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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周，三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较上周分别上涨和下跌。其中，三板成指上涨 0.04%，收于 1237.28；创业

板成指下跌 2.3%，收于 1759.63。 

本周，新三板成交量和成交额较上周均上涨。本 周新三板成交量为 9.62 亿股，较上周成交量 8.33 亿

股，上涨 15.52%。新三板本周成交额为 51.77 亿元，较上周 45.96 亿元，上涨 12.65%。成交量较多的

前三行业为：金融 2.98 亿股、信息技术 1.86 亿股、工业 1.53 亿股。成交额较大的前三行业为：信息技

术 13.32 亿元、 工业 8.72 亿元、材料 8.1 亿元。本周新三板的 PE 和 PB 分别为 39.48 和 3.34。剔除金

融，本周市盈率排前三的是电信服务（38.97）、医疗保健（32.53）、金融（29.09）；市净率排前三的

是电信服务（5.17）、医疗保健（4.94）、可选消费（4.54）。 

本周，创业板指数和三板做市指数较上周均下跌。本周，创业板成指下跌 2.3%，收于 1759.63；三板做

市下跌 0.75%，收于 1079.40。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量和成交额环比均上涨。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量为 3.34

亿股，较上周 3.33 亿股，上涨 0.17%。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额为 18.32 亿元，较上周 15.88 亿元，上涨

15.38%。本周 PE 和 PB 分别为 38.79 和 2.74。 

本周做市板块有 340 家做市企业涨跌幅为正。已做市的新三板股票当中，本周涨幅前三的分别是财安金融

（36.89%）、能龙教育（33.04%）、华源股份（27.44%）；本周跌幅前三的分别是润成科技（-

25.67%）、海斯迪（-23.66%）、楼市通网（-23.34%）。 

本周共有 62 家公司公布增发配股方案，合计拟募集资金 75.20 亿元。 

本周共有 31 家公司公告在新三板挂牌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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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伊秀股份、超能国际开始做市。 

 

要闻一览： 

1、新三板创新层名单“九一分化” 董秘资格意外成为拦路虎 

2、新三板监管趋严 1 元式定增难成行 

3、创新层企业相关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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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新三板交易情况 

（一）总体交易情况 

1、三板成指 

本周，三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较上周分别上涨和下跌。其中，三板成指上涨 0.04%，收于 1237.28；创业

板成指下跌 2.3%，收于 1759.63。 

 

 

2、新三板量价 

本周，新三板成交量和成交额较上周均上涨。本周新三板成交量为 9.62 亿股，较上周成交量 8.33 亿股，

上涨 15.52%。新三板本周成交额为 51.77 亿元，较上周 45.96 亿元，上涨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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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三板估值 

本周，新三板 PE、PB 较上周分别上涨和持平。上周，新三板的 PE 和 PB 分别为 39.29 和 3.34。本周新

三板的 PE 和 PB 分别为 39.48 和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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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行业交易情况 

1、分行业涨跌幅 

本周，日常消费、金融和材料涨幅明显。本周涨幅前三的分别是日常消费（3.23%）、金融（0.7%）、材料

（0.51%）；本周跌幅前三的分别是医疗保健（-5.67%）、电信服务（-4.67%）、公用事业（-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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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行业量价 

本周，金融、信息技术和工业成交量最大；信息技术、工业和材料成交额最大。成交量较多的前三行业

为：金融 2.98 亿股、信息技术 1.86 亿股、工业 1.53 亿股。成交额较大的前三行业为：信息技术 13.32

亿元、工业 8.72 亿元、材料 8.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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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行业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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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电信服务、医疗保健和金融市盈率位列前三；电信服务、医疗保健和可选消费市净率位列前三

甲。剔除金融，本周市盈率排前三的是电信服务（38.97）、医疗保健（32.53）、金融（29.09）；市净率

排前三的是电信服务（5.17）、医疗保健（4.94）、可选消费（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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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市板块交易情况 

（一）整体交易情况 

1、三板做市 

本周，创业板指数和三板做市指数较上周均下跌。本周，创业板成指下跌 2.3%，收于 1759.63；三

板做市下跌 0.75%，收于 1079.40。 

 

 

2、做市板块量价 

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量和成交额环比均上涨。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量为 3.34 亿股，较上周 3.33 亿股，上涨

0.17%。本周做市板块成交额为 18.32 亿元，较上周 15.88 亿元，上涨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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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市板块估值 

本周，做市板块 PE、PB 较上周均下跌。上周，三板做市板块的 PE 和 PB 分别为 38.94 和 2.76。本周 PE

和 PB 分别为 38.79 和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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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股交易情况 

本周做市板块有 340 家做市企业涨跌幅为正。已做市的新三板股票当中，本周涨幅前三的分别是财安

金融（36.89%）、能龙教育（33.04%）、华源股份（27.44%）；本周跌幅前三的分别是润成科技（-25.67%）、

海斯迪（-23.66%）、楼市通网（-23.34%）。 

财安金融：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开始做市转让，股价正常波动。公司是上海财经大学旗下产业，

成立于 1999 年 5 月，注册资本 3529.41 万元，现有员工 3000 余人，是国内较早涉足金融服务领域的专

业外包公司，公司的业务部门主要有金融呼叫中心、金融文员物流、智慧大堂、ITO 信息技术、金融业务培

训、财安金融研究院等六大事业部，业务范围包括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呼叫中心、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

信息技术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等五大类四十多个品种，并先后在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山东、

辽宁、黑龙江、广东等省市设立了 19 余家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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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龙教育：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始做市转让。股价正常波动。公司专注于教育信息化产品的研

发与推广，是中国 K12 教育领域最大的信息服务运营商之一。公司主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为基于中国电信

宽带、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开发和运营的“翼校通”系列产品。翼校通产品线丰富，通过建立基于通信网

络的教育信息化体系，满足教育主管部门的现代化管理需求、学校的信息化升级需求、教师的教务管理需

求、家长的辅导需求以及学生的在线教育需求。公司致力于通过教育信息化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公平

化。 

华源股份：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开始做市转让。股价正常波动。公司主要从事建筑工程的设计及

勘察、咨询等相关业务，现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甲级设计资质证书”，江苏省建

设厅颁发的“乙级工程勘察证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工程咨询单位丙级资格证书”，江苏

省建设厅颁发的“城乡规划编制丙级资质证书”，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设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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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周刊 2017/5/22-2017/5/26 

15 
 

三、融资情况 

本周共有 62 家公司公布增发配股方案，合计拟募集资金 75.20 亿元。各 行业拟融资资金情况：房地产

业 4284 万元；建筑业 1.04 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5 亿元；金融业 40.60 亿元；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 1.80 亿元；农、林、牧、渔业 4136 万元；批发和零售业 1.70 亿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7200 万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63 亿元；制造业 18.52 亿元；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1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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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挂牌公司 

本周共有 31 家公司公告在新三板挂牌转让。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 家；金融业 1 家；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 家；农、林、牧、渔业 1 家；批发和零售业 4 家；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 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 家；制造业 15 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 家。 

华亿股份： 公司创建于 2005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工程咨询、设计、工程总承包和设备销售业务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的工程设计、连续化工程技 术设计及总承包业务，主要服务

于石油、化工和医药三大行业，着重于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的安全、环保、节能的工程技术及新装备的研

究、推广和应用。 

中望软件：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CAD 平台软件研发与推广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重点软件企业、

国际 CAD 联盟 ITC 在中国大陆的首位核心成员。公司于 1998 年正 式注册成立，现有员工 400 人，研发

技术人员 150 人。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国际 ITC 组织内最具实力的软件公司之一，

是中国最大、最 专业的 CAD 平台软件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在北京、上海、武汉设立了分公司。公

司主要是为客户提供 CAD 正版解决方案，目前中望 CAD 已畅销中国、 美国、法国、墨西哥、南非、菲律

宾、巴西、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葡萄牙、泰国、印度、新加坡、罗马尼亚等 80 个国家和地区。 

美佳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合成革、人造革涂饰剂及配套皮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精细化工

企业。公司主要产品为皮革涂饰剂，包括溶剂型涂饰剂及水性涂饰剂，用 于 PVC 人造革及 PU 合成革。公

司不仅为制革企业提供符合其需求的皮革化学品，更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即客户开发产品信息收集和产

品应用进展及工艺探讨。 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创新和积累，公司取得了一系列行业领先水平技术成果，

且系统地掌握了皮革涂饰剂制造的关键技术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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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做市公司 

本周，伊秀股份、超能国际开始做市。在本周新增做市企业中，1 家为住宿和餐饮业，1 家为批发和零售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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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要闻一览 

（注：据 5 月 30 日股转公司公布的创新层正式名单显示，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为 1393 家。因信息公布较

晚的原因，部分新闻内容中关于创新层企业数量的计量口径仍为 5 月 21 日股转公司公布的创新层初入围

名单 1329 家。） 

1、新三板创新层名单“九一分化” 董秘资格意外成为拦路虎 

此次创新层换血幅度很大。在 1329 家企业中，原本就位于创新层的“老成员”有 619 家，新调入

710 家，而 321 家公司从创新层中被调出。也就是说，近 4 成第一批成员无法维持创新层资格。 

5 月 21 日晚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悄然公布了最新一期创新层挂牌

公司的初步筛选名单。 

从数量上看，入围的 1329 家企业相比首批创新层挂牌企业的数量有了一定的提升，去年入围的首批

企业数量为 953 家。但事实上，从入围创新层企业占比全部企业的数量来看，创新层依旧是少数派。 

“从今年企业入围的数量来看，仍旧是‘九一比例’的分化。在此之前监管层曾经有声音说想扩大创

新层的范围，但符合三套标准的企业确实就只有这么多。另外，上一年一些淘汰的企业并不是不满足条

件，而是有一部分企业因为并购或者 IPO 的原因自愿放弃创新层的资格。”中金公司投行部一位人士表

示。 

维持“九一分化” 

此次初步入围的企业有 1329 家，而截至 5 月 22 日，新三板全部挂牌企业的数量为 11271 家，入围

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例为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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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时候，企业的比例也是‘九一分化’，从运行一年的情况来看，创新层企业的问题也不少，

企业规范问题被认为是政策红利未推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今年这一比例也是监管层思路的延续，要

对创新层保持换血，同时也不太可能将创新层扩充至 4000 多家，至少在现有的标准下就只能筛选出这么

多符合标准的企业。”一位中信证券区域投行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创新层换血幅度很大。在 1329 家企业中，原本就位于创新层的“老成员”有

619 家，新调入 710 家，而 321 家公司从创新层中被调出。也就是说，近 4 成第一批成员无法维持创新

层资格。 

对此，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新三板研究负责人诸海滨表示：“我们认为真正导致调出创新层重要原因或

是共同标准过严，一部分公司因为没有达到共同标准(交易天数+合格账户数+做市商数)。另一部分公司则

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如未能通过董秘资格考试获得资格证等，当然也有部分公司主动选择放弃申报。” 

“本次新调入的 710 家公司中，观察其挂牌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5-2016 以后新挂牌企业。从行业

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文化传媒和互联网。” 诸海滨表示。 

无论如何，现阶段入围创新层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距离政策红利更近的一种选择，尤其是此次新晋的企

业更期待政策红利能尽快释放。 

此次入围创新层的挂牌公司亿玛在线(836346.OC)CFO 张荣表示：“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里程

碑。未来期待新三板包括创新层进一步出台利好政策，提高流动性和活跃度，给企业公允定价和正常交易

融资等更接近于主板市场的功能。” 

另一家新晋创新层企业百姓网(836012.OC)董秘高奕峰也表示，“入围创新层只是新征程的开始，和

其他 1300 多家创新层公司一样，百姓网也期望创新层能有更好的‘政策红利’。” 

董秘资格成为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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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无法满足三项标准之外，还有一项意外的因素制约了诸多企业维持或冲击创新

层。 

这便是公司董秘要获取全国股转系统认定的董秘资格。根据去年全国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进入创新层的挂牌公司应当按照第 7 条的规定，设立

董事会秘书并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同时董事会秘书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取得资格证书。 

而新三板董秘组织“董秘一家人”近两日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董秘资格影响了公司维持或者冲击创新

层。 

在“董秘一家人”的调研中，有 18 家公司因为董秘没有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的董秘资格考试，从而错

失维持创新层的机会。另外，参与调研 127 家冲击创新层失败的公司当中，有 33 家公司的董秘未通过考

试。 

华南地区一家未通过考试的董秘表示：“尽管监管层在分层之前安排了 3 次考试，但公司年初事务较

多，同时又叠加了年报披露期，分身乏术。但因为自己没有获得董秘资格证，影响公司不能上创新层心里

还是很愧疚的。” 

据了解，全国股转系统在近期安排的前三期董秘资格考试通过率确实不高。一位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

士透露，基础层企业董秘的通过率不足 70%。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资格证书董秘的行情急涨。一些满足进入创新层其他条件，仅缺获得董秘

证书董秘的公司开始着急在近几天的时间里找寻合适人选。 

一位帮忙物色董秘的市场人士透露：“公司方面非常着急，不想因为董秘资格的原因被拒创新层之

外，目前公司开出的价格是胜任者年薪 30 万元以及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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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董秘资格错失创新层机会着实遗憾。前述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表示，“今年全国股转系统还会

再安排第四次董秘资格考试，目的就是让更多公司的董秘可以有机会通过考试。” 

2、新三板监管趋严 1 元式定增难成行 

今年以来，新三板仅有 18 家挂牌公司发布了“1 元”定增预案，实施完成的也仅有 3 家，这一数量

与往年相比可谓大幅缩水;另有安明斯、永宏电气和中焯股份等三家公司，最终终止发行“1 元式”定增。

据华东地区某券商新三板融资部资深人士透露：“根据股转系统最新的意见精神，对新三板的定增，现在

一般的原则是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价格发行，也不能低于上次发行价。” 

再融资新政之下，如今 A 股公司的定增定价机制已完全“随行就市”，套利价差基本不复存在;而同

时，对新三板市场来说，定增的“自由定价”向来是其特色。不过，近期监管部门已对其中争议颇多的超

低价定增予以关注，审查渐趋严格。 

据东方财富 Choice 金融终端统计，截至 5 月 23 日，今年以来推出逾百元定增的新三板公司合计 14

家。其中，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出品公司嘉行传媒在大获成功后，旋即抛出发行价格高达 250

元/股的定增预案;类似还有纵目科技，刚在新三板挂牌两天便发布定增价高达 460.8 元/股的融资计划。 

再看另一极端，超低价的“1 元定增”亦屡见不鲜。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18 家新三板挂牌公

司推出了“1 元定增”，其中 3 家实施完成。“与前两年相比，‘1 元式’低价定增的案例数量大大减少，这

与监管机构对低价定增监管趋严有关。”上海某知名券商新三板负责人透露：“尤其对内部人低价参与定

增，更是严格审查。” 

1 元定增 “自家人”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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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月 5 日，新三板公司仁会生物发布期权激励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拟以每股 1 元的价格定增

51.3 万股，募集资金 51.3 万元。本次定向增发的对象为七名自然人，系公司拟认定核心员工，其中在公

司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四人;除一名拟认定核心员工外，其余六人还均为在册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布该定增方案当天，仁会生物在新三板二级市场的开盘价为 37 元/股，收盘价为

36.16 元/股。尽管与当前 16197 万股的总股本相比，51.3 万股的定增规模“袖珍”，但与仁会生物今年

以来基本在 30 元至 40 元之间震荡的股价相比(近期有所下跌)，1 元/股的定增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事实上，在新三板挂牌公司中，除了仁会生物此种内部相关人员参与定增的案例，由控股方“家族”

低价包揽定增的案例也是时有出现。 

如英虎网络拟以 1 元/股的价格发行 1094 万股，六名认购者中五名是“近亲”关系：郭汉洲、邱如英

夫妇为英虎网络的实际控制人，二者系夫妻关系;邱如英、邱己瑜、邱如燕三人为兄弟姐妹关系;郭汉洲、

李妙丽为表兄妹关系。最后一名认购者梁载伟虽与其他五名认购者非近亲关系，但其曾就职于百度运营

部，目前为英虎网络跨境营销事业部总监，对于以跨境电商营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英虎网络而言，也属于

实实在在的“核心”人员。 

综合来看，据统计整理，今年以来，已推出“1 元定增”的新三板公司达 18 家，其中约四分之三的

发行对象是挂牌公司的大股东、股东及大股东关联方。 

甚至还有公司欲借“1 元定增”直接易主。如今年 2 月 28 日，安明斯发布股票发行方案，欲以

1.008 元/股的价格发行 6111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160 万元。此次参与定增的认购者只有一名，

即上市公司深中华 A。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深中华 A 持有安明斯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55%，将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尽管之后安明斯终止了此次股票发行，但欲以“1 元定增”易主其实也并非其首创。 

低价定增需解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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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机构和中小股东的眼里，“1 元式”的低价定增尽管不能绝对说全是利益输送，但“内部价”

“亲情价”的比例颇高，因此普遍受到诟病。与主板市场明确了上市公司定增价格应随行就市(以发行期首

日为定价基准日)相比，新三板的定增定价制度尚不够完善。 

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今年 1 月 11 日，固安信通发布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就 2016 年股东大会通过的

股票发行方案进行落地安排。该股票发行方案拟定向发行不超过 201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3 元。经查阅

公司上一轮的定增方案发现，此次 3 元/股的定增发行价格仅仅是其上一轮定增价 9.5 元/股的 3.2 折。公

告同时还称，根据该公司现行有效章程对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规定，公司在册股东均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

优先认购权。 

此后，这份“三折”定增方案在临时股东大会上遭遇了合计 320 万股的反对票，但最终，反对票数还

是不足以影响到本次股票发行。有券商人士对此表示，相对固安信通目前的总股本 7339 万股来说，新发

行的 2010 万股对原有股东股权的稀释是确定无疑的，稀释比例也较大，公司(低价定增)的做法欠妥，没

有照顾到原有股东的利益。 

那么，对于新三板公司实施定增方案的价格制定，全国股转系统可援用哪些相应的法律法规或业务规

则加以规范呢?在全国股转系统官网上查阅公司业务类规则发现，对于挂牌公司定增价格的成文性规定趋

向于原则性。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一章第五条规定：挂牌公司、

主办券商选择发行对象确定价格或者发行价格区间，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

益。而在实际操作中，新三板挂牌公司定增价格更多的是企业与投资者博弈后的结果。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海霞表示：“新三板挂牌公司‘1 元式’的低价定增很多是面

向公司内部高管或者控股方亲属的非公开发行，如果增发方案中的解释和说明说服力不够，则无法排除利

益输送的嫌疑。按说，企业和投资方参照公司净资产和未来发展，双方协商确定好定增价格之后，券商要

相应发布定增价格的合理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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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趋严 新案例数量大减 

今年以来，在接近半年的时间内，仅有 18 家挂牌公司发布了“1 元”定增预案，实施完成的也仅为 3

家，这一数量与往年相比可谓大幅缩水。截至目前，除安明斯外，最终终止发行的“1 元定增”的还有两

家，分别为永宏电气和中焯股份。 

其中，永宏电气在今年 2 月 15 日公布股票发行方案，在 4 月 21 日便被董事会推翻，理由是“拟重

新制定股票发行价格”，公司决定终止此次股票发行。 

另外一家终止“1 元定增”的中焯股份则把理由说得更加直白：“因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为 2.15 元，远远超过了本次每股 1 元的发行价格，经与认购对象协商，决定终止本次股票

发行。” 

据了解，今年开始，全国股转系统对于新三板的“1 元式”低价定增，流露出更为严格的监管思路。

据华东地区某券商新三板融资部资深人士透露：“根据股转系统最新的意见精神，对新三板的定增，现在

一般的原则是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价格发行，也不能低于上次发行价。” 

“但是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不是说肯定不行，低价定增的企业必须要解释定增价格的合理性，甚至都会

被问及有没有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果涉及到员工则会被问及股份支付的问题，但凡解释不合理

者，定增被‘卡’的可能性非常大。”上海某知名券商新三板负责人如是说。 

3、 创新层企业相关数据统计 

1）北京地区准创新层企业数最多，占比 17.2% 

从 1329 家准创新层企业的城市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当仁不让的处于第一梯队，这次入选创新层初

选名单的企业数分别为 228 家、132 家；深圳紧随其后，其入选名单企业数为 100 家。排名前 10 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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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还包括广州（55 家）、杭州（39 家）、苏州（35 家）、武汉（26 家）、郑州（24 家）、南京（24

家）、济南（23 家）。 

 

2）制造业准创新层企业数最多，共 573 家 

以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来看，准创新层企业中制造业有 573 家，占准创新层企业数 1329 家的

4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共 333 家，占总数的 25%；批发和零售业的 71 家，占

总数的 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共 59 家，占总数的 4.4%；建筑业共 58 家，占总数的 4.4%；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共 45 家，占总数的 3.4%；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8 家，占总数的 2.9%；农、

林、牧、渔业的共 37 家，占总数的 2.8%；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5 家、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 23 家、房地产业 17 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类企业 16 家、金融业 12 家、教

育业 8 家、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7 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它服务业 4 家、采矿业 1 家、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 家、住宿和餐饮业 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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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2%的准创新层企业采取协议转让 

从 1329 家拟准创新层企业的转让方式来看，采用协议转让的企业为 773 家，占全部准创新层企业数

的 58.2%；采用做市转让的企业数为 556 家，占全部准创新层企业数的 41.8%。而于新三板整体市场

中，这一数值分别为：协议转让家数为 9642，占比为 85.97%，做市转让家数为 1573 家，占比为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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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 1329 家准创新层企业在新三板市场中的所属分层来看，有 710 家企业原属于基础层，这也就

意味着这 710 家企业有望冲层成功，其占比为 53.4%。其余 619 家准创新层企业原本属于就创新层，说

明这 619 家企业有望保层成功，其占比为 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