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观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鸣钟
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上的发言
李鸣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很高兴与各位同仁相聚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 上市

公司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放在突

出地位。 借本次论坛机会，与大家交流几点认识与体会。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2018 年以来，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连续 3 年“点题”。 2020 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健全上市公司退市机制实

施方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作出整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

布《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为维护“三公”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生

态保驾护航。 我们也研究制定了 7 方面 44 项贯彻落实举措。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制度体系日渐完备，监管效能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在此背景下，深交所以

改革求突破，以监管促发展，以服务固根基，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完善结构，强

化功能，夯实基础，在打造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方面取得较好进展。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改革赋能，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 “改革”是

这两年深交所的关键词。 2020 年 8 月 24 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成功落地。 一

年来，改革成效显著，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截至 8 月 20 日，注册制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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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82 家，募资超 1400 亿元，其中，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等行业占比达 86% 。 8 月 4 日，创业板上市公司突破 1000 家，其中高新技术

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分别达到 92%和 59% 。 12 年来，创业板培育出一批

诸如宁德时代、迈瑞医疗、汇川技术等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已成为金融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引擎。 2021 年我们又办了一件大事，4 月 6 日，深市主板

与中小板合并顺利实施，形成以主板、创业板为主体的市场格局，主板聚焦支持相对

成熟的企业融资发展、做优做强，创业板主要服务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和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市场结构更简洁、特色更鲜明、定位更清晰，将为不同发展

阶段、不同类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与此同时，一系列基础制度的改革创新，为上市

公司获取资金、吸引人才、提升技术等提供了有力支撑，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和

韧性。

二是坚持双轮驱动，以更大力度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信息披露和

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两翼”。 近些年，我们深入推进分类监管、精准监

管，紧盯“关键少数”和突出问题，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有力净化市场生态。 针

对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共发出关注函、问询函等各类函件 1058 份，重点关注业绩

真实性、治理结构规范性、内部控制有效性等突出问题，同时结合“企业画像”等手段，

不断提升科技监管能力，上报一批违法违规线索。 今年前 7 个月，公开谴责 10 家次，

涉及人员 87 人次；通报批评 30 家次，涉及人员 175 人次；公开认定不适当人选 10 人

次。 我们还严把“入口关”，畅通“出口关”，严格发行上市审核，用好现场督导和现场

检查，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坚决扛起退市主体责任，2019 年以来对 26 家公司作

出终止上市决定（2021 年以来 8 家），对涉嫌规避退市新规的公司果断采取监管措

施，有力维护退市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是坚持服务为本，用更实举措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 持续优化再融资、

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市场化机制安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2020 年深市公司共披露

665 家次再融资方案，合计拟募集资金 8673 亿元，分别增长 1. 5 倍和 1. 4 倍；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 78 单，交易金额 3483 亿元；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264 单，并在创业板推出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对授予价格、激励对象、激励比例等方面给予更多灵活性，

有力支持上市公司激发创新发展内生动力，加快实现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深化分类

监管，注重扶优限劣，为信息披露优秀的上市公司提供便捷服务。 组织深市各领域代

表性上市公司召开系列业绩说明会，推动上市公司构建鲜活有效的投资者沟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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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深市 2136 家公司召开 2020 年业绩说明会，召开比例较 2019 年增加 15. 4% 。

我们还加强与地方政府交流协作，召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片区经验交流会、地方省属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座谈会，凝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合力。

各位来宾，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

仍然不稳固、不均衡。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更加

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积极锻造经济发展新动能。 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把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发挥资本市

场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的功能作用，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

一是营造更高效的融资环境。 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聚集战略新兴产业和专精特新

领域，助力提升产品链供应链韧性，解决“卡脖子”难题。 坚守创业板定位，做好注册

制试点总结评估和改进优化，推进未盈利企业上市，为创新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融

资环境。

二是提供更多元的产品供给。 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加

大创新创业债、股债结合等创新产品供给。 此外，交易所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

台，将着力构建与“双碳”目标相适应的创新资本形成体系，加大对新能源等领域优质

主体融资支持力度；推出碳中和专项债等创新产品，推进“双碳”主题指数研发；提高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绿色发展意识。

三是深耕更精准的一线监管。 一线监管是上市公司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是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坚强后盾。 从日常监管看，市场最深恶痛绝的情形如下：第一，

出于提升市值、完成并购业绩对赌、再融资、规避退市等动机而实施的业绩造假行为。

第二，出于掏空上市公司目的而实施的非法关联交易输送利益、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行为。 第三，与前述两种行为如影相随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行为。 一些公司以

“市值管理”为名，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交织，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和破坏市场诚信基础。 对此，我们要加强科技监管，推进企业画像系统四期项目建

设，不断提高违法违规线索发现能力；加强信息披露监管与交易监管联动，强化“三点

一线”现场非现场监管协同，形成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监管机制；保持“零容

忍”监管态势，实施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专项方案，严肃处理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着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四是完善更有效的公司治理。 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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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满足公司监管要求的重要保障，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更

加注重工作实效。 要让上市公司深刻认识到，完善公司治理不是被动地应付，而是主

动的实践。 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不是走过场，搞形式，而是要真整改见实效。 我们将更

加注重分类推动。 公司治理的灵魂在于相互制衡和公开透明。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

在“转机制”，健全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民营上市公司重在“强内控”，强化公司治理底

线要求。 我们将更加注重倡导实践。 公司治理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佳的实践。

通过最佳实践的倡导，引导上市公司互学互鉴、互比互看，形成“树标杆、学先进”的良

好氛围。

五是打造更便捷的服务体系。 我们正系统总结监管实践经验，进一步健全完善

以上市规则、指引、指南为基础的交互友好型和使用简便型的三层级自律监管规则体

系，删除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过于增加上市公司负担的内容，对内容相近、规范同类

事项的不同规则予以深度整合。 加强对上市公司“关键少数”培训力度，推动完善公

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机制，夯实上市公司规范发展基础。 优化互动易“云访谈”平台功

能，完善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常态化沟通机制。 积极倡导最佳实践，探索建立正向激励

机制，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齐抓共管，

共同努力。 深圳证券交易所愿同各方一道，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

和“四个敬畏、一个合力”要求，坚持“开明、透明、廉明、严明”工作思路，以信息披露

为核心，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聚焦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主题，多措并举推动上市公司

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积极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努力打造良好的资本

市场生态体系。

最后，祝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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