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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适应和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席卷

全国。业内人士指出，在当前新形势下，创业者和企业

家需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发挥创意的力量进行创业创

新。

在当前经济新形势下，北京创意谷先后举办三轮全

国性巡讲，为企业提供尖端创意方法系统培训和高端创

意系统咨询，并且将创意进行资本化，与国家顶级智库

合作，形成一个高质量的平台，帮助企业与其对接。

高精尖创意专业供应商

作为国内高精尖创意专业供应商，北京创意谷总裁

张良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尖

端创意方法系统培训和高端创意系统咨询。创意谷的

发展战略是：打造世界华人顶级创意智库，向市场输出

最完美的创意；公司一直都秉承着这样的企业精神：用

创意点燃民族的兴企强国之梦，让中国的企业家找回创

意原思维、原动力，创造和引领市场，引导中国企业家像

世界和中国百强企业家一样去思考；此外，将创意撒播

到全国各地，做中国创意事业的推动者和呼吁者，打造

高创意型企业的孵化基地，是创意谷所承担的社会责

任。

“创意是什么？创意就是创造和引领。用非常规的

技巧方法，通过布局、借势、整合的奇妙策略系统，激发

能量，引爆品牌，极速营销，把企业推向微成本高利润、

高速度高质量发展轨道。创意是当前最有效的经营利

器。”张良坦言。

在创意、创新这一领域，北京创意谷做得比较扎

实。公司倡导的是创新方法、创新思维模式，不仅课程

体系拥有国家知识产权，还拥有最专业的创意总部。公

司是中国首家专业推出创意系统培训和咨询的企业，并

筹建了企业创意库。在创意库里，所有创意已经超过

5000条，已经形成较为庞大的体系。

全国性巡讲惠及数十万人

谈及公司近年来开展的具体业务，张良表示，近年

来公司做了三轮全国性巡讲，第一轮巡讲是“乔布斯创

意领袖系统全国巡讲”，举办了将近100场，影响了几十

万人；第二轮是“创意领袖系列巡讲”，该巡讲在全国主

要城市开展了80场，也影响了十余万人；第三轮巡讲就

是“万众创新、万企创意全国巡讲”，2015 年举办了 30

场，2016 年举办了 40 场。公司开展“万众创新、万企创

意”巡讲工作是紧扣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

整合一批创新活跃型企业家，迅速培养一批万众创新领

军企业，用创新帮助其极速引爆品牌，用创意快速撬开

全国市场。

“另外，我们公司还定期在清华大学开班，经常开企

业家的专题培训班，从企业家的创意方法系统到企业家

的创意思维系统，再到企业家的终极创意方法系统，定

期开强化班。”张良表示，截至目前，经过公司系统培训

的企业家有将近一万人。同时，公司还推出了“首席创

意官培训”。

“首席创意官培训”是一种系统培训，首先要解放思

想，即要有创意思维；其次要学会创意的方法；第三要把

企业打造成高端的创意型企业，就是创意创新思维较为

强势的企业。培训班会针对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采取

创意思维的方法开展头脑风暴，帮助企业在现场解决实

际问题。

不会创意的企业必然会输

除了全国性巡讲，北京创意谷还推出多个项目，全

方位帮助企业发展。张良向记者介绍，公司还推出了

“创意云中国行”项目，主要是面对中国大型企业。北京

创意谷通过现场考察帮助企业做诊断，包括创意的思维

模式、企业战略眼光等，帮助企业进行无形资产的梳理、

导入创意体系、激活企业爆发力等。2015 年至 2016 年

“创意云中国行”做了接近20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资产

大多超过10亿元。

张良表示，为了更好地将创意与高端技术融合，公

司在2016年相继成功推出两个项目。一是举办了“企业

家进中科院项目对接会”，组织了一批企业家走进中科

院，将技术创新与品牌创新、营销创新相结合，导入新的

企业运营模式，帮助企业家找到新的突破点。通过对接

会，北京创意谷帮助企业家们与中科院建立联系，建立

平台帮助企业推动相关合作。二是公司今年还举办了

“太空经济圈项目洽谈会”，组织一批大型企业的企业家

与中国航天集团对接，走入中国航天中心，与相关高科

技项目进行现场洽谈合作。目前山东济南的“太空经济

圈”项目已经落地。

“未来五年中国的企业不学会创意必然输在新的起

跑线上。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已经进入了创意市场新

时期，创意决定生死存亡的企业时代已经到来。”张良坦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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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意谷总裁张良：

创意决定企业生死
本报记者 朱虹

“内困”+“外吸”愈演愈烈
新三板企业摘牌将成常态？
企业期盼增加流动性和开辟转板绿色通道

本报记者 朱虹

对于未来新三板市场内企业摘牌

数量是否会继续大幅增加，郭昀表示，

如果还不尽快出台新三板的创新制度

如降低投资者门槛、改变交易方式，尽

快激活新三板，那么可以预见，未来新

三板终止挂牌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张诚也表示，未来如果三板的交

易量依旧低迷，融资能力依然不足，恐

怕越来越多的企业摘牌离场将成为常

态。

“未来主动申请摘牌的企业数量

肯定会随着市场行情的趋冷和市场内

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一方面是因

为随着今后主板 IPO 的速度逐步加

快，企业申请IPO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另一方面，可能企业资质不是太好，融

不到资，而且在新三板挂牌要支付各

种费用，如果达不到企业的各种诉求，

那么企业摘牌的数量可能会逐步增

加。例如在公布半年报或者年报的时

间节点前后摘牌，就是公司可能融资

状况不太好，直接就摘牌算了，因为可

能也不打算公布相关半年报或年报

了。”黄剑飞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

长刘纪鹏则直言，2015年到2016年初

的时候，对新三板挂牌公司，银行敢

贷，PE/VC敢投，人才也敢来，现在艰

难多了，抵押贷款不管用了，因为没流

动性。PE/VC现在也害怕，市场基本

上一潭死水。刘纪鹏呼吁改善新三板

流动性，并提出可在创新层部分企业

中尝试集合竞价交易，以及打开转板

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专家表示对

上述现象不必太过担忧。天星资本研

究所所长王晨指出，新三板最大的特

征之一就是挂牌企业众多，相比于目

前近万家的挂牌企业，选择退市的只

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总体来说，新

三板终止挂牌数量增加能倒逼优化市

场结构，实现新三板公司的优胜劣

汰。而股转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终

止挂牌实施细则》也给挂牌企业画了

一条线，强调了 11 条强制摘牌情形，

暗示了新三板目前自主摘牌与强制摘

牌并举的退出格局。

此前被业内普遍看好的创新层

企业也加入到摘牌队伍中来。12 月

5 日，世纪空间（835225.OC）正式终

止新三板挂牌，成为首家创新层退市

企业。据记者了解，世纪空间在新三

板挂牌还不满 1 年，该企业退市后，

新三板创新层企业总数也降至 952

家。

据了解，世纪空间此前曾发布公

告称，正在接受 A 股 IPO 辅导，辅导

备案情况已于今年10月26日在北京

证监局网站进行公示。因此业内人

士猜测，公司此次摘牌或与IPO筹划

进度有关。此外，从最近申请摘牌的

8 家公司业绩来看，除去苏达汇诚处

于亏损状态、合建重科业绩同比有所

下滑之外，其余几家公司的业绩还不

错，有的甚至可以达到创业板上市标

准的要求，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摘牌。

广州市君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黄剑飞对记者表示，相比被动

摘牌，这种主动摘牌的情况属于企业

准备要在 A 股 IPO，或者是要在境外

上市的情况。摘牌后可以控制股东

人数，因为如果要IPO就要对股东核

查，免得交易会影响到其申报材料。

“此前为了上市，不少公司短期

无法达到 IPO 标准或者暂时无法等

待排队，因此会先行登陆新三板等

待时机，同时通过新三板进行融资，

等时机成熟后就会进行 IPO。”张诚

表示。

一家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内部人

士指出，的确如此，因为目前新三板

还没有推出完善的转板机制，所以，

市场内挂牌企业如果想上深沪主板

或者是创业板的话，目前就只有“摘

牌退市+IPO”这条路可以走。不过，

目前只有一家创新层企业摘牌，说明

绝大多数企业还是对市场看好，选择

继续坚守。同时，他也希望尽快制定

相关转板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新三板

企业开辟转板绿色通道。

“要看到，主动摘牌的企业也有

一定风险，目前国内主板和创业板

IPO都实行审核制，该制度存在耗时

长、排队慢等问题，所以企业主动摘

牌谋求 IPO 也存在一定风险。”新三

板某创新层机械设备企业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我们对市场的信心还是

较足，也会坚守在这个市场。因为

在监管层面，新三板改善流动性的

制度供给也正在逐个酝酿推出，需

要一定时间。例如首批 10 家参与做

市试点的私募机构名单，最近就会

公布。

经过近三年的快速扩容，截至12

月8日，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到9811

家，是2013年年底扩容至全国前（336

家）的近 30 倍，覆盖了 89 个行业大

类，地域上实现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

的全覆盖。不过，相比 2015 年，2016

年企业摘牌数量增加的现象也不容

忽视。新三板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16 年以来，新三板摘牌公司达到

47家，远高于2015年的13家。其中，

仅 11 月份就有 14 家公司摘牌，而 12

月份的6个工作日内便有5家公司摘

牌，还有8家公司正在申请摘牌。

《中国企业报》评价研究院执行

院长郭昀博士对记者表示，在目前

的新三板格局下，新三板终止挂牌

数量激增是一种必然选择，其原因

在于新三板“不死不活”的状况。首

先，新三板僧多粥少，挂牌企业越来

越多，但进入新三板的资金门槛并

没有降低，资金量越来越少；其次，

新三板的创新制度尚没有显现，尽

管推出了创新层，但没有配套政策

激励，仍然是越来越多的新三板企

业没有融资、没有交易，越来越处于

“僵尸”状况；另外，其他板块加大改

革力度，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IPO

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海外的资本

市场也在采取一些策略吸引新三板

企业。因此，在这种“内困”、“外吸”

的状况下，越来越多的好企业将离

开新三板。另外，由于大量新三板

企业尚处于成长期，如果没有新的

融资，其经营也会越来越难，也会因

此离开新三板。

大同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张诚对

记者表示，从新三板当前的实际情

况来看，交易低迷，融资不易，以及

少数公司的抵押套现行为等等，都

对三板已上市企业的融资、估值等

功能造成破坏，而转板的相关政策

貌似遥遥无期。此外，每年的各种

财务费用已成为一部分小公司不小

的负担，因此不少公司萌生退意也

在情理之中。而且当初三板市场方

兴未艾之时，不少投行和投资机构

给出的远景太过美好，而挂牌上市

后的现实却让公司感到明显落差。

在挂牌企业接近万家之际，新三板摘牌公司近期激增，甚至出现了创新层企业摘牌退市的现象。对

此，业内专家表示，新三板尽管推出了创新层，但没有配套政策激励，导致越来越多的新三板企业没

有融资、没有交易；另一方面，其他板块加大改革力度，如创业板、中小企业板 IPO越来越频繁，而且海外的

资本市场也在采取一些策略吸引新三板企业。“内困”加之“外吸”，促使不少企业离开新三板。《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关企业期盼尽快激活新三板的流动性，并开辟转板绿色通道。

流动性等“痼疾”待解

创新层首现退市企业

两因素促摘牌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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