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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大有可为，通

过制度机制解决包容创新问题、通过融资推动创新资本形成、通过资

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长效激励留住核心人才，打通生产要素、

投资资金、创新驱动力之间的堵点卡点。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有赖于资本市场在资源

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一、向新而行，资本市场锚定新质生产力，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

引擎。 

面向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功能大有可为，通

过制度机制解决包容创新问题、通过融资推动创新资本形成、通过资

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通过长效激励留住核心人才，打通生产要素、

投资资金、创新驱动力之间的堵点卡点。 

一方面，资本市场优化制度机制，有力支持科技企业多元化融资

需求，新质生产力企业 IPO占比由 2018 年的 27.9%，升至 2024年上

半年的 97.7%。截至 2024 年上半年末，资本市场累计助力 1853 家新

质生产力企业上市，市值达 20.48 万亿元，有效促进创新资本的形成，

全面激活市场动力。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推动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促进新质生产力

发展壮大。相较传统的信贷融资，新质生产力企业长周期、高风险的



特征使得直接融资成为最便利和有效的募资渠道，新质生产力企业每

年再融资数量占市场比重从 2018年的 20.6%，升至 2023年的 37.2%，

再融资规模占比从 2018 年的 11.7%，升至 2023 年的 19.5%，再融资

助力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并购重组帮助企

业整合不同资源，是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自 2018 年以来，

累计超过 120 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合并重组助力上市公司成长为行

业龙头；股权激励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有助于企业高质量人才的

培养，对于促进企业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有着积极意义，截至 2024 年

上半年结束，已有 1149 家新质生产力企业实施过股权激励，占新质

生产力企业比重超过 60%，高于 A股公司整体水平。 

二、映射经济，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资本市场重

要组成。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反映。伴随当前我国经济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以及高技术领域创新突破的导向，科技行业无疑将成为

资本市场的主旋律。新质生产力上市公司群体逐渐壮大，上市公司家

数由 2018 年的 407 家增至 2024 年上半年的 1853 家，占 A 股公司数

量比重亦由 12%上升到 34.7%。与之对应，企业市值由 2018年的 4.90

亿元增至 2024 年上半年的 20.48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在股市中的映射。以“双创”板块

领衔，新质生产力上市公司全面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占比超 30.6%，电子、芯片、软件、人工智能等细分产业

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未来产业蓄势待发。 



三、共同成长，新质生产力兑现业绩，与投资者分享中国高质量

发展红利。 

透视历史经营情况，新质生产力上市公司营收连创新高，盈利持

续向好，自 2018 年至 2023 年，新质生产力企业营收、利润复合增速

分别为 11.26%、9.60%，显著超过 A股上市公司整体水平。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持续研发投入则是创新的基础和

前提。科技创新旗帜鲜明，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发投入逐年增长，投入

占营收比重由 2018 年的 3.29%增长至 2023 年的 5.08%，占比明显高

于 A 股整体情况。科创驱动下增长潜力可期，2023 年至 2024年上半

年，新质生产力指数累计收益率达 63.02%，超额收益显著。新质生产

力企业与资本市场共同成长，让投资者得以分享中国增长红利、推动

共同富裕。 

四、加速聚焦，政策引领资本市场回归本源，推动社会资源导向

新质生产力。 

金融的本质功能是对资产的风险定价，多层次资本市场将庞大的

社会资本与新经济企业及一批优秀的企业家通过直接融资连接起来，

将低成本的资金直接输送给高效率的新质生产力，社会资源配置得以

优化，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创新资本的集聚。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培

育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有赖于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

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新“国

九条”、资本市场“1+N”体系，立足顶层设计，从强监管、防风险、

促高质量发展三方面出发，为资本市场如何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指明了方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提升服务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引导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

聚，促进投资和融资相协调，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枢纽作用，从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本文来源于中国证券报·中证网，发布此文出于传播消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

的产品。本资料观点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