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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备
受市场关注的新三板精选层7月27日
开市，32家公司首批晋层。重庆的新
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晋层，
成为晋层企业中唯一的重庆企业。

首批精选层企业里，中小企业占比
84%，业绩相对突出，具有一定科技含量，

行业、地域分布较为均衡，与新三板市场
定位相符。首批32家公司的平均发行市
盈率是31.36倍，募集资金总额94.52亿
元，平均每家募集资金2.95亿元。

新安洁公司从创立之初就提出“科
技保洁”概念并设立了研发中心，截至
目前已拥有58项国家专利技术、迅洁

智慧环卫系统等12项软著权及垃圾分
类系统等多项科技产品，已初步形成环
卫科技产业雏形。

目前，我市有100多家新三板挂牌
企业。和主板比起来，新三板市场流动
性较弱。晋层挂牌一年后，符合条件就
可直接转科创板、创业板，实现多层次资

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新安洁晋层，可以
让我市更多的新三板企业看到IPO新通
道的价值，增强进军资本市场的信心。

新三板是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创业
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主要平
台，目前挂牌企业超过8500家。去年10
月25日，新三板全面深化改革正式启动。

本报讯（重庆日
记者 廖雪梅）企业想
上市，财政有奖补。
日前，记者从市财政
局了解到，今年以来，
市财政已向4家拟上
市重点培育企业发放
培育期奖补近 2000
万元。

“7月13号一早，
我们就收到了拟上市
培育期财政奖补申报
通过的消息。”重庆四
方新材股份公司财务
总监龚倩莹开心地告
诉记者：“600万元的
奖补，我们将用来补充
公司的流动资金。”

采取奖补方式，
培育拟上市重点企
业，是重庆近年来推
出的一项扶持政策，
旨在支持企业上市融
资，帮助企业缓解融
资难问题。

按照去年4月修
订的奖补办法，重庆拟
在境内上市的重点培
育企业纳入重庆证监
局上市辅导备案后，或
拟在境外上市的重点
培育企业成功上市后，
市财政对其3年重点
培育期内，以上年度缴
纳企业所得税为基数，
缴纳的增量部分按市
级留成部分奖补，累计
奖补最高不超过600
万元。3年培育期内
上市的，上市后不再奖
补。超过3年的，只要
在政策文件有效期内
且符合奖补条件，可按
规定享受奖补。奖补
主体范围除了上市企
业母公司，还包含合并
财务报表内我市的分
公司和子公司。

据了解，要想成为重点培育企业，
须符合5个基本条件和至少1个财务标
准，分别是：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或
基本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有限责任公
司；内控制度较为完善；生产经营合法
合规，主营业务突出，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企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
近两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改制挂牌上
市计划及安排明确可行，并已纳入重庆
拟上市企业储备库持续培育半年以
上。同时，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1
亿元、净利润不少于2000万元。

市财政局人士提醒，符合条件的企
业可向所在区县金融管理部门或上市
工作牵头部门提交申请报告、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等材料，区县审核并报市金融
监管局评定，征求市财政局意见后，在
网上公示评定结果，公示无异议的，将
企业纳入重点培育名单。

我市科技企业跻身新三板精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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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渝企上市步伐 四个制约亟待突破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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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新三板精选层正式设
立并开市交易，渝企新安洁环境卫生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跻身首批晋层企
业之列。

按照证监会相关规定，新三板精
选层企业挂牌一年后，只要符合条
件，就可直接申请转板至上交所科创
板或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这意味着，
新安洁距离上市又近了一步。

新安洁在新三板晋层，是渝企奋
力冲击资本市场的一个缩影。

来自市金融监管局的最新消息
称，重庆正致力于打好企业上市攻坚
战，以确保实现2018年提出的“全市
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倍增”目标，提
升全市经济证券化水平。

渝企上市近期涌现小高潮

2020年6月5日，重庆三峰环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
市，成为2020年重庆首家上市企业。

在三峰环境上市后不久，渝企又
有好消息传来。

7月初，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首发申请获证监会审核通
过。预计今年下半年，这家主营业务
为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和销售企业，
将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时间再往前几个月，重庆新大正
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
12月 3日，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
市。这也是重庆首家登陆A股市场
的物业服务企业。

同月底，被誉为重庆“通机小巨
人”的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
所挂牌上市。其5年的上市长跑，终
于有了收获。

这些即将上市或已经上市的企
业背后，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也有

“政府之手”在助推。
2018年 8月，为提升全市经济

证券化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提升经济证券
化水平行动计划(2018—2022年)》。
目标是到2022年底，全市境内外上

市公司数量倍增。
“按照2018年全市上市企业数

量来测算，2018—2022年，全市要新
增70家上市公司。”市金融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说，据此目标，我市不断完
善市级重点拟上市企业储备库，梳理
了200家重点企业入库培育，并对有
计划于2022年底前上市的60至70
家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据证监会官网数据，去年12月
至今，重庆共有3家企业在A股上
市，2家企业A股首发申请获证监会
审核通过。

“这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重庆
迎来了一波企业上市的小高潮。”重
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廖
成林说。

四大因素制约本土企业上市

市金融监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2020年6月底，全市境内外上市
公司有73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55
家），西部排名第二。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上市公司总
数，还是上市公司市值水平来看，重
庆均位于全国中等——不仅远远不
及上海、北京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
市，也低于四川、湖北和湖南等中西
部省份。

比如，目前广东省上市公司数量
已超过600家，四川省上市公司数量
已超过150家，湖南省A股上市公司
数量已超过110家。

重庆上市公司为何数量偏少？在
廖成林看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其一，重庆在市场化程度、人才资
源、资本环境等方面，与沿海地区存在
差距；其二，重庆的产业结构以及配套
能力还不够完善，产业集聚效应还有
待提升；其三，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
品牌竞争力不够；其四，部分有条件上
市的企业处于观望状态，有些企业因
上市周期比较长，在冲刺上市的路上
遇到挫折就坚持不下去，半途而废。

“上市企业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培育和
推进企业上市，对增强地方经济活力、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廖成林认为，目前，因为上市企业相
对较少，重庆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的功能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全
市经济证券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廖成林呼吁，上市不仅能够让企
业借助资本平台融资，为其转型升级
提供驱动力，还可以规范公司治理模
式，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因此，在“政府之手”之外，重庆
企业一定要增强上市的意识。

助力企业加速“跑”向资本市场

如何向经济发达省市看齐？
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已准备一揽子计划，推着企业加
速“跑”向资本市场。

下一步，我市将采取逐企逐户上
门等方式，动员有条件、有潜力的企
业尽快启动上市计划，扩充2022年
底前计划上市的储备企业至 100
家。其中，将在医药、高端制造等优
势行业中，发掘符合科创板上市条件
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进行重点孵化。

对筛选出的2022年底前计划上
市的重点企业，将实行清单化管理，
在产业扶持政策、各类资金补助和项
目申报认定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
扶持。

此外，还将推动区县尽快成立上
市工作专班，优化上市“软硬”环境；
组织上交所、深交所重庆基地及投
行、中介机构等，为企业提供培训、路
演及专业辅导服务；举办上市公司和
拟上市公司对接沙龙，全面提高拟上
市企业资本市场运作意识和能力等。

廖成林表示，仅仅是政府助力还
不够，计划上市的企业也要想办法加
快上市步伐。如中小微企业可主动
与股权投资机构对接，借助股权投资
机构的力量搞好生产经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和规范的财务制度，为上市
融资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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