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附件 4-3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修订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

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严把入口、

畅通出口、推动分红，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本所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进行了修订，现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发行上市、退市与现金分红，均系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对

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近期，证监

会出台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的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

的意见以及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进一步

深化改革强本强基、严监严管作出具体部署。本所在中国证监会

统筹指导下，启动上市规则修订工作，牢牢把握防风险强监管促

高质量发展主线，坚持“两强两严”工作理念，重点围绕提高财

务上市指标，严格强制退市标准，强化现金分红硬约束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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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修改完善，确保有关政策举措有序衔接、落地见效。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提高上市财务指标，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落实《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意见（试行）》要求，结合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指标、

发行市值情况和监管实践，对两板上市条件进行修改，坚守板块

定位，适当提高上市财务标准，增强标准适应性。

一是提高主板第一、二套上市标准的净利润、现金流、收入

等指标。将第一套上市标准的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由“1.5 亿元”

提高至“2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由“6000 万元”提高至“1

亿元”，最近三年累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从“1 亿元”

提升至“2 亿元”，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从“10 亿元”提升至

“15 亿元”；将第二套上市标准的现金流由“1.5 亿元”提高至

“2.5 亿元”，进一步突出主板大盘蓝筹定位，提升上市公司稳

定回报投资者的能力。

二是提高主板第三套上市标准的预计市值、收入等指标。将

第三套指标的预计市值由“80 亿元”提高至“100 亿元”，最近

一年营业收入由“8 亿元”提高至“10 亿元”，强化行业代表性，

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投资标的。

三是提高创业板第一套上市标准的净利润指标。将最近两年

累计净利润由“5000 万元”提高至“1 亿元”，并新增“最近一

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的要求，突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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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规模、行业及发展阶段适应创业板定位要求的企业上市。

四是提高创业板第二套上市标准的预计市值、收入等指标。

将预计市值由“10 亿元”提高至“15 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由“1 亿元”提高至“4 亿元”，进一步提升有潜力的“优创新、

高成长”企业直接融资质效。

（二）严格强制退市标准，坚决出清不合格上市公司

落实《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要求，严格重大违法

类、规范类、财务类和交易类四类强制退市标准，更加精准实现

“应退尽退”，推动形成进退有序、及时出清的格局。

一是扩大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适用范围。调低财务造假退市的

年限、金额和比例，增加多年连续造假退市情形。对现行“连续

两年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 5 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合计

金额的 50%”的造假退市指标进行修改，区分一年、连续两年、

连续三年及以上三个层次：一年为虚假记载金额“2 亿元且占比

30%”；两年为“合计 3 亿元且占比 20%”；三年及以上被认定虚

假记载即退市，坚决打击恶性和长期系统性财务造假。一年、连

续两年标准适用于 2024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三年

及以上标准适用于 2020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虚假记载行为。前述

虚假记载科目包括营业收入、净利润、利润总额和资产负债表资

产或者负债科目。

此外，为加大对财务造假公司的监管和约束力度，加强财务

造假公司风险揭示，督促其积极整改，新增一项ST情形，对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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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退市标准的造假行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显示公司财务会

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即实施ST。公司完成处罚事项的追溯调整

且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满十二个月的，方可申请摘帽。

二是新增三项规范类退市情形。第一，新增控股股东大额资

金占用且不整改退市，即“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

第一大股东，下同）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余

额达到 2 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30%以上，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要求期限内完成整改”

情形，切实增强对大股东侵占监管震慑，督促公司加强内部控制，

维护资产财务独立性。第二，新增多年内控非标意见退市，连续

两年内控非标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实施*ST，第三年

内控非标或未按照规定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即退市，压实审计机构

责任，督促公司完善内部治理、规范运作。第三，新增控制权无

序争夺退市，增加一类“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重大缺陷”情形，

即“公司出现控制权无序争夺，导致投资者无法获取公司有效信

息”，督促股东在制度框架内解决控制权争议，切实保障中小投

资者知情权。

三是收紧财务类退市指标。提高主板亏损公司营业收入退市

指标，将其“净利润为负+营业收入”中的营业收入从现行“1

亿元”提高至“3 亿元”，加大力度淘汰缺乏持续经营能力公司。

结合创业板公司成长性和收入规模特点，本次不作调整，维持“1

亿元”不变。将“利润总额”纳入“亏损”考量，修改后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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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为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非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 3 亿元（创业板 1 亿元）。此外，对财务类*ST公司引入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退市情形，提高摘星规范性要求。

四是提高主板A股公司市值退市指标。将主板A股（含A+B股）

市值标准从现行“3 亿元”提高至“5 亿元”，进一步发挥市场化

退出功能，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和投资价值。B股和创业板市

值退市指标本次不作调整，维持“3 亿元”不变。

（三）加强现金分红监管，推动切实增强投资者回报

落实《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要求，通过

实施 ST 等方式加强对多年不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公司的监管约

束，增强投资者获得感，同时进一步明确中期分红利润基准，推

动一年多次分红。

一是新增现金分红 ST 情形。新增“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

润为正值，且公司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

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分红金

额低于 5000 万元(创业板 3000 万元并考虑公司研发投入情

况)”ST 情形，督促有分红能力公司提高分红水平。

二是鼓励上市公司中期分红并明确利润分配基准。明确上市

公司利润分配应当以最近一次经审计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

润为依据，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要求公司综合考虑未分配利

润、当期业绩等因素确定现金分红频次，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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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分红频次，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

三、过渡期安排

为确保新规则发布后顺利实施，新旧规则有序衔接，作出以

下具体安排：

一是修改后的主板、创业板上市条件，拟自规则发布之日起

实施。未通过上市委审议的主板、创业板拟上市公司应当适用新

修订的上市条件；已通过上市委审议的主板、创业板拟上市公司，

适用修订前的上市条件。

二是修改后的财务造假强制退市标准，适用于新规则施行后

收到相关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上市公司。

三是关于三项规范类退市情形，内控非标意见退市情形，以

2024 年度为第一个会计年度。资金占用、控制权无序争夺情形

自新规则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市公司在新规则施行时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资金，在新规则施行后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未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适用新规则判断是否触及规范类退市。

新规则施行前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变化，且现任实际控制人与资

金占用方无关联关系的，原资金占用行为不适用新规则规范类退

市；对于新规则施行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将适用新规则资

金占用规范类退市。

四是修改后的“亏损+营业收入”组合指标，以 2024 年度为

第一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在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按照



— 7 —

原规则财务类强制退市的规定实施*ST、撤销*ST，或者终止上市；

其中被实施*ST的公司在 2024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照新规则撤

销*ST或者终止上市。

五是修改后的主板A股（含A+B股）股票和存托凭证市值退市

指标自新规则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后起算相关期限。

六是新增的财务造假ST情形，适用于新规则施行后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触及该情形的公司。此外，对新规

则施行前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

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在新规则施行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同样予以适用，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

施ST，待满足新规则规定的撤销条件后方可申请摘帽。

七是新增的现金分红ST情形，以 2024 年度为第一个会计年

度，以 2022 年度至 2024 年度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