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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体制机制。资本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支持和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科技创新，资本市场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成长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新“国九条”和资本市场“1+N”政策落地，资本市场已成为支持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之一。新“国九条”在内容制定上全方位体

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尤其在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紧密结合，环环相

扣。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领域，资本市场正引导资金加快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领域聚集。截至 2024年 9月 18 日，战略

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已超过 1800家，在 A股公司中占比约 35%，

总市值超过 14 万亿元，占整个 A 股总市值的比例约为 18%。此外，多

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服务

覆盖面和精准度正不断提升。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主

要分布在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交所，其中，创业板占比为 50%，科创

板占比为 31%，两者合计占比高达 81%。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资本市场正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引擎。支持优质企业融资上市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

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虽然资本市场融

资节奏放缓，但服务科技创新的特征更加显著。截至 9 月 18日，A 股

市场共有 64家公司成功上市，IPO 募资总额为 448亿元。其中，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 IPO数量达 63 家，IPO募资总额为 447亿元，占整个

A 股 IPO募资总额的比例接近 100%。此外，2024 年初至 9月 18 日，战

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募集的金额达 214亿元。通过

融资与再融资，资本市场为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

增资金，也为投资者分享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发展成果奠定了基

础。 

新质生产力增长潜力逐步显现，为资本市场注入新动能。2024 年

上半年，Wind 新质生产力指数成份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6.2%，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 11.6%，显著高于同期 A股整体的营收增速和归母净利润增

速，其净资产收益率（TTM）为 9.6%，显著高于 A 股整体的 8.0%。资

本市场积极主动拥抱新质生产力发展，让投资者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成果和时代红利。此外，高研发投入正逐步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源头，2024年上半年 Wind新质生产力指数成份公司研发支出占整

个营收的比例为 7.7%，显著高于 A 股整体的 5.8%。资本市场在引导各

类资源要素向科技创新聚集，进一步畅通科技、产业、资本良性循

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与时俱进，进一步适

应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特点。今年截至 9月 18日，以发布董事

会预案日进行统计，A 股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 69 家，其中新质生产

力相关公司占比约为 68%。此外，并购重组成为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也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手段，根据 Wind数

据，今年截至 9月 18 日，A股市场披露了 150起重大重组事件，其

中，新质生产力相关公司的重大重组事件占比超过 20%。资本市场制度

不断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劳动、知识、

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全要素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

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未来，在新“国九条”和资本市场“1+N”政策指引下，资本市场

将进一步引导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聚集，提升制度包容性，充分

发挥资源配置功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生

态，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逐

步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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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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