国知识创新精英创业者的褒奖

机制， 同时公开披露和监管服务有利

于提升富裕层精英的素质， 从而引领

了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

正如美国 “硅谷” 效应创造了二

十世纪美国新经济文明效应， 中国创

业板市场顺应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

施， 依赖改革开放三十年形成的多元

创新平台的积累， 可能创造可匹比美

国 “硅谷” 效应， 正在创造可能超越台

湾、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英国等地

“

NASDAQ

跟随效应” 的 “中华文明古

国效应”。

创业者和企业家的 “创业创新创造

型劳动” 得到 “市场集合民主评价”，

这是一种新型市场民主评价机制。 企业

家人格、 创业者人格受到全社会尊重，

传统的找齐式 “平均主义” 社会价值观

和 “枪打出头鸟” 的环境得以真正突

破， 这是一种社会观念的进步。 “五

四” 以来反封建不懈努力， 在今天才形

成真正民族素质升级版的觉醒， 中国社

会正现实性步入世界通行的产权文明和

知识创业文明， 这应当归因于市场经济

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

四

)

我国创业资本追逐 “创新型

创业” 构成 “资本嫁接技术” 的场外市

场景观， 民间资本的动员和社会金融资

源围绕实体经济进行配置改变着金融体

系的平衡。

资本市场提供的功能在于将自主创

新的企业主体推向资本融资和股权上市

交易的舞台。 具备创新能力和取得创新

成果的企业享受资本市场的 “溢价效

应” 实现低成本融资， 并且通过股权价

值的评估、 提升和交易， 激励创业投资

者的追踪投资 “创新型创业” 活动， 同

时吸引银行间接资本对改制企业的服

务， 这是中国创业板市场最核心的制度

内涵。 由此产生这种巨大的 “褒奖效

应”， 形成全社会 “创新型创业” 和

“资本嫁接技术” 的示范效应。 创业资

本市场对于创新的价值发现、 价值评

估、 价值提升的功能形成一种价值放大

或倍增的 “乘数效应”， 表现为对创业

投资的全面启动， 引导中小企业良性融

资机制的建立。

创业板的一个效应是启动民间资本

资源。 创业板点燃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投

资热情， 这就激发了民间资金资本化，

形成民间资本通过有效率的组织模式和

市场渠道追逐创业的种子、 追逐技术创

新的苗头、 追逐有能力的企业家、 追逐

引领潮流的新产业和新经济。 一个经济

体系的效率关键在于不断形成创业资

本。 创业资本的形成丰富了资本的内

涵， “有智慧的资本” 或 “智能型资

本” 成为一个新型资本形态， 往往与某

些特定的资源联结， 这样的资源包括产

业背景或经验、 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经

验， 从而成为创新型创业孕育和发展的

催化力量。

创业板的另一个效应是促进中小企

业良性融资机制的形成。 中国作为高储

蓄的资金资源大国， 长期缺乏有效率的

资本形成机制， 间接投融资几乎是单一

的投融资渠道， 银行信贷具有惧怕中小

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厌恶属性。 企业

规范的改制和上市， 为银行间接资本指

引了改制、 创新、 成长和规范的产业化

配置路径。

创业资本的股权参与和创业企业的

股份融资催生了创业投资文化和股权文

明。 创业投资与创业企业同生同长， 植

根于实体经济沃壤。 一个国家经济在世

界的话语权， 取决于 “货币话语权” 和

“资产定价权”。 资产证券化和次级贷款

引发的金融衍生创新引发了资产定价体

系的崩溃。 但创业投资直接面向实体经

济， 其泡沫程度总是少于其他结构性产

品。 股权文明的昌盛， 表现在资本市场

的场内和场外两个层次。 场外市场分为

有组织的场外市场和无组织的场外市

场， 创业投资按照公司发展阶段分为种

子投资、

VC

、

PE

投资等

PRE-IPO

投

资形态。 这种投资区别于

IPO

投资以

及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 更带有金融性

或财务性投资的属性。 创业投资通过二

级市场和其他方式转让实现价值， 形成

创业投资收益， 创业投资失败也招致投

资风险。 因此， 创业投资高收益与高风

险相伴而生， 构成全社会敢于承担风险

和支持创业、 创新、 创造的力量， 这种

力量是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经营创新

的重要支持力量。

股权文明与公司文明相伴而生， 构

成公司文明的核心内涵并促进公司文明

的昌盛。 公司文明体现为公司通过不断

完善的治理结构， 创新业务增长和价值

成长， 实现创业 “股权说话” 和民主决

策的经济基础。 从公司生命阶段看， 由

种子投资、 孵化培育型投资到

PRE-

IPO

的私募股权投融资， 创业投资形成

的股权通过发掘、 发现、 提升公司价

值， 最终推动公司

IPO

， 实现创业股权

的 “增厚”。 公司上市后， 公开股权交

易及积极并购交易创造出公司股权的流

动性价值。 上市公司成为股权文明的集

中载体， 股权价值的评估和交易成为国

民经济的晴雨表， 公开透明的股权投资

成为财富管理、 资产管理、 流动性管理

的基本工具。

创业板市场引致资本市场多层次发

展， 扩大了创业资本的生存发展空间，

创造了创业资本实现价值的舞台。 五花

八门的创投形态登上创业板舞台， 存在

引人注目的 “突击增资” 和 “关系转

让”。 在看到创业投资 “赚快钱” 和

“获暴利” 的同时， 在质疑可能出现的

“

PE

腐败” 的同时， 也应看到品牌创投

的形成和对创业企业的股权参与， 培育

和提升着创业企业的价值。 中国高储蓄

资源因创业投资市场的发展而得到动

员， 资本市场也因创业投资机构的成长

而出现多元化的投资者结构。 机构投资

者长期执著参与， 这是资本市场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创业投资机构可

能成为资本市场特别是创业板市场的战

略性股东， 成为投资者约束和市场自我

调节的中间力量。

（五） 我国不断扩大的上市公司增

量改善着资本市场的结构， 民营创新型

中小企业增多改变着资本市场的生态和

公司治理的结构。

中国可持续繁荣的空间取决于中

国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的上市资源

和上市公司数量的巨大差距。 截至

2011

年

10

月底， 中国上市公司不及

2400

家。 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

济以及源源不断之企业增量趋势， 相

对于美国多层次市场数万家上市公司

的数量和规模， 差距不言而喻， 空间

和潜力不可比拟。

美国之所以在世界经济舞台长期

“大而强”， 或许一个直接的推动在于资

本市场的推动， 在于美国资本市场产生

和交易着一些领导型的公司， 这些公司

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

IBM

、

GE

， 特别

是纳斯达克的

MICROSOFT

、

INTEL

。

美国引发金融危机又迅速在危机中蜕变

出新能源、 智能电网、 新材料、 生物技

术等创新型产业内涵和技术， 或许正在

于美国民间创新主体具有巨大的创新原

动力。

中国经济之持续发展和强大， 取决

于中国可以通过资本形成的力量支持比

美国数量更多的上市公司及其创新的实

践， 培育一种市场化民间化的 “资本嫁

接技术” 的环境， 这是中国创新型国家

战略和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环节。 为

此， 超常规培育中国拟上市资源、 强化

“创新型创新” 和 “创新增长型企业”

成长和上市的资本服务功能， 应成为未

来资本市场的战略任务。

（六） 更新观念放松束缚， 强化

“创新型创业” 和 “国民创新体系” 民

间基础。

强化民间创新能量， 应从战略高度

放开两个 “笼子”， 释放两种 “潜能”，

即放开国有科技创新资源， 释放中小企

业创新潜能。

释放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潜能， 须从

战略高度尊重民营中小企业应用型创新

的主体地位。 各具特色的中小企业特别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企业， 最

能捕捉创新嗅觉、 追踪创新潮流、 发现

和适应创新需求。 评价中小企业的作

用， 不仅要看到中小企业的税收贡献，

更要看到中小企业引领特色创新、 满足

就业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作用， 还要重

视中小企业多元化创新对于促进

GDP

增长和形成良性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作

用。 从战略高度改进全国性创新型中小

企业的促进制度、 法规和政策导向， 形

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政策支持体系。 应当

看到， 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创新活动， 从

本质上讲就是培育民间经济和市场化创

新的力量。

释放国有创新资源， 最重要的是拆

除 “围墙” 打开 “门栏”， 发挥国有公

共创新资源和平台的社会功能。 一要形

成创新型创业公平投资的政策协调体

系。 中小企业的活跃总是伴随创业投资

的活跃， 地方政府支持引导创业创新投

资的倾向很强烈， 不少将财政补贴或公

共基金变为引导性基金。 公共参与可能

限制民间参与的机会， 甚至阻碍市场公

平竞争机制， 公共资源投资效果有时难

以评价， 公共投资退出决策有时难以科

学化。 二是提高自主创新公共资源配置

的效率， 我国拥有自主创新的雄厚公共

资源， 这是实现创新突破的重要基础，

关键在于研究形成全员化民间化的创新

机制。 政府如何运用公共资源建设的基

地、 园地、 中心、 平台， 如何开放成为

民间的共享平台， 如何推动民间自建和

参与共建多样化的自主创新平台， 如何

避免公共资源浪费， 如何形成市场动

员、 配置和调节资源的有效机制。 三是

推动形成创新型创业的企业化主体， 通

过科研体制改革缩短国家创新工程和技

术成果产业化、 企业化、 市场化的路

径， 打通创新资源的产业化联系通道。

要推动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和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的所谓 “政产学研用” 结

合， 鼓励并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和开

发平台。

（七） 强化 “创新型创业” 和 “资

本嫁接技术” 机制功能， 呼唤协调有效

的政策体系和宽松的市场环境。

中小型企业有天然弱点， 尤其需要

创新服务的方式和支持环境， 关键是形

成市场分担风险的机制， 容忍失败， 重

视不确定性中的突破性发展机会。 为

此，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何保障国家支持自主创新

政策的协调性、 科学性和有效性。 从我

国各地实践看， 政府的支持大体分为三

类， 一是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型政策， 如

对创新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财政性补

贴、 土地、 人才等支持性政策； 二是对

创新的风险给予分担补偿型政策， 如信

用担保等； 三是利用公共资源直接参与

引导型政策， 如财政性基金参与创业创

新活动的引导。 公共政策应当重点考虑

形成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各种政策资源

应内化为企业的内在创新能力。 一是要

避免政策倾斜对企业改制上市 “帮倒

忙” 的现象。 各种税收优惠和补贴不能

影响公司财务的独立性、 规范性和真实

性， 建立企业资格认定基础上的政策倾

斜既要有利于激励诚信和先进， 又要顾

及公平的原则。 二是形成稳定的政策预

期， 忌讳政策多变和不公平， 减少 “锦

上添花”， 多做 “雪中送炭”。 三是从实

际出发形成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最低

政策底线。

第二， 如何形成全方位保护创业创

新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 创新型企业的

主体大多来自传统部门如大型国有企

业集团、 科研院所、 “三资企业”、 外

国公司和境外机构， 可能出现创新过

程中的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保护的纠

纷， 国家应当从保护民族自主创新能

力的角度， 建立应对国家市场的共同

应对机制。

第三， 如何规范运用资本市场服务

强化中小型企业内在持续创新能力。 引

导中小企业形成持续发展的规范意识，

引导企业注重 “规范投资”， 将规范作

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而不仅仅

是一种外在监管要求。 引导中小企业形

成可持续的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 降低

对大客户、 行业和对个别人员的依赖，

降低经营失败的风险。

第四， 规范建立 “创新型创业” 的

人才资本保障体系， 支持采取股份和

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吸引和稳定核心

人员。

第五， 形成社会资源要素向 “创新

型创业” 配置的良性机制。 中小型企

业风险特质决定难以形成常态化的融

资保障体系， 难以形成中小企业人才

保障机制。 为此， 要扩大金融服务视

野， 创新融资产品， 研究促进创新型

创业和资本嫁接技术的股权、 债权、

结构性融资产品。

（八） 创业板市场的持续发展需要

持久的智慧， 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功能需

要强化战略指导能力。

中国需要强化资本市场的战略导向

能力， 缓解制度供给能力长期滞后于

实际需要的局面。 资本市场在改革夹

缝中本着 “试试看” 态度 “准生”， 在

服务国有企业指标制度下起步蹒跚，

在 “新兴加转轨” 国情下在市场不理

性波浪中艰难前行， 然而进入 “十二

五” 之后资本市场基础性建设已有长

足积累， 有可能实现更大气魄的抉择和

更大步伐的迈进。

核心环节是强化

IPO

制度供给的能

力， 实现超常规增长上市公司数量。 中

国

IPO

供给能力长期受限， 现实中大量

公司存在

IPO

融资需求， 同时市场投资

热情缺乏证券有效供给的配合。

一个重要的配套是建立市场化再融

资机制。 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效率有

时比

PRE-IPO

还要低。 是否具有简便、

快捷、 高效的公司增发 （配股） 及发债

机制， 是检验一个市场服务功能的重要

方面。 市场期望创业板先行一步建设这

样的功能。

一个重要配套是强化资本场外市场

力量和后备资源， 强化创业资本良性

竞争和促进公司规范的力量， 引领上

市公司后备队伍源源不断， 涵养资本

市场资源， 形成中国核心股权资产的

定价话语权。

一个重要配套是促进机构力量的成

长， 这种力量包括保荐人 （投资银行）、

审计机制、 律师、 财务顾问、 评估机构

等中介力量， 也包括各种公募的和私募

的资产管理机构。

坚持不懈的是市场监管和执法能力

的强化， 维持严肃的市场纪律， 建立强

制退市的底线约束， 形成严格惩治违法

的环境， 建立公平执法的预期， 维持市

场公信力的底线保障。

资本市场大发展的核心主题是 “走

向规范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清晰化

和简化规则， 提高规则执行效率， 尊重

市场选择， 容忍市场失败， 强化市场风

险自担， 同时提升监管能力， 这是保护

“创新型创业” 和支持中小企业公众化

发展的基础工作， 也是顺应 “资本嫁接

技术” 趋势的必要选择。

可以预期， “十二五” 期间， 我国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创新战略性驱

动， 将助推方兴未艾的创新型产业、 新

经济模式、 新业态、 新技术、 新装备、

新管理方式。 “创新型创业” 的资本服

务将形成和强化 “资本嫁接技术” 的新

型格局， “资本嫁接技术” 也将助推

“创新型创业”， 资本市场服务功能将在

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和资本创新生态建设

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 赤 天 化 编号： 临

2011-33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浙商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

表人的函》， 作为本公司

2010

年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以下简称

"

该项目

"

）

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因原保荐代表人高强先生工作变动， 不再继续担

任该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浙商证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吴斌先

生接替高强先生承担该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 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 临

2011-013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海诚

"

） 签署 《日产

2000

吨乳制品中央自动控制技术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 施工总承包合同》 （以下简称

"

总承包合同

"

）。

根据总承包合同约定， 由中国海诚负责该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土建施工、

公用设备设计采购、 安装、 调试、 试运行及竣工验收等全过程服务及相应的保

质保修服务。

总承包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475,315,063

元。 工期为

21

个月。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39

证券简称： 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33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有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简称： 普

洛股份， 代码：

000739

） 自

201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三）

13:00

起停牌，

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1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解除保荐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下发的 《关于核准深圳拓邦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1] 462

号） 已过批文有效期。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终止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经

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签署

的 《保荐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