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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殷嘱托，勇担使命任务，奋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9 月 1 日，在北

交所设立两周年之际，证监会发布《关于

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简

称《意见》），全面部署改革举措，为高质量

建设北交所划定了清晰的改革发展路线

图。江西证监局积极响应《意见》，引导地

方抢抓北交所改革政策窗口期、发展机遇

期，联合省金融监管局等省直部门全方位

挖掘优质上市后备资源，夯实北交所高质

量建设基础。

江西证监局进一步强化高质量建设

北交所合力，持续掀起北交所改革宣传热

潮，让《意见》精神走进政府、走进企业、走

进中介机构、走进投资者。“江西证监局坚

持好中选好、优中选优原则，奋力推动 1 至

2 家江西优质企业进入北交所新一轮改革

首批落地企业名单。”日前，江西日报深度

对话江西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匡晓凤。

牵住“牛鼻子”
把握改革东风精准发力

设立北交所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决

策部署，也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全新

探索。《意见》的推出，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

是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全新探索。

匡晓凤说，从宏观层面来看，《意见》提升

了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随着我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一大批创新

成色足、成长潜力大、符合北交所条件的优质

企业，迫切需要畅通、便利的融资渠道。北交

所聚焦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为科技自立自

强提供了试验田。此次北交所改革以高质量

扩容为牵引，以优化投融资结构和协同推动

为依托，以关键制度创新为突破，市场发展基

础和环境将进一步夯实，服务国家战略的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有利于支持中小企业和民

营经济发展，坚持了“两个毫不动摇”，更好地

服务宏观经济稳增长、稳就业大局；有利于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培育发展新

动能，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中观层面来看，将进一步助力我省制

造 业 重 点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建 设“1269”行 动 计

划。当前，省委、省政府正以打造 12 个重点产

业链、6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抓手，构建以数

字经济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这不仅需要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大做

强，还需要大量的中小企业融入龙头和“链

主”企业协作配套链条，形成产业链企业协作

共同体。《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优质中小企

业不挂牌直接在北交所上市，优化了新三板

“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的计算标准和辅导备案

等程序要求，优化了发行底价制度和新股发

行战略配售安排，大大降低了企业上市成本

和等待时间。今后，北交所将更精准高效地

服务“专精特新”、专业化“小巨人”和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以及“独角兽”“瞪羚”企业，助

力我省先进制造集群的链主企业和中小企业

科技创新，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江

西产业链迈向中高端。

从微观层面来看，给予了江西本土金融

机构新的发展机遇。北交所的高质量建设，

离不开券商的支持和付出，也意味着其北交

所业务的全面扩容。我省两家本土券商国盛

和中航，过去在北交所和新三板业务开展得

不算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意见》提出加快

高质量上市公司供给、扩大做市商队伍、推出

转融通和做市借券业务、扩大融资融券标的

范围等举措，将进一步扩大券商投行、做市、

经纪业务范围。《意见》明确要形成支持证券

公司深度参与北交所建设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对中小券商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意

见》支持地方发挥投资引领作用，设立面向北

交所市场的创投、并购、投资等专项基金，允

许私募股权基金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其上市前

已持有的北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目前，我省

正在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千亿元级产业投

资基金群，此次改革有利于其更好地“投早投

小投科技”。江西本土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

业务能力，制定相应计划目标，调整业务模

式，积极主动拥抱北交所高质量发展机遇。

聚力“补短板”
释放政策红利培植沃土

近年来，江西北交所市场在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下，在“映山红行动”大力实施下，实

现了稳起步。“目前，我省已有北交所上市公

司 3 家，并列全国第 16 位。和经济发达及其

他中部省份比，江西北交所市场发展还有很

大空间，具体特点可以概括为‘有误区、有差

距、有优势、有潜力’。”匡晓凤分析称。

认 识 有 误 区 。 前 期 江 西 证 监 局 针 对 北

交所高质量扩容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发

现，企业家受市场环境影响，片面地拿北交

所 和 其 他 交 易 所 简 单 比 较 ，忽 略 了 北 交 所

服 务 于 创 新 型 中 小 企 业 的 特 定 定 位 ，忽 略

了不同板块企业的自身差异，没能全面、辩

证看待交易所之间的区别。此次《意见》推

出后，不少企业家产生强烈兴趣，立马调整

上市板块。

基础有差距。不管是从北交所上市公司

还是后备军新三板公司看，我省都存在一定

差距。从北交所上市公司看，我省有 3 家，中

部地区的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分

别为 12 家、8 家、6 家、5 家，GDP 规模相近省份

的陕西省、重庆市分别为 4 家、5 家。从新三

板挂牌企业看，我省 86 家，中部地区的河南

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分别为 219 家、234

家、237 家、119 家；GDP 规模相近省份辽宁省

134 家、陕西省 121 家。

环境有优势。目前，江西省从上到下对

资本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省领导多次听取

企业上市专项工作汇报、多次组织企业上市

协调会、多次带队走访证监会，省政府将资本

市场发展工作纳入对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指

标。各设区市政府优化企业上市奖励政策，

不 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争 分 夺 秒 助 推 企 业 上

市。企业家对资本市场认识逐渐提高，争先

恐后的上市氛围已经形成。

发展有潜力。截至 8 月 31 日，我省 11 家

企业拟申报北交所上市，位居中部地区第 3

位。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看，我省有 266

家，其中未上市的企业有 242 家，有巨大的上

市潜能。从区域板块对接上看，江西联合股

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江西股交”）已成为全

国第一批 9 家符合“专精特新”专板建设要求

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正积极推进其“三四

板”制度型对接，北交所上市公司的孵化功能

将不断完善。

下好“先手棋”
夯实企业上市规范基础

去年 9 月以来，江西证监局联合省金融监

管局等省直部门下好发展“先手棋”，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助力北交所高质量建设。

匡晓凤介绍称，江西证监局联合省金融

监管局制定《关于加快推进企业赴北交所上

市工作方案》，明确阶段性工作目标，一企一

策、一事一议协调解决 126 家重点企业上市问

题，夯实企业上市规范基础。召开北交所上

市工作推进会和在江西执业的证券公司调研

座谈会，联合组织“领航·助推重点企业北交

所上市冲刺”系列活动 11 场，调研企业 58 家

（次），全面提升市场各界对北交所的认识和

实践能力。

《意见》发布后，江西证监局第一时间完

整、准确、全面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明确多维

度强化宣传、推动新增北交所开户、引导私募

基金增持北交所股票、推进企业加快申报进

度、挖掘优质上市后备资源等方面重点落实

举措，压实推进。

今年以来，我省新增北交所上市公司 2

家、新增北交所在审企业 1 家、新增北交所在

辅企业 6 家（1 家企业进入北交所直联审核机

制名单）。《意见》发布后，2 家计划报创业板企

业改报北交所，3 家企业加快北交所申报进

度，4 家企业年内拟申报北交所辅导备案。投

资者队伍不断扩大。《意见》发布两周时间以

来，我省北交所开户呈快速增长趋势，新开北

交所账户 4947 户，是《意见》发布前两周开户

数的 3.3 倍。截至 9 月 13 日，我省各证券经营

机构开立北交所账户合计 138123 户。

打出“组合拳”
高效协同助力赣企“北上”

拥抱北交所改革机遇，高效推进《意见》

落地见效。江西证监局强化责任担当、切实

履职尽责，加强与省金融监管局、省工信厅、

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协作，支持创新型中小

优质企业借助北交所实现高质量发展。

推动优质企业北交所直接上市。对全省

未在新三板挂牌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进行摸排，确定直接上市重点企业名单，

实行“一对一”宣传督导。召开北交所直接上

市座谈会，争取推动我省企业进入北交所新

一轮改革首批落地企业名单。进一步梳理在

辅企业情况，对其中属于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满 12 个月的摘牌企

业，引导其充分认识北交所改革机遇，积极申

报北交所。

积极营造北交所上市氛围。联合省金融

监管局、北交所举办北交所江西行活动，通过

企业走访、座谈交流、专题培训等方式，引导

市场各方聚焦北交所扩容政策机遇，充分调

动企业登陆北交所积极性。组织省内主流媒

体、行业协会等力量，加大在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互联网渠道的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北交

所高质量扩容氛围。指导、组织国盛、中航两

家本土券商的专业力量，分行业、分地区开展

多种形式的北交所上市业务培训，做好创新

型中小企业上市工作。

充分发挥江西股交新三板孵化功能。支

持江西股交与全国股转公司签署监管合作协

议，加快“三四板”制度型对接，积极申报区域

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份额转让试点，推动绿色通道、公示

审核工作顺利落地。

锚 定 目 标 实 干 笃 行 ，奋 楫 争 先 扬 帆 起

航。江西证监局深入贯彻落实证监会决策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围绕高质

量建设北交所部署安排，不断提升监管服务

综合效能，以更优的服务、更高的效率协同地

方政府加快推动优质企业对接北交所，助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江西篇章。 （冯训太）

深挖北交所优质上市后备资源
江西证监局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江西篇章

拥抱北交所改革机遇 助力赣企高质量“北上”

药品与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是通

过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不断挤出虚高价格

水分，引导药品与医用耗材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破解群众看病贵难题。

如何保障集采药品的供应，让老百姓

买得到、用得上降价药，我省各地进行了积

极探索。今年 6月开始，吉安市医疗保障局

通过在全省首创通报制，即对集采执行不

达标与配送不到位的相关医疗机构与企业

进行通报、约谈、处罚等，破解集采药品短

缺与配送率低难题，为释放集采政策红利

提供了“新处方”。

有约束，集采不达标与配送
率低均定期通报

井冈山大学附属医院、遂川县人民医

院等医疗机构均上报第七批国家集采项目

品种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的米力农注射

液短缺；首批中成药联盟集采品种四川升

合制药厂生产的丹参注射液（规格为 20g）
配送不到位……近日，吉安市医保局对全

市药品供应情况进行了通报。

从今年 6月开始，类似的通报会在该市

定期发布。

“集采的初心就是降药价，减轻群众看

病用药负担。”吉安市医保局医药管理科科

长谢静介绍，随着药品与医用耗材集采制

度化、常态化推进，一些难点、堵点问题也

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少数集采中标药企

因产能或利润问题出现断货、部分医疗机

构不能及时完成集采中选药品的约定采购

量、一些药品配送企业向医疗机构配送不

及时，导致降价药品出现短缺和供应紧张。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难以买到

集采后的降价药。为此，吉安市医保局以

通报制为抓手建立约束机制，主要通过数

据监测和共享，以县为单位，定期通报每一

批次药品集采周期内的采购进度，并对定

点医疗机构集采执行情况进行“好、中、差”

评价，督促医疗机构有计划、高效率完成约

定采购量。同时，定期通报集采药品的配

送情况，将每月全市医疗机构上报的集采

药品短缺情况及时反馈给配送企业，由配

送企业进行整改或情况说明，解决集采药

品供不上的问题。

除了定期通报，吉安市医保局对集采

执行不达标的医疗机构主要领导进行约

谈，并监督其整改。对拒不整改者，将情况

通报给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纪检监察部门，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违约处罚。而对配

送不达标的企业，要求在通报下发 10 日内

对通报内容进行说明，若不进行说明，则暂

停当月结算。

“这种约束机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吉安市青原区天玉卫生院药房主任黄

洪璋告诉记者，之前他们药房的降压药奥美

沙坦酯片、治疗或预防低钾水平的氯化钾缓

释片等药品非常紧缺，自从有了通报制度，

这些集采药品的供应与配送都能及时到位。

有激励，纳入考核并准予医
保资金结余留用

“不仅有约束机制，还要有激励机制。”

谢静介绍，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与医用耗

材使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

集采产品使用的大户。为推动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优先采购、使用集采药品与医用

耗材，为老百姓释放更多集采成果红利，吉

安市把集采产品的执行情况纳入对各医疗

机构的考核。

为此，吉安市出台了《医保资金结余留

用实施细则》。该细则明确规定，对因集中

带量采购节约的医保资金，按不高于结余

测算基数 50%的比例给予医疗机构结余留

用，以激发医疗机构及其处方医生使用集

采中选药品的内生动力。截至目前，吉安

市已兑现拨付 239 家医疗机构结余留用奖

励资金共计 1347 万元，同时对在去年底已

完成采购周期 5 个批次 6 个年度集采药品

的医疗机构，将在 2024 年一季度前完成结

余留用奖励资金的拨付，预计 6100余万元。

此外，用医保基金与企业进行货款直

接结算，降低了医药企业的运营成本，助力

集采产品及时快速落地。

对此带来的好处，江西南华医药有限

公司吉安分公司经理胡永红的说法颇具代

表性。胡永红告诉记者，在药品、耗材带量

采购前，全渠道销售的毛利相对较高，可以

冲抵企业部分财务运营成本，而带量采购

落地后，药品、医用耗材采购价格大大降

低，以前列腺癌治疗用药醋酸阿比特龙片

为例，中选价由 4296 元/瓶降为 579.98 元/
瓶，降幅达 86.5%，药企的流通、渠道利润空

间被大幅压缩，及时回款可以极大减轻企

业资金压力。

“集采以前，医疗机构跟我们结算，快

的要 3 至 4 个月，慢的要 1 年多。实行医保

基金直接结算，最快 1个月就能结清货款。”

胡永红认为，这极大地吸引了药企参与集

采产品落地。

智能机器人手臂不停转运电芯，工人

们在生产线上赶制锂电池……近日，位于

新余高新区的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赣锋锂

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金属锂与氢氧化锂生

产商，已形成贯穿“锂资源开发-锂盐深加

工-锂金属冶炼-锂电池制造-锂电池回

收”锂全产业链，可以为锂电新能源汽车产

业提供锂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近期，我省印

发的《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

设“1269”行 动 计 划（2023—2026 年）》将

“新能源产业链”列为 12 条重点产业链之

一，提出到 2026 年，实现新能源等重点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升，打造锂电和

光伏新能源先进制造业集群，力争实现新

能源全产业链营收超 7000亿元。

在上饶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车

间，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全自动化设备高速

运转，全自动智能小车正在有序地进行物

料运输。今年上半年，晶科组件出货量再

次问鼎全行业；尤其是 N 型 TOPCon 系列

产品，在产品性能和产能规模上优势稳固。

“我们在行业内率先建立起从硅片、电池到组件的垂

直一体化产能，在全球建设了 14 个生产基地。到今年一季

度，晶科组件累计出货量超过 150GW，是全球首家达成这

一里程碑的光伏企业。”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近年来，江西凭借自身资源优势，打造新能源产业集

聚区。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欣旺达等全球动力电

池十强企业均在我省建设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产业形

成了以锂电、光伏为主要发展方向，风电、氢能等协同发展

的格局。

新能源产业发展呈“井喷”之势。2022 年，全省新能源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增长 120.3%，占规

上工业比重 8.4%，成为全省第四大行业，对全省工业增长

贡献率达 61.5%。今年以来，全省新能源产业保持快速增

长，赣锋锂业、晶科能源、抚州比亚迪等龙头企业营收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

“江西是全国锂电新能源产业链最齐全的省份之一，

目前拥有规模以上锂电企业 228 家，锂电产业已形成从上

游锂矿开采到锂盐、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四大主材，

电池材料生产，再到锂电池制造及新能源汽车、储能等下

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省工信厅新兴产业处二级调研员

郭银华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耕耘，我省在光伏、锂电等新

能源产业领域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

截至今年 6 月，全省各地在建、新建、技改、签约备案的

新能源产业亿元以上项目 350余个，较 2022年底新增 100多

个。未来，我省将依托龙头企业在赣生产基地建设高水平创

新平台，聚焦产业重点领域和行业发展需求，推动新能源领

域创新等平台建设和发展壮大，推动设立锂电、光伏等新

能源产业发展基金，支持一批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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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买得到降价药
——吉安探索“通报制”推动集采落地见效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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