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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北京市 A股上市企业 463家，总市值20.66

万亿元。2023 年 1 月至 2 月北京地区 IPO 首发家数 2 家，募集资金为

33.32 亿元。2 月单月新增上市公司 1 家，为信达证券，募集资金 26.75

亿元。

2023 年 1 月至 2 月，不含暂缓表决和取消审核，北京地区 2 家公

司上会通过，2 月单月无拟上市企业上会。

2022 年 2 月单月，北京地区新增辅导备案登记受理公司 6 家，2

家拟上市北交所，4 家未披露拟上市板块。

北京资本市场动态月报
（2023年第 3期）

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编 2023 年 3月 15 日

【要闻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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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股上市企业概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全国共有 A 股上市企业 5,100 家，总市值

91.26 万亿元。北京市 A股上市企业 463 家，总市值 20.66 万亿元，其中

主板 250 家，总市值 18.25 万亿元，创业板 129 家，总市值 1.34 万亿元，

科创板 69家，总市值 1.05 万亿元，北交所 15家，总市值 244.17 亿元。
表 1 北京地区 A 股上市企业情况

板块 上市企业数量（家） 总市值（万亿元）

主板 250 18.25

创业板 129 1.34

科创板 69 1.05

北交所 15 0.02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北京市 463 家 A股上市企业从注册区来看，海淀区上市企业数量排名

第一，为 178 家，朝阳区 52家，西城区 42 家，丰台区 32家，昌平区 30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29家，东城区 27 家，顺义区 19 家，通州区 14家，

大兴区 8 家，石景山区 8 家，房山区 8 家，门头沟区 7家，怀柔区 5家，

密云区 3 家，延庆区 1 家。

图 1 北京市上市企业注册区分布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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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 463 家上市企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最高，有 92

家，其次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有 46 家，排在第三的

是医药制造业，有 29家。此外，专用设备制造业、土木工程建筑业、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等行业也有较多上市企业。

图 2 北京市上市企业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二、IPO 市场

(一) 全国 IPO 发行家数低于 2022 年同期，北京 1 月新增 1 家上市

公司

2023 年 1 月至 2 月，全国 IPO 首发家数 34 家，较去年同期 49 家减

少 31%。2023 年 1 月至 2 月首发募集资金规模为 318.29 亿元，较 2022

年同期的 1,298.56 亿元减少 75.49%。

2023 年 1月至 2月北京地区 IPO 首发家数 2家，较 2022 年同期 3 家

减少 33%；北京地区企业首发募集资金为 33.32 亿元，较 2022 年同期

525.67 亿元减少 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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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单月，浙江省新增 IPO 企业数量全国第一，有 5 家企业

IPO 首发上市，数量占全国 2 月上市企业数量 24家的 21%。

图 3 IPO 首发募集家数和资金总额（亿元）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二）制造业是全国 IPO 发行的中坚力量，北京制造业企业占比略低

2022 年全国新增的 424 家上市公司中，有 324 家公司的证监会行业

属于制造业，占比 76%。

2023 年 1至 2 月全国新增的 34家上市公司中，29家属于制造业，占

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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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国 IPO首发募集公司行业分布（按月）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相较于全国，近两年北京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2021 年全年北

京地区新增 40家上市公司，其中 15家属于制造业，占比 37.5%，低于全

国水平，2022 年全年北京新增 43 家上市公司，其中 13 家属于制造业，

占比 30%。2023 年北京新增 2 家上市公司，1 家属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1家属于金融业。

（三）IPO 审核提速，过会率有所下降

2021 年回顾：不包含取消审核和暂缓表决企业，主板共有 84家公司

上会，71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85%；创业板共有 204 家公司上会，196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96%；科创板共有 148 家公司上会，140 家通过，

IPO 通过率为 95%；北交所共有 34 家公司上会，34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100%。

2022 年回顾：不包含取消审核和暂缓表决企业，主板共有 96家公司

上会，87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91%；创业板共有 224 家公司上会，208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93%；科创板共有 122 家公司上会，122 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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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通过率为 100%；北交所共有 111 家公司上会，109 家通过，IPO 通过

率为 98%。

2023 年 1 月至 2 月，不包含取消审核和暂缓表决企业，主板共有 2

家公司上会，1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67%；创业板共有 19家公司上会，

18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95%；科创板共有 8家公司上会，8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100%；北交所共有 11家公司上会，9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91%。

2023 年 1月至 2月，北京地区共有 1家创业板公司上会，1 家通过，

IPO 通过率为 100%；北交所共有 1家公司上会，1 家通过，IPO 通过率为

100%。

图 5 各上市板过会率（不含暂缓审议和取消审核）（按月）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2023 年，全国主板上会企业中，雨中情防水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未通过导致全国主板过会率为 67%；全国创业板上会企业中，无锡卓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未通过导致全国创业板过会率为 95%；全国北交

所上会企业中，浙江天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未通过导致全国北交

所过会率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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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制审核情况

1. 深交所

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28 日，深交所主板注册制申报企业 31 家，状态

均为已受理。

创业板 1,063 家受理申报企业中，6家已受理，144 家已问询，累计

299 家企业终止审查，其中 27家审核不通过，13家企业中止审查，94家

已通过上市委会议暂未提交注册申请至证监会，63家提交注册申请，429

家经证监会审核注册生效，1家不予注册，14家终止注册，416 家公司在

注册制下完成发行。

表 深交所注册制项目进度

在审状态

申报板块

总数 受理 问询 上市委会议通过 提交注册

注册结果

中止 终止注册生

效

不予注

册

终止注

册

深证主板 31 31

创业板 1063 6 144 94 63 429 1 14 13 299

总计 1094 37 144 94 63 429 1 14 13 299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启元资本

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28 日，北京地区暂无申报深证主板的企业。

提交创业板申报的 77家申报企业中，2 家已受理，12 家处于问询回

复阶段，1家中止，25家终止审查，4 家已通过上市委会议暂未提交注册

申请至证监会，3家提交注册申请，28家经证监会审核注册生效，2家终

止注册，28家公司在注册制下完成发行。

表 深交所注册制项目进度（北京地区）

在审状态

申报板块

总数 受理 问询 上市委会议通过 提交注册

注册结果

中止 终止注册生

效

不予注

册

终止注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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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主板

创业板 77 2 12 4 3 28 2 1 25

总计 77 2 12 4 3 28 2 1 25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启元资本

2. 上交所

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28 日，上交所主板注册制申报企业 40家，39 家

已受理，1家已问询。

科创板 869 家受理申报企业中，1家已受理，76家已问询，累计 185

家企业终止审查，10家中止审查，21家通过上市委审核，3 家暂缓审议，

38家通过上市委审核并提交注册到证监会，512 家经证监会审核注册生效，

22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但申请终止注册，1家企业证监会不予注册。

图 8 上交所注册制项目进度

在审状态

申报板块

总数 受理 问询

上市委会议

提交注册

注册结果

中止 终止
通过

暂缓审

议

注册生

效

不予注

册

终止注

册

上证主板 40 39 1

科创板 869 1 76 21 3 38 512 1 22 10 185

总计 909 40 77 21 3 38 512 1 22 10 185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启元资本

截止到 2023 年 2 月 28 日，北京地区提交主板申报的 2 家企业中，2

家已受理。

提交科创板申报的 112 家申报企业中，12 家处于问询回复阶段，21

家企业终止审查，2 家已审核通过，6 家通过上市委审核并提交注册到证

监会，68家经证监会审核注册生效，2 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的但申请终

止注册，1家企业证监会不予注册。

图 9 科创板注册制项目进度（北京地区）

在审状态

申报板块

总数 受理 问询 上市委会议通过 提交注册

注册结果

中止 终止注册生

效

不予注

册

终止注

册

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北京资本市场动态简报

- 9 -

上证主板 2 2

科创板 112 12 2 6 68 1 2 21

总计 114 2 12 2 6 68 1 2 21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启元资本

3. 北交所

截至 2 月 28 日，北交所 370 家受理申报企业中（包括北交所设立前

在核准制下发行的 82家企业），47家已问询，累计 103 家企业终止审查，

15家中止审查，5 家通过上市委会议暂未提交注册申请至证监会，8家提

交注册，192 家经证监会审核注册生效，其中 175 家已上市。

图 10 北交所申报项目进度

资料来源：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截至 2 月 28 日，北京市 38家申报北交所的企业中， 4家已问询，2

家中止审查，累计 14家企业终止审查，1家上市委会议审核通过，2家报

送证监会，15家注册生效且均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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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北交所申报项目进度（北京地区）

资料来源：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六）北京地区拟上市公司后备力量较为充裕，过会上市有序进行

2023 年 2月单月，北京地区新增辅导备案登记受理公司 6家，2家拟

上市北交所，4 家未披露拟上市板块。

表 2 北京地区辅导备案登记受理概览

企业名称 保荐机构 拟上市板 注册地 公司简介

数坤（北京）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未披露 昌平区

数坤科技致力于构建全球领先医疗

健康大脑“数字人体”，针对心脑

血管疾病和肿瘤等重大常见病和慢

病，自主研发了覆盖疾病筛查、辅

助诊断、治疗决策全流程的“数字

医生”产品组合，并成功应用于智

慧影像、智慧手术、智慧健康三大

领域。

北京索英电气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 未披露 海淀区

索英电气是国内专注于规模化储能

PCS 电气系统和高端电池测试的专

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储能双向变

流器（PCS）、一体化储能电气集成

舱、能量管理系统（EMS）、储充检

一体化系统、电池测试系统等。

北京昆仑联通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 未披露

石景山

区

作为一家全周期一站式 IT 运营服

务商，昆仑联通秉持初心，不忘使

命，在目前 IT 复杂度骤增，安全威

胁空前的技术变革时代，我们以专

业的水准和 20 余年的行业头部用

户技术积淀，为客户提供咨询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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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落地、运营优化，致力于“让

IT 更简单，让业务更安全”，大幅

降低客户选择成本、测试成本，减

少试错风险，降本增效，加速转型，

助力 IT 驱动业务快速发展。

北京云星宇交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 北交所 丰台区

云星宇是全国领先的高速公路智慧

交通综合服务商，公司的智慧交通

解决方案和产品在高速公路、城市

交通两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向

智慧交通全产业链和多领域服务拓

展。

北京华路时代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 北交所 海淀区

华路时代以“全球专业的软件服务

提供商”为发展目标，为国内外大

中型企事业单位提供高质量的软件

咨询、设计、开发及技术人才派遣

服务。

北京星辰天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未披露 海淀区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定义基础架

构业务的双高新技术企业，基于软

件定义的统一技术架构和混合云模

式的数据管理方案，为政企客户提

供以数据价值为核心的产品和服

务，帮助政企客户实现海量数据的

自如 “汇- 存 - 管 - 用”，推进

政企客户数据资产化升级、提升创

新效能。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北京有拟上市企业 187 家，其中已通过发审

会 21家，IPO 在审 43 家，在辅导未验收企业 123 家。北京 187 家拟上市

企业注册地分布在北京市 15 个区县（含经济开发区），其中海淀区 81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21家、朝阳区 20家、丰台区 11家、昌平区 10家、

顺义区 8 家、大兴区 8家、西城区 8 家、石景山区 6 家、东城区 5家、怀

柔区 4家、密云区 2家、房山区 1家、通州区 1家、平谷区 1家。

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启

元
资
本



北京资本市场动态简报

- 12 -

图 12 北京市拟上市企业注册区分布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三、再融资市场

（一）全国股权类融资活跃

2022 年全年，全国 IPO 首发上市 424 家，增发 361 家，配股 12 家，

发行可转债 145 家，发行可交换债 38家。

2023 年 1 至 2月，全国 IPO 首发上市 34 家，增发 68 家，配股 1 家，

发行可转债 15家，发行可交换债 2 家。2 月单月 IPO 首发上市 24 家，增

发 31 家，发行可转债 6 家，发行可交换债 1 家。

图 13 股权类融资事件数（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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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2022 年全年，全国 IPO 首发上市募集 5,867.57 亿元，增发募集

7,241.29 亿元，配股募集 615.27 亿元，发行可转债 2,667.06 亿元，发

行可交换债 432.94 亿元。股权类融资中增发募集资金总金额高于首发募

集资金。

2023 年 1 月至 2 月，全国 IPO 首发上市募集 317.96 亿元，增发募集

1,783.29 亿元，配股募集 18.54 亿元，发行可转债 120.11 亿元，发行可

交换债 27.14 亿元。2 月单月 IPO 首发上市募集 249.25 亿元，增发募集

799.59 亿元，发行可转债 56.18 亿元，发行可交换债 7.14 亿元。

图 14 股权类融资情况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二）全国增发市场活跃，北京地区公司增发事件较少

2023 年 1 月至 2 月全国上市公司增发家数 68 家，募集资金总额

1,783.29 亿元；北京地区上市公司 6 家增发，占全国比例 9%，募集资金

总额 461.48 亿元，占全国比例 26%。2 月单月全国上市公司增发家数 31

家，募集资金总额 799.59 亿元，北京地区 2月 2家上市公司增发，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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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总额 164.46 亿元。

图 15 增发公司家数和募集资金数量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三）可转债市场

2023 年 1月至 2月，全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家数 15家，募集资金

120.11 亿元，北京 2023 年以来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家数 1 家，募集资金

2.8 亿元。2023 年 2月全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家数 5家，募集资金总额

56.18 亿元，北京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家数 1家，募集资金 2.8 亿元。

图 16 可转债公司家数和募集资金数量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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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地区企业披露再融资预案情况

2023 年 2 月，北京地区 3 家上市公司披露增发预案，为中国能建、

时空科技、曲美家居，占 2023 年 2 月全国 36 家首次披露增发预案的 8%。

北京上市企业总计预计募资总额 161 亿元（已披露），占全国预计募资总

额 531 亿元的 30%。

四、新三板市场

（一）新三板新增挂牌数量有所回升，北京新增占比低于存量占比

新三板挂牌区域分布中，北京地区以 850 家挂牌公司占全国 6,567

家的 13%。

图 17 新三板总挂牌家数（截止至 2022 年 12 月单月）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近年来北京地区企业新增挂牌数量有所增加，2021 年全国新增挂牌

89 家企业，北京新增挂牌 2 家企业，占比 1%，2022 年全国新增挂牌企业

270 家，北京地区新增挂牌 26 家企业，占比 10%。

2023 年 1 月至 2 月全国新增挂牌企业 76家，较 2022 年同期 15 家大

幅增加 407%，其中北京地区 1 月至 2 月新增挂牌企业 13家，占比 17%。

图 18 2023年 1 月至 2月新增挂牌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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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表 3 2023 年北京地区挂牌企业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挂牌日 券商 所属证监会行业名称

873852.NQ 博能股份 2023/01/04 开源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3943.NQ 昌发展 2023/01/05 国融证券 商务服务业

873856.NQ 华科股份 2023/01/09 东兴证券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73910.NQ 北京检验 2023/01/11 天风证券 专业技术服务业

874037.NQ 华翔联信 2023/01/12 世纪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3976.NQ 今大禹 2023/01/16 首创证券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874000.NQ 南天智联 2023/02/15 开源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3694.NQ 北矿检测 2023/02/16 中信证券 专业技术服务业

874031.NQ 翰林航宇 2023/02/20 五矿证券 专用设备制造业

873861.NQ 良安科技 2023/02/21 西部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4109.NQ 唯源立康 2023/02/24 中泰证券 医药制造业

874028.NQ 道达天际 2023/02/28 首创证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874055.NQ 艾棣维欣 2023/02/28 中信证券 医药制造业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2023 年 1月至 2月全国摘牌 90家企业，较 2022 年同期 56 家企业增

加 61%，北京地区企业摘牌 7家，占全国的 8%。2 月单月北京地区无企业

摘牌。

（二）挂牌企业上市辅导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新三板挂牌企业中处于上市辅导阶段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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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家，从已披露的转板情况来看，拟上市北交所的企业有 281 家，拟上

市创业板的企业 43家，科创板 4 家，主板 8家。

北京地区挂牌企业处于上市辅导阶段的有 39 家，2月新增 2家。

五、资本市场服务机构

（一）保荐机构业务量

2023 年 1 月至 2 月，首发上市发行、增发、可转债的服务数量前十

机构名单如下。头部机构优势显著，前五大券商在各类业务中，优势较其

他券商显著。

表 4 券商服务项目排名

机构名称 首发 机构名称 增发 机构名称 可转债

中信建投证券 3 中信证券 13 中信证券 3

国金证券 3 华泰联合证券 12 华泰联合证券 1

国信证券 3 中信建投证券 9 中泰证券 1

中信证券 2 中国国际金融 7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1

国泰君安证券 2 中泰证券 4 招商证券 1

中泰证券 2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4 国金证券 1

兴业证券 2 海通证券 3 东吴证券 1

东吴证券 2 招商证券 3 国元证券 1

民生证券 2 国泰君安证券 2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1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2 兴业证券 2 浙商证券 1

前五大券商

业务量占比
36%

前五大券商

业务量占比
52%

前五大券商

业务量占比
41%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二）保荐机构过会率

2023年2月首发上市业务过会率整体为100%，增发项目过会率为100%，

可转债项目过会率为 100%。

表 5 2023 年 2 月券商过会率（所有业务）

主承销商 通过家次 审核公司总家次 过会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5 1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4 100%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4 100%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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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3 10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1 1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1 100%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1 1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1 1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1 100%

资料来源：同花顺 iFind，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

（三）中介机构服务北京拟上市企业情况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为北京拟上市企业提供辅导的券商有 47家。

中信证券以 27 家位列第一，中信建投证券 18家居第二，中金公司 18家

位列第三；业务较为集中的 17家券商为辖区 80%（150 家）拟上市企业提

供辅导服务。

六、重点政策内容解析

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接口》等 4 项金融行业标准

5 月 31 日，在“服务 18条”基础上，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结合市

场实际推出 24条优化自律监管服务的措施（简称“服务 24条”），支持

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恢复发展。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接口》《证券期货业

机构内部接口 账户管理》《证券期货业机构内部接口 资讯数据》《证券

期货业信息系统渗透测试指南》4项金融行业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接口》金融行业标准明确了证券公司开

展场外资金服务的业务流程及场景，并定义了业务报文的格式、要素、接

口形式，适用于证券公司场外资金结算系统与结算用户之间的数据交换。

标准的制定实施将有利于提升证券公司场外业务资金服务的自动化水平，

为实现场外业务的资金动态监测监管提供条件，对进一步规范场外业务发

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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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业机构内部接口 账户管理》和《证券期货业机构内部接

口 资讯数据》2 项金融行业标准，分别规范了机构内部账户管理业务系

统及资讯数据业务系统的数据接口，通过梳理核心业务模块之间的数据交

互场景，对数据接口的数据字段、数据格式、数据交互协议提出了相关要

求，对行业机构高效建立内部信息系统、实现跨平台资源共享具有指导意

义。

《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渗透测试指南》金融行业标准提供了一套通用

的信息系统渗透测试框架，为在渗透测试策划、设计、执行、结果以及风

险管理等环节，保障测试质量、控制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标准的实

施将有利于规范行业机构安全、稳定地开展渗透测试工作，强化信息系统

安全运行保障，提高行业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推进资本市场信息化建设，着力做好基础标准

制定工作，促进行业信息交换、信息安全等领域标准研制，不断夯实科技

监管基础。

七、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动态

（一）助力北京上市公司健康发展，“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

会”正式启动“钻石之星”百家企业专题报道正式启动

近年来，北京加大企业上市支持力度，通过实施“钻石工程”行动计

划，挖掘培育上市后备企业，形成分梯队、分行业的企业上市储备库，助

力优质企业加速对接资本市场。截至去年年底，平台所服务的 2019 科创

TOP100 企业及 2021“钻石之星”TOP100 上市后备企业中，已有 52 家企

业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30家企业处于申报或辅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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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创企业上市服务，早在 2018 年 5 月，北京市市委发布《关于

进一步支持企业上市发展的意见》，对推动企业上市发展提出纲领性指导

意见，提出建立市级企业上市服务平台，启元资本应运而生。2019 年 10

月，启元资本发布了北京科创 100 名单及上市培育赋能计划。2020 年 4

月，启元资本发布“科创钻石指数”。2020 年 7 月，北京金融监管局发

布《北京市上市公司“钻石工程”行动计划（2020-2022）》。2021 年及

2022 年，平台均开展了“钻石之星”上市后备企业培育计划，为拟上市

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培育服务。

2022 年“钻石之星”通过企业自主报名和机构推荐报名共计参与企

业 435 家，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等产业领域。平台依据自主研发的“钻石指数”，运用数据挖掘模型和

分类算法等技术手段，对企业科创属性的全面研判。最后通过系统打分与

专家委员会评估相结合，为主动申报及系统筛选的一千余家企业进行“钻

石之星”打分，最终形成 2022“钻石之星”top100 榜单。

2022“钻石之星”TOP100 上市后备企业榜单发布，旨在利用北京企

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启元资本）的专业能力及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落地

孵化、产业加速、投融资对接、上市挂牌，培育出一批核心技术过硬、市

场竞争力强、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分行业、分层次、分梯队建立北京市

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推动其上市及健康发展。

为此，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立足职能，开展“钻石之星”百家

企业专题报道，依托平台新媒体矩阵，加大对上榜企业的品牌推广力度，

提供周到的宣传推介服务，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知名度和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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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榜的 100 家企业从企业成长性来看，根据已有数据统计显示，企业

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 54.92%，87.67%左右的企业 21年营收增长

率为正值，最高为 768.46%。79.41%左右的企业 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正

值，最高为 1649.26%。

（二）线上培训，有条不絮的开展

2023 年 2 月，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开展了 3 期线上培训。3

期主题分别是：《交易所审核问询之关联交易》、《IPO 上市审核问询之

同业竞争》、《全面注册制规则解读之信息披露》。培训共计 150 余人次

参与。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自身专业研究能力，持续输出专业

研究报告，对全国及首都资本市场概况、科创版特征等领域进行深入全面

研究。同时，平台推出了高管训练营、私募可转债、上市信用贷、智能

IPO、上市直通车等服务产品。面向上市公司，平台（启元资本）立足北

京市和中关村的资源优势，还可提供战略投资者导入、优质并购标对接、

股权债权融资等一系列服务。

本报告由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运营主体，北京启元资本市场发展服

务有限公司编制，相关工作联系方式如下：

市场部：侯磊 13552017718 李岳贇 18518633599

编制单位简介：
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促进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2018 年 5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

企业上市发展的意见》印发，提出了成立“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的政策目标。2018 年 6 月，在市金融监管局、北京证

监局、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经信委和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下，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牵头成立了北京启元资本市场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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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的运营主体，启元资本成立两年来，聚焦培育首都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北京企业上市发

展持续发展，基本形成了集入库评估、上市培育、综合金融、政策落地、上市后动态跟踪 等服务为一体的业务体系，在首都资

本市场发展中发挥了“连接器”和“插线板”的作用。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运营主体北京启元资本市场发展服务有限公司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本报告及其所载的

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未考虑到任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特殊需要，不能成为或被视为

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券或其它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不能确保

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北

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的客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资产品的适合

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

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研究员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研究员或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的任何

成员及其董事、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

担的责任外，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任何成员不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

讨论的信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

判断。本报告仅反映研究员在撰写本报告时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免生疑问，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北

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成员的立场。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北京企业上市综合

服务平台本身网站以外的资料，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

链接（包括连接到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

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

可随时更改，毋须提前通知。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

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

的保障。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预测只是反映研究员在本报告所载日期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中涉及证券或金融工

具的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能出现上升或下跌。部分投资可能不会轻易变现，可能在出售或变现投资时存在难度。同样，阁下获

得有关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信息也存在困难。本报告中包含或涉及的投资及服务可能未必适合阁下。如上所述，阁下须在

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包括买卖本报告涉及的任何证券，寻求阁下相关投资顾问的意见。北京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及其附

属及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

报：北京证监局、市科委、市经信局、市金融监管局、中关村管

委会、中关村发展集团、上交所北方基地、深交所北京中心、中

关村示范区各分园、各区金融办（工作部门）

编校：徐雨芊、李岳贇 核签：张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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