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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投资质量评价体系
■ 王 力 刘 坤

目 前 ，
新三板市场已 经成为我国 规模最大的基础性证券市

场 ，
截至 ２０ １ ７年末

，
在新三板挂牌的 公司总数 已达 １ １ ６３ ０家 ， 覆

盖了 中国大陆 ３ １个省 （市 ） 自 治区 ， 以及众多 Ａ股市场 尚没有 出

现的新兴行业 ， 成为我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 但

这些新三板挂牌公司普遍面临规模较小 、 业务不稳定 、 技术和市

场不成熟等制 约 ，
有些公司持续快速成长 ， 而有些公司则可能面

临经营困境 ， 发展质量 良莠不齐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 要提高直接融资 比重 ，
促进多层

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 笔者认为
，
这无论是在监管层面 ，

还是在

投资研究层面 ，
都迫切需要揭示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 的投资质量

信息
，
以聚焦投资者的关注度 ， 提升新三板市场的流动性 ， 增强

新三板市场的融资能力等 ， 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 有鉴于此 ，

以挂牌公 司年报所披露信息为基础 ， 通过大数据样本构建投资质

量评价体 系可能是
一

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上市公司投资质量评价现状与问题

我国设立证券市场初期 ， 股票市场的定位侧重于发挥其融资

功能 ， 而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建设则 相对滞后 ， 相 当数量的上市

公司不重视财务报告 、 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等等 。 在

此背景下 ， 业 内人士开始关注对上市公司质量评价的研究 ，
但大

多是围绕主板 、
创业板和 中小板等资本市场来展开的 ，

其评价的

内容主要集中 在财务质量 、 成长性 、 信息披露质量 、 投资价值 、

利润质量
、
创新能力

、 可持续发展能力 、
内部控制

、
经营绩效 以

及综合评价等多方面 ， 目前对新三板挂牌公司质量评价的研究 尚

不多 。

经过梳理 ，
笔者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

其一
，

大多研究成果都是学术性质的探讨 ，
缺乏跟踪研究以及长期的关

注
，
其二

， 研究多以财务质量评价为主 ，
不能全面反映成长型

、

创新型公司的 内在投资价值 ， 并且探讨评价成长性 、 创新性的研

究未能兼顾其他方面的评价 ；
其三 ， 中国 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一

直

没有得到 很好的 执行 ， 未来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退市制

度的常态化 ， 挂牌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将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核心问

题 。 为此 ， 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对于评价经

营 尚不稳定的挂牌公司尤其重要 。

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 成长规律研究

根据我 国多层 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定位 ， 新三板市场的服务对

象主要是
“

创新型、 创业型 、 成长型的 中小微企业
”

。 在挂牌公

司 中 ， 虽然有发展规模较大的公司 ， 但总体上挂牌公司主要是以

中小微企业为主 。 为此 ， 新三板挂牌公司的投资质量评价与主板

上市公司质量评价 内容应有所区别 ， 其指标体系应符合中小微企

业的特殊发展规律 。

创新性是挂牌公司 的本质特征

按照Ｗ ｉｎｄ行业分类 ， 新三板挂牌公司包括新材料 、 信息技

术 、 医疗保健在 内的新兴产业占 比较高 ， 这些产业具有更强的创

新性与活 力 ，
代表着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 截至２０ １ ６年 末 ，

在新

三板挂牌企业中 ， 有信息技术行业等相关企业２ ８ ８６家 ，
新材料行

业相 关企业 １ ２７０家 ， 生命科学 、 生物科技和健康服务行业相关公

司 ５９ ５家 ， 总之约有超过 ５ ０％的挂牌公 司分布在新兴行业和新兴

业态领域 。

新 兴产业属知识密集型产业 ， 创新是推动 知识 密集型产业

发展的第
一驱动力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些企业将有可能成为未

来我 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承载者和推动者 。 新三板挂牌公司中

信息技术行业 占 比最大 ，
这与新三板试点始于中 关村科技园 区有

关
，
从诞生之 日 起 ， 新三板就肩负着为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使命 。

可 以说 ， 新三板的设立本身就带有助力科技创新发展的基因 ，
创

新性是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 的本质特征 。

高成长性是挂牌公司的突出特征

根据企业生命周 期理论 ， 企业发展
一般要经历创业 、 成长 、

成熟
、
衰退四个发展阶段。 新三板挂牌公司 多是刚经历过创业阶

段而进入成长阶段或仍处于创业阶段 的公司 ， 普遍规模较小
，
但

发展速度较快 ，
高成长性成为新三板挂牌公司 的突 出特征 。

从企业总资 产 、 净 资产 、 营业收入 、 净利润等规模指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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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新三板挂牌公司 与 中小板 、 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明显差距
。

根据２０ １６年 已披露 的年报数据 ， 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

为 ７ ３ ． ４４亿元
，
平均净 资产规模为３ １

．
１ ８亿元 ， 平均营收规模为

３５ ． ２８亿元
，
平均净利 润为 ２ ．

７８亿元 ； 创业板上市公司 的 平均资

产规模为２６ ． ３ ９亿元 ， 平均净 资产规模为 １ ６ ． ６４亿元 ， 平均营收

规模为 １ ２ ．
７ ９亿元 ， 平均净利润为 １

． ５ １亿元 。 而新三板挂牌公司

（不含金融类挂牌公司 ） 平均资产规模约为２亿元 ， 平均净资 产

约为 １亿元 ， 平均营收规模约为 １ ． ５亿元 ， 平均净利润约为 １
０００万

元 。 数据表明 ， 新三板挂牌公 司的平均规模约仅相当于中小板上

市公 司的 １ ／３０ ， 相当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 １ ／ １ ５ 。

从营收的增长情况来看 ，
２０ １ ６年中小板上市公司营收整体 同

比增长２ ２ ． ５ ０％
， 创业板上市公司营收整体 同 比增长 ３ ３ ． １ ９％

，
新

三板挂牌公司营收整体同 比增 长 １ ７ ． ７２％ 。 从营 收整体 的 比较分

析来 看 ， 似乎新三板挂牌公司 的成长性还不如创业板 、 中小板上

市公司 。 实际上 ， 截至 ２０ １ ６年末 ， 创业板上市公司仅有 ５ ７ ０家 ，

中小板上市公 司仅 有８
１ ２家 ， 而新三板挂牌公司 中营收增长率超

过５０％的企业就有超过２００ ０家 ， 占全部挂牌公司的 １ ／５
。

高风险性影响挂牌公司信贷融资

通过笔者研究 ，
新三板挂牌公司 （不含金融类挂牌公司 ） 在

平均资产规模 、 净资产 、 平均营收规模和平均利润方面 ， 总体上

符合新三板市场服务
“

创新型 、 创业型 、 成长型中小微企业
”

的

定位要求 。 这类企业多属于新兴行业的生 力军 ， 通常有较大的成

长空 间 ， 但发展尚不成熟 ， 规模偏小 ， 企业产品 、 技 术和市场都

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 。 从投资者的角 度来 分析 ， 该类企业面临的

首要 问题不是发展 问题 ， 而是生存 问题 ，
如果

一家企业的生存都

成为 问题 ， 投资 的风险是显而 易见的 。

中小微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风险 。 从 银行角度审视 ， 这

类企业发生违约的风险较大 ，
难以从传统的信贷渠道获得必要的

资金支持。 从企业 自 身 发展角度审视 ，
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和

行业地位尚 不稳定 ，
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较大 ， 技术 、 产

品 和市场都可能随之改变 。 而且 ， 中小微企业早期融资主要用于

购买或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 市场营销推广 、 组建团队等 ， 固定

资 产投资相对较少 。 也就是说 ， 中小微企业 自 身发展中 存在的这

种风险性 ，
决定 了他们很难受到银行传统信贷融资方式的青睐 ，

通常难以通过银行贷款方式解决发展过程中 的资金需求 问题。

信息不对称性导致道德风险

外部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之 间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 ， 在新三板

市场突 出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一

是 由 于企业规模尚小 ， 潜在竞

争者进入的 门槛相对较低 ， 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 ， 企业的 技术诀

窍或者核心商业逻辑通常较为保密 ，
而外部投资人在无法确信企

业拥有足够市 场竞争力的情形下 ， 也没有信心进行投资 ；
二是企

业尚没有规范 的治理结构 ， 没有对外披露财务信息的义务 ， 游离

于资本市场监管之外 ， 企业经营者获得融资后有忽视投资人权益

的动机 ，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道德风险 。

中 小微企业在初创期 ， 家族式运营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避免委托代理 问题引 致的交易 成本 ， 而且有 利于保护商业秘

密 ， 通常是创业型企业普遍 乐于接受的治理结构模式 。 当 企业发

展到具有
一定规模时 ， 自 身积 累的 资源成为企业进

一

步 发展的约

束瓶颈 ， 就需要引 入外部资源 ， 治理 不规范 的弊端 由 此开始显

现。 因 此 ， 规避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道德风险 ， 就成为新三板市场

加强监管的重要内容 。

挂牌公司投资质量评价模型构建

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基本特征和监管要求出 发 ， 并经过专家

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 ， 本 文选择从持续经营能力 （ ４０％
） 、 信息

披露质量 （
１ ５％

） 、 成长性 （
２ ５％

） 和创新性 （
２ ０％ ） 四个维度

综合评价新三板挂牌公司 的投资质量 ， 其评价模型如图 １所示 。

图 １ 新三板挂牌公司 投资质量评价模型

表 １ 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持续经营

能力

财务质量

（
４０％ ）

盈利能力 （
５０％

）

总资 产收益率 （
３０％ ）

净 资产收益率 （
３０％ ）

投入资本 回报率 （
４〇％ ）

偿债能 力 （

３０％ ）

资产负债率 （
３０％ ）

利息保障倍数 Ｋ０％ ｝

现金比率 （
３０％ ）

运营能 力 （
２０％ ）

总资产周转率 （
４〇％ ）

流动 资产周转率 （
４０％ ）

应收账款周转 率 （
２０％ ＞

经营风险

（
３０％ ）

主营业务突 出 （
３０％

） 主营业务收入 占 比 （
１ ００％ ｝

主营业务稳定 （
１ ５％

） 主营 业务是否 变更 （
１ ００％ ）

盈利敏感性 （
２ ５％

） 固定成本比重 （
１ ００％ ）

单一客户依赖 （
３０％

） 前五大客户收入 占比 （
１ 〇〇％ ＞

公司治理

（
３０％ ）

控股股东行为 （
５０％ ）

大股东 占用公司资金 （

４０％ ）

利用公司担保贷款 （

３０％ ）

是否存在关联交易 （

３０％ ）

股权激励 （

３０％ ） 是否开展股权激励计划 （
１
００％ ）

董事会制度 （
２〇％ ＞

董事长 ． 总经理两职分离 （
５０％ ）

设置独立董事 （

５０％
）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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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能力 。 结合全国股转系统规定的挂牌和摘牌条件来

看 ， 真实的挂牌标准并不仅仅指新三板市场的
“

准入标准
”

， 还

包括在新三板市场上挂牌的
“

维持标准
”

， 也即新三板公司挂牌

的事实标准是要能够做到不退市 。 也就是说 ， 挂牌公司 至少要具

有持续经营的能力 ， 也就是存活能力 。 因此 ， 对新三板挂牌公司

进行投资质量评价的第
一个维度是持续经营能力 ，

这也是评价体

系 中最基础的评价 内容 。 新三板挂牌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评价主要

从财务质量 、 经营风险和公司治理三个子维度展开 。 具 体来说 ，

财务质量 由盈利能力 、 偿债能力 和资产管理能力三个指标度量 ，

经营风险 由反映主营业务特征及单
一

客户 依赖程度的指标进行度

量 ， 公司治理 由实际控制人行为指标 、 股权激励 以及董事会制度

建设情况来度量 。 根据调查研究
，
本文选择表 １ 中的指标构成持

续经营能力评价体系 。

信息披露质量 。 规范 、 完整 、 真实的信息披露是缓解市场参

与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重要途径 ， 也是股转公司开展审查监

管工作的核心手段 。 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 ，
是新三板市场投融

资活动赖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 ， 也是新三板挂牌公司能够借助

资本市场力量发展壮大的必要前提 。 因而 ， 本文将信息披露质量

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质量评价的第二个维度 。 在以往信息披露质

量研究结论的基础上 ，
本文选择从信息披露的 准确性、 完整性 、

及时性以及规范性四个方面考察信息披露的质量 ，
选取指标如表

２所示 。

成长性 。 在评价上市公司 成长性的相关研究 中 ，

一

般使用

营收增 长率 、 总资产增长率 、 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用 于反映上市

公司 （特别是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 ） 的成长性 ， 这些资料来

源于上市公司 发布的财务报表 ， 主要反映相关公司的历史增长情

况 。 考虑到新三板挂牌公 司的特殊性 ， 我们增加 挂牌公司 成长

表２ 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Ｉ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准确性 （
２５％ ＞

＊ ？

补充或更正
”

状况

信息披露质量
完整性 （

２５％ ） 信息披露数量

及时性 （
２５％ ） 公司年报披露时间

规范性 （
２５％ ） 信息披露违规情况

表 ３ 成长性评价指标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 （
４０％

）

成长能力 （
５０％ ） 净利润增长率 （

３０％ ｝

成长性 总资产增长率 （

３０％ ）

发展潜力 （
５０％ ）

销售毛利率 （
５０％ ）

全要素生产率 （
５０％ ）

空 间的评价 ， 用于反映挂牌公司成长的可能性空间 。 具体来说 ，

我们选择营收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用 于度量挂牌公司的成长能

力 ， 使用 销售毛利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用 于反映挂牌公司的发展潜

力 。 （见表 ３ ）

创新性 。 以往研究中 ，
创新性一般从投入和产 出两个方面进

行评价 。
创新投人通常选择研发经费投人强度 、 研发人力 资本投

资等指标进行度量 ，
创新产出则从专利数 、 新业务销售收入占 比

等角度衡量。 考虑数据可得性 ， 并结合以往研究中关于上市公司

创新性评价的研究结论 ， 本研究选择创新投人 、 专利数和人力资

本作为新三板挂牌公司创新性评价指标。 （见表４
）

投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践应用分析

鉴于数据可得性 原因 ， 本文使用 新三板市场挂牌公 司 ２０ １ ６

年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作为指标基础数据的来源 ， 并使用数据完

整性
、
盈利和资产指标 、

规模指标
、 成长性指标 、 杠杆率指标等

作为样本筛选标准 ， 最终选择３ １ ５７家公司成为样本公司 。 按照

Ｗ
ｉ
ｎｄ行业分类标准

，
样本公司共涉及 ６３个万得三级细分行业 ，

不同行业样本公司数量多少不
一

，
多者超过 ２００家

，
少者只有数

家 。

选取样本公司

３ １ ５ ７家样本公司分布在境内 ３ １个省份 、
６３个Ｗ ｉｎｄ三级行业

中 （对应 ７６个证监会大类行业 ） 。 其中 ， 广东 （ ５９ ９家 ） 、 江苏

（
３ ９４家 ） 、 北京 （ ３７８家 ） 、 浙江 （

２７４家 ） 、
上海 （ ２ ５０家 ） 五

省市样本公司数量 占 比达 ６０ ． ０２％ ， 行业分布则主要集中在软件

与服务 、 新材料 、 硬件与设备制造等领域 ， 民营企业 占全部样本

公司 的９３ ． １６％ 。

３ １ ５ ７家样本公司 平均雇 员规模约为 ２８ ８人 ， 平均股本规模为

５３ ８ ９ ． １ ５万股 ， 平均股东户数为 ３ ８ ． ８ ７户 ， 平均总资产规模为２ ． ３ ３

亿元 ， 平均应收规模为 １ ． ８ ６亿元 ， 平均净利 润为 １ ９９６ ． ８ ７万元 ，

平均每股收益 ０ ． ４６元。

实践应用评价

从指标体系和得分办法的设计思路来说 ， 新三板挂牌公司的

质量评价办法就好比
一

把尺子
， 用这把尺子上 的刻度可以衡量新

三板挂牌公司质量的好坏 。 尺子上刻度的单位本身并不重要 ， 重

要的是在这同
一

把尺子的 丈量下 ， 不同公司对应的刻度是多少。

换句话说 ， 质量评价的得分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 ， 不同公司得分

的相对大小才具有参考价值。 ２０ １ ６年 ， ３ １ ５ ７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质

量评价的整体平均得分为５ ８ ． ２０分 ， 最高得分为 ７６ ．
４４分 ， 最低得

分为 ３ ８ ． ８９分 ， 得分最高者几乎是得分最低者 的两倍 ， 表明质量

评价的结果具备充分的 区分度 。

１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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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创新性评价指标

一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 （
４〇％ ＞

创新性
投入产出 （

６０％ ） 本科学历占 比 （
３０％ ）

人力资本投资 回报率 （
３０％ ）

知识产权成果 （
４０％ ） 专 利数 （

１ ００％ ）

从得分结构角度来看 ， 新三板挂牌公司质量评价结果 由持续

经营能力 （ ４０％ ） 、 信息披露质量 （ １ ５％ ） 、 成 长性 （ ２５％ ） 和

创新性 （ ２０％ ） 四个
一

级指标衡量。 其中
，
持续经营能力指标得

分为 ６０ ．
４ ５分

，
表明样 本公 司整体上具备较好的持续 经营能力 。

信息披露质量指标得分为 ７０ ． ７４分
，
是四个

一

级指标 中得分最高

的指标 ， 这与
一

般印象 中新三板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待于提

升 的认识不符 ， 可能的原 因是样本公司就是新三板挂牌公司 中质

量相对较好的群体 （约前 ３０％ ）
，
因而普遍具有较高质量的信息

披露水 平。 成长性指标的平均得分是 ５９ ． ６ ８分 ， 表 明样本公司大

都具有 良好的成长性 。 其 中 ， 成 长性表现最优的公司得分 ８６ ． ７６

分 ， 而成长性相对最差的公司得分为２５ ． ９ ５分 ， 可见 ， 不同公司

之间 的成长性差异显著 。 创新性指标 的平均得分是 ４６ ． ８ ９分
，
这

一

得分是四个
一

级指标中 的最低分 ， 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新三板

挂牌公 司整体上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 创新性指标的最高分是

８ ７ ． ５４分 ， 最低分是 １４ ． ２８分 ， 清晰展示出不 同公司在创新投人和

产出方面的 巨大差异 。

从 不同行业挂牌公 司 （ 样本 ） 质量评价的得分情况来 看 ，

文化 （ ６ １ ． ２８分 ） 、 互联 网 （ ６０ ． ６３分 ） 、 软件信息 （ ５ ９ ． ４ １分 ）

等行业挂牌公司的平均 得分较 高 ， 能源化工 （
５ ６ ．

４５分 ） 、 生

产服务 （ ５ ６ ． ６７分 ） 、 食品 （
５ ６ ． ７７分 ） 等行业挂牌公司的平均

得分相 对较低 。 具体来说 ， 在持续经营能力指标方面 ， 互联 ＿

（
６５ ． ０ ８分 ） 、 文化 （ ６４ ． １ ６分 ） 、 生活服务 （ ６４ ． ０５分 ） 、 软件

信息 （ ６ ３ ． ９４分 ） 等行业的平均得分较 高 ， 而金属 矿冶 （
５ ７ ． ５ ４

分 ）
、 机械 （ ５ ７ ．

７２分 ） 、 生产服务 （ ５８ ． ３ ６分 ） 等行业得分相对

较低 。 在信息披露质量指标方面 ，
各行业得分差异较小 ， 可 能与

挂牌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大都是资本市场 的
“

新鲜人
”

有关。 不

同行业在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方面均有较好表现 ， 而在信

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方面则均表现
一

般 ， 反映出 的问题很有

大的共性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三板挂牌公 司的发展时间 尚短 ，

信息披露质量尚未来得及 出现分化。 在成长性指标方面 ，
建筑地

产 （
６ ３ ． ５ ９分 ） 、 互联 网 （ ６２ ． ２８分 ） 、 机械 （ ６２ ． ２ ５分 ） 、 医药

（ ６２ ． １ ８分 ） 等行业成长性突出 ，
电子信息 （ ５ ７ ． ０ ５分 ） 、 生活

服务 （ ５ ７ ． ４ ３分 ） 、 食 品 （ ５ ７ ．
６６分 ） 等行业得分较 低 。 在创新

性指标方面 ，
文化 （

５ ３ ． ８ ９分 ） 、 电气设备 （ ５ １ ． ７０分 ） 、 机械

（
４ ９ ． ７９分 ） 等行业得分较高 ， 能源化工 （

４２ ． ８６分 ） 、 消 费品

（ ４４ ． １ ６分 ） 、 食品 （ ４４ ． ９３分 ） 等行业得分较低 。

结论与展望

本文 旨在构建
一

个新三板公司投资质量评价体系 ， 以期利用

年报信息跟踪评价 ， 揭示新三板挂牌公司 的投资质量信息 ， 并筛

选细分行业最具发展潜力 、 最有竞争优势的挂牌公司 ， 推动他们

在众多 同类公司 中脱颖而出 。 与此 同时 ， 引导社会资本与代表未

来发展方 向的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实现有效对接 ， 最 终提升资本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

本 文构建的评价体 系考虑了 挂牌公司 的财务质量 、 经营风

险 、 成长规律等财务性因素 ， 也兼顾 了公司治理 、 信息披露 、
创

新特征等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支持 的非财务性 因素 ， 指标体系

可 以较好地反映新三板 挂牌公司
“

高成 长性 、 创新性 、 高 风险

性 、 信息不对称性
”

的成长规律 ， 因 而可 以更加准确地评价新三

板挂牌公司投资质量 。

从评价结果来看 ， ３ １ ５７家样本公司的综合质量评价得分介于

３８ ． ８ ９分到 ７６ ． ４４分之间 ， 最高分与最低分之 间相差近
一

倍 ， 表明

评价结果具有合理的区分度。 由于样本公 司是根据筛选条件从万

余家挂牌公司中筛选出来的 ，
因而在某些指标或维度上会表现 出

一

定程度的共性 ， 使得部分指标得分相对集 中 。 另外 ， 个别指标

得分区分度偏低 ， 原因是多数新三板挂牌公司是在新三板市场扩

容至全国后上市的 ， 对资本市场的熟悉程度普遍偏低 ， 特别是在

信息披露方面 ， 严重依赖主办券商 的指导和检査等 ， 因而在信息

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具有相 当程度的共性。 尽管如此 ， 笔者认为对

细分行业 同类挂牌公司的质量评价排名 ， 仍具有 比较实用 的投资

参考价值 。

展望未来 ， 伴随着新三板市场的快速 发展 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制度创新 ， 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标 的将会从
“

短缺
”

逐渐进人到

“

过剩
”

， 跟踪研究数以万计的挂牌公司将成为投资者不可承受

之重 。 为此 ， 建立 多层 次资本市场 间的双向 转板机制 以及 退市

制度 的常态化是实现上市公司或者挂牌公司优胜劣 汰的必然趋

势 ， 数以万计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将实现
“

新常态
”

背景下的动态

平衡 。 为此 ， 建立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质量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

要 。 ？

（作者单位 ：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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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投资质量评

价体系／王 力 刘 坤

新三板 在我国 多 元化资本市场体 系 中 扮演着

重要 角 色 本文从 新三板挂牌 公司 的基 本特征和

监管 要求 出 发 ． 通 过持续经营 能力 ． 信 息披 露质

量 ． 成长 性和 创新性 四 个维度 ． 构建 了 新三板市

场挂牌 公司投资质量评价体 系 ， 并对新 三板市场

的 发展进行 了 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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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杨海平／ 以绿色投行业务推动商业银行绿色金融

９０ 胡志九／大数据在商业银行中的应 用场景

９３ 李 伟／城商行公司 治理 ： 四 个问题及六个 建议

９６ 韩哓宇 高 康／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商 业银行公司 治理

ｍｏ 张 讳／￥美 贸易摩擦持续性 的根源

丨 ０３ 汤 柳／欧元区货币政策与 宏观审慎政策协调

ｌ （ Ｋ＞ 王 力 刘 坤 ／新三板市场挂牌公 司投资 质量评价体系

Ｉｍ 郭哲宇 ／信托公司投贷联动面临哪些挑战

１ １ ２ 崔泽洋 ／三个良性循环 ： 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 回 归主业的方向

农村金融
｜ 丨 ３ 易贤涛 谭智心／扶贫资金互助社的发展之路

——

基于内蒙古布敦花扶贫互助社的改造研究

ｍｉ 赵首鹏／三农金融事业部运行问题探索

——

以邮储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为例

１
２ １ 钱 敏 王 峰 童良军／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丽水实践

地方工作
１ ２３ 李明强 孙德发 刘相兵／基层债委会的工作实践及优化

——

以烟 台市为例

１以＞徐靖波／金融如何支持旅游养老产 业发展

——

以黑龙江省为例

金融科技
丨 郭金龙 董云云／区块链技术在保险行业的应用 与影 响

１ ３ ２ 叶望春／探索金融科技人才发展之道

金融法苑
１ ３ ．

４ 赵 磊／信任 、 共识与去中心化

——区块链的运行机制及其监 管逻辑

１ ３ ７ 袁 康 冯 岳 莫美君／从主体信用到 算法信用

——

区块链 的信用基础与法制 回应

文化休闲
１ ４０ 黎振宇／金融家 摩根的人文情怀 （

二
）

１ ４２ 赵士林／又见樱花

扶桑散记

Ｉ １４ 刘佳源／我真是太喜欢我 自 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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