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股转公司微讲堂栏

目，本期微讲堂将为您带来分层管理办法的介绍。 

党中央、国务院对新三板改革高度重视。今年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也首次对稳步推进新三板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

修订《分层办法》，完善分层制度，就是落实全面深化新三板

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 

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各项措施落地实施后，新三板市场

将形成“基础层-创新层-精选层”三个层次的市场结构，将

进一步畅通企业递进式发展路径，精准满足不同类型、不同

发展阶段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更好地发挥新三板服务中小企

业和民营经济的作用。 

总体来说，不同市场层级的功能定位和制度安排既有所

差异，又相互衔接。各层级的融资、交易等功能逐层增强，

投资者数量和类型逐层增加，相应的，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



公众化水平要求逐层提高，监管标准逐层趋严，实现不同层

级公司挂牌成本和收益相匹配，切实提高企业获得感。 

让我们分开来介绍各个层级的定位与功能吧。 

基础层定位于企业储备和规范，仅要求企业满足挂牌条

件，对公众化水平不作要求，在匹配基本融资交易功能和较

高的投资者适当性标准的基础上实施底线监管，体现新三板

市场对于中小企业的包容性。 

创新层主要功能是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培育，要求

企业具备较好的财务状况，或较高的市场认可度，达到一定

的公众化水平，匹配较为高效的融资交易功能，适中的投资

者适当性标准，帮助企业抓住发展机遇做大做强。 

新设立的精选层则定位于承载财务状况良好、市场认可

度较高、具有较强公众化水平的优质企业，匹配与其股权结

构相适应的交易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对精选层公司严格监

管，为精选层公司提供转板上市通道，为企业发展提供多元

选择。 

首先，我们来详细说说关于精选层的相关内容： 

增设精选层是本次新三板改革的关键措施之一，如何进

入精选层，主要包括精选层条件的设置、挂牌公司进入精选

层的路径以及层级调整安排几个方面。需要明确的是，进入

精选层与公开发行是一个双向绑定的关系，公司进入精选层

必须完成公开发行，反之，完成公开发行的公司也必须进入



精选层。精选层条件分为主体条件、财务条件、公众化水平，

以及不得进入精选层的负面情形。关于主体条件，《分层办法》

规定，在全国股转系统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的创新层挂牌公

司，可以申请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精选层进入的财务条

件遵循公开发行市值和财务稳健性要求高低匹配的原则，综

合运用盈利能力、成长性、研发能力等多元化标准，兼顾覆

盖不同类型、规模和行业企业，设置四套进入条件，企业符

合其一即可。具体指标数值的设置高于创新层，总体低于科

创板上市条件和创业板公司平均水平，实现新三板市场内部

的层级递进，多层次资本市场错位发展。具体来说，精选层

的四套财务条件分别是： 

（一）市值不低于 2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

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8%，或者最近一年

净利润不低于 2500万元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 

（二）市值不低于 4 亿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

于 1 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最近一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正； 

（三）市值不低于 8 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

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占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合计比例

不低于 8%； 

（四）市值不低于 15 亿元，最近两年研发投入合计不低

于 5000万元。 



其中，市值是指以挂牌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价格计算的股票市值。 

标准 1 着重遴选已有稳定高效盈利模式、较强盈利能力

的公司，财务指标为主，市值指标取底线标准，最近 2年的

盈利标准是在创新层条件基础上的递进提高。标准 2 侧重关

注盈利模式清晰，业务快速发展的成长型公司。标准 3 主要

针对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且研发成果产业化已初具规模的

研发型企业。标准 4 主要面向市场高度认可、研发创新能力

强的创新型企业，要求企业有持续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但

不对企业收入和盈利作要求。 

我们再来说说公众化水平，公众化水平即完成公开发行

后的股权分散度，这是境内外证券市场常用的上市挂牌条件，

精选层也设置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入条件：公开发行的股份

不少于 100万股，发行对象不少于 100人；公开发行后，公

司股本总额不少于 3000万元；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

少于 200人，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

股本总额的 10%。 

精选层进入的负面清单，主要考虑：一是对接《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不得公开发行的禁止性规定；

二是与创新层负面清单管理的基本逻辑保持一致；三是针对

精选层公司特点提出经营稳定性、独立性等更高要求。 



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创新层的相关内容。 

本次《分层办法》的修订，对创新层的核心条件基本保

持不变，进行了适度调整，一是取消了发行融资的时限要求，

由现行的“最近 12 个月内完成过发行融资”，修改为挂牌以

来完成过定向发行，主要考虑是尊重企业对发行融资时点的

自主选择。二是适当调整了创新层进入的负面情形，与精选

层逻辑保持一致。 

本次修订还明确了申请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的具体条

件，主要财务条件与挂牌公司进入创新层相同。根据创新层

第三套财务条件进入的申请挂牌公司，需要挂牌同时即采用

做市交易方式，挂牌同时定向发行融资金额达到规定数额的，

且 6家做市商的做市库存股均通过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

取得，企业可以挂牌同时进入创新层。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层级调整的相关事宜： 

关于精选层的进入，以及挂牌同时进入创新层，前面我

们已经详细介绍了，除了以上两种情形外，全国股转公司每

年 4 月 30 日启动定期分层调整工作，精选层和创新层公司

触发相应层级定期退出情形的，将其调整出精选层或创新层，

其中，被调出精选层的公司，如果符合创新层进入条件，调

入创新层，不符合的，则调入基础层。 

精选层和创新层公司触发相应层级即时退出情形的，全

国股转公司自该情形认定之日起 5个交易日内启动即时层级



调整工作，直接将其调出精选层或创新层。 

精选层的降层，精选层降层分为“定期退出+即时退出”

两类。定期退出情形主要为精选层公司财务方面出现问题，

如业绩大幅下滑、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等；即时退出情形主要

为精选层公司在公众化水平和规范运作方面出现问题，如精

选层公司因未能规范运作，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被采取了较为

严重的违规处理措施的，即时降层。针对精选层的调层安排，

还设置了专门的调层风险警示，精选层公司触发调层情形的，

全国股转公司在将其调出精选层前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风险

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公告。 

创新层的降层，同样遵循“定期退出+临时退出”的安

排，在定期退出方面，增加了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极低的

情形；在即时退出方面，增加了合格投资者人数长期少于 50

人，股价长期低于面值等情形。主要目的是将财务状况严重

恶化或者达不到股权分散度条件的公司尽快调出创新层，保

障创新层的整体质量。 

针对因触发即时调整情形被调出精选层或创新层的挂

牌公司，还设置了降层“冷却期”。对于因信息披露虚假记载

而被调层的公司，从严把控其再次进入更高层级的时间，要

求间隔 24 个月；对于因股权分散度等其他情形而被即时调

层的公司，要求其稳定运行 12个月后才能进入更高层级。 

好啦，本期微讲堂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



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讲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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