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 

 

中国证监会各派出机构，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会内各司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上交所科创板和注册制

的效应不断放大，在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

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

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10

号）部署，完善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

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积极发挥科创板“试验田”作用，促进新质生产

力发展，支持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

局，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强化科创板“硬科技”定位。严把入口关，坚决执行科创属性评价标

准，优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在

科创板上市。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企业精准识别机制，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适

应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研发及商业化不确定性高等特点，支

持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科创属性突出的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在

科创板上市，提升制度包容性。 

二、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在科创板试点

调整适用新股定价高价剔除比例。完善科创板新股市值配售安排，增加网下投

资者持有科创板股票市值要求。在科创板试点对未盈利企业公开发行股票锁定

比例更高、锁定期限更长的网下投资机构，相应提高其配售比例。加强询报价

行为监管，研究建立网下专业投资者“白名单”制度，对频繁高报价机构从严

采取资格限制等措施。 



三、优化科创板上市公司股债融资制度。建立健全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的“硬科技”企业股债融资、并购重组“绿色通道”。严格再融资审核把关，

提高科创企业再融资审核效率。探索建立“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

支持再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研发投入。推动再融资储架发行试点案例率先在科创

板落地。 

四、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并

购整合，提升产业协同效应。适当提高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

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着眼于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收购优质未盈利“硬科技”企

业。丰富支付工具，鼓励综合运用股份、现金、定向可转债等方式实施并购重

组，开展股份对价分期支付研究。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聚焦做优做强主业开展

吸收合并。鼓励证券公司积极开展并购重组业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五、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鼓励科创板上市公司积极使

用股权激励，与投资者更好实现利益绑定。强化对股权激励定价、考核条件及

对象的约束，提高对核心团队、业务骨干等的激励精准性。完善科创板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实施程序，对股权激励的授予及归属优化适用短线交易、窗口期等

规定，研究优化股权激励预留权益的安排。 

六、完善交易机制，防范市场风险。加强交易监管，促进科创板平稳运

行。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盘后交易机制。将科创板 ETF纳入基金通平台转

让。完善指定交易机制，提高交易便利性。持续丰富科创板指数品种，完善指

数编制方法，健全“上海指数”体系。丰富科创板 ETF品类及 ETF期权产品，

研究适时推出科创 50 指数期货期权。优化科创板宽基指数产品常态化注册机

制。 

七、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落实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

角，从严打击科创板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市场乱象，进一步压实发行人及中

介机构责任，更加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完善信息披露豁免制度，支

持科创板上市公司依法依规豁免披露商业秘密等敏感信息。强化监管政策正向

激励，引导创始团队、核心技术骨干等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限。优化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退出“反向挂钩”制度，对合理减持诉求予以支持。严格执行退市制

度，坚决防止“害群之马”“僵尸空壳”在科创板出现。 

八、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生态。推动优化科创板司法保障制度机制，支持上

海金融法院在涉科创板相关金融案件中创新金融审判体制机制，支持上海金融

仲裁院在科创板开展仲裁试点。加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委的协作，常态化开

展科创板上市公司走访，帮助科创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共同推动提升科创板上

市公司质量。深入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加强投资者教育服务，积极

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促进形成科创板良好的市场文化和

投资文化。 

中国证监会 

2024年 6月 19日 

 

 

 

 

 

本文来源于中国证监会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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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