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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肉眼根本看不到的生物，螺旋藻正成为现代人追求健康的
焦点。科学研究发现，螺旋藻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以上，可消化系数
高和吸收利用率高，同时富含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藻多糖、藻蓝
素、亚麻酸、类胰岛素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作为世界螺旋藻产业的代
表，绿 A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历经二十载初心不改，一直致力为公众提供
天然螺旋藻产品，成为全球健康事业的生力军。

在黄金地段养殖优质的螺旋藻

作为世界公认的最适合天然螺旋藻生长的三大咸水湖之一，丽江程
海湖方圆 200 公里内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是国际公认的全球为数不多的

“净地”之一。绿 A 螺旋藻养殖基地所在的东经 100.8 度、北纬 26.71
度，是程海湖“螺旋藻天堂”的黄金分割点。

除了程海湖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孕育品质优异纯正的
天然螺旋藻离不开优良的藻种。目前，绿 A 基地建立了完备的螺旋藻藻

种选育实验室，拥有中国优质藻种库。目前，绿 A 基地的藻种是程海湖
的土著螺旋藻和墨西哥螺旋藻杂交品，被命名为程海 3 号螺旋藻，是迄
今为止所发现的螺旋藻当中颇为优质的藻种。

先天的地理优势加上后天的藻种培育，成就了绿 A 在天然螺旋藻的
领先地位。20 年来，绿 A 不仅为全球关注健康的人们提供安全、纯净的
天然螺旋藻保健食品，还成为国际上螺旋藻市场的最大供应商之一。目
前，绿 A 基地年产螺旋藻干粉约 3000 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50%，成为世
界领先的原生螺旋藻生产基地。

以做药品的标准来做螺旋藻食品

绿 A 成立之初，绿 A 生物执行董事胡志祥率先在行业内提出“用做
药的标准来做保健品”这一思路，要求绿 A 从研发到生产都按照药品的
生产模式来进行，这一超前理念不仅为绿 A 成长为行业巨头争霸市场埋
下伏笔，还成为保健品行业树立品牌争相学习的榜样。

绿 A 是 国 内 领 先 的 螺 旋 藻 生 产 基 地 和 深 加 工 厂 同 时 通 过 国 家
GMP 认证的企业，不仅建有符合 GMP 标准的 10 万级无菌化生产车
间，而且全部采用 GAP+GMP 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双标准扩大并延
伸了产品生产过程的质控范围，涵盖了设备、技术、人员、环境、
微生物控制、水质净化等，保障螺旋藻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
及安全性。

2012年 8月，绿 A 斥资新建 1000平方米螺旋藻检测中心，该检测中
心成为国家较早重点实验室，也是亚洲较大的螺旋藻检测中心。通过配

备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检测设备，能够实现重金属、叶绿素、类胡萝
卜素、藻蓝素、蛋白质等 10 多项专业检测，为绿 A 质量控制提供了更精
确的数据指导。

用创新科技成就微藻健康大业

除了在螺旋藻领域的精耕细作，绿 A 还加大对红球藻的科技攻
关。2007 年，依托技术和资本优势，联合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绿 A 在
红球藻产业化生产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举打破了美国和
日本两家公司垄断红球藻国际市场的局面。至此，绿 A 在微藻健康领
域又落一子，形成螺旋藻、红球藻两大高端产品齐驱并驾的发展局
面。

不久前，绿 A 还携手行业协会共同举办了螺旋藻发现暨产业化 50 周
年发展大会，其中，螺旋藻食品化成为本届大会一大热点话题。云南绿
A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胡志祥表示，依托科技创新和政
府支持，绿 A 将拓展螺旋藻的应用领域，推动螺旋藻功能食品化战略，
以更好地发挥其营养价值，满足公众的营养健康诉求。

随着健康事业的浪潮席卷全球，很多国家都加大了对螺旋藻产业的
扶持力度。特别是在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和首次在中国举办
的全球健康促进大会这一主流舆论的吹拂下，整个保健品产业将得到蓬
勃发展，而以绿 A 为代表的螺旋藻产业将迎来全新时代，绿 A 将携手国
内外相关机构、企业，共同推动微藻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微藻保健品的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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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360 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16 年 12
月份 （统计自 2016年 11月 26日至 2016年 12月 26
日）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共 8896 款，较 2016 年
11 月份减少了 701 款，下降 7.3%。其中，人民币
理财产品 8724 款，下降 7.27%；外币理财产品 172
款，下降 8.99%。

值得注意的是，期限在 3 个月以内 （含 3 个
月） 的短期产品发行量有所增加，占比 44.18%，
环比上升 5.08 个百分点。可见，银行理财产品仍
然以流动性较强的短期产品为主。此外，3 个月至
6 个月 （含 6 个月） 理财产品发行量 2662 款，占比
30.14%，占比下降了 2.72 个百分点；6 个月至 12
个月 （含 12 个月） 理财产品发行量 2097 款，占比
23.74%，占比下降了 1.94 个百分点；12 个月以上
理财产品发行量 172款，占比 1.95%。

2016 年 12 月份，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 3.85%，预期收益率比上个月上升 0.19 个百
分点。其中，保证收益类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 3.22%，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 3.29%，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4.12%。

“年末银行理财收益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市
场资金流动性收紧，‘钱荒’再现。”普益标准研究
员魏骥遥表示，市场上流动性匮乏，促使银行通过
提升理财产品收益提升产品吸引力，加大力度抢夺
流动性资金。

魏骥遥进一步解释，年末资金流动性紧张的局
面是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央行明确从今年开
始将表外理财纳入 MPA （宏观审慎评估） 考核。
央行对于表外业务增速的限制，使得中小银行在
2016 年希望大幅提升理财规模，避免 2017 年发展
受到限制；其次，由于人民币贬值压力造成外汇占
款下滑，加剧了年底资金流动性收紧的压力。同
时，债市继续去杠杆防风险，监管收紧短期融资也
加剧了流动性紧张。”他认为，临近年末，时点性
的流动性收紧属于正常情况。

融 360 分析师王梦升认为，继 2016 年年底银
行理财收益短暂翘尾之后，2017 年将会重回下跌
通道，不过跌幅不会太大。“国有行和大型股份制
银行将会率先走转型之路，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发布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2017 年银行理财产
品的监管将会更加严格。”他说。

银行理财收益年末“翘尾”
2017年将重回下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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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证监会官网最新发布的消息
显示，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
通过，由此成为 2017 年第一家 IPO 过会
的新三板企业。这也意味着三星新材成
为继江苏中旗、拓斯达之后，2016 年以来
第 3家过会的新三板企业。

此外，随着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突破
万家、市场规模大幅扩容，不少资质良好
的挂牌企业纷纷发布提示性公告，称公司
正接受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
导。新三板挂牌企业 IPO步伐明显提速。

数百家企业进入 IPO 辅导期

从本次首发获通过的三星新材来看，
该公司于 2015 年 1 月份正式挂牌新三
板。2015 年 3 月 31 日，公司 IPO 申请获
证监会受理，4 月 3 日开始停牌。据了解，
三星新材在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的交易
方式，截至目前尚未发生过交易，并且公
司股权结构简单，股权高度集中。

新三板挂牌企业到沪深证券交易所
上市已有先例。截至目前，已完成 IPO 并
在沪深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新三板企业共
有 13 家。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已成功实
现 IPO 挂牌企业之外，还有更多企业进入
IPO辅导期，并加入 IPO排队大军。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 257
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公告称已进入 IPO 辅
导期。其中，机械设备、基础化工、信息技
术等 3 个行业数量较多。此外，据证监会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7 日，共有 37 家
新三板公司创业板 IPO 申请处于正常审
核状态，凯伦建材处于“已反馈”状态，其
余 36 家均处于“已受理”状态。还有 24 家
新三板公司在上交所主板申请 IPO 排队
中，均处于“已受理”状态。此外，在深交
所中小板 IPO 排队的新三板公司共 11家，
均处于“已受理”状态。

有业内人士预计，以目前接收挂牌公
司首发申请材料及审核进程来看，今年从

新三板转至沪深交易所 IPO 的企业至少
会增至 20家。

为何众多新三板企业加入 IPO 排队
大军？天丰电源董事长陈刚表示，由于新
三板的流动性和市盈率远逊于沪深证券
交易所市场，无法满足一些股东的投资回
报要求。因此，企业在新三板取得 IPO 排
队期间发展所需的资金后，再转至沪深交
易所市场是值得考虑的。

东北证券新三板研究中心总监付立
春表示，由于新三板挂牌企业业绩风险、
流动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均高于沪
深交易所市场，其整体表现为估值折价，
一些资质较好的企业通过去交易所上市，
有利于增强股票流动性、提升估值水平。

真正转板仍待破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星新材首发获
通过，并有望到沪深交易所上市，但这种
途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转板。

“新三板挂牌企业到沪深交易所上市
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先在新三板摘牌，再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发行完成后到交易所
上市；其二是以挂牌存量股份直接向沪深
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类似介绍上市。”申
万宏源分析师李筱璇说，严格意义上的转

板机制指的是第二种方式，但目前从新三
板转移至交易所的公司均通过第一种途
径。

从政策层面来看，2013 年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关问题的决定》最早提出，“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票上市条件
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
易”。2015 年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
提出，“加快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向创业板转板试点”。

北京东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邱
清荣表示，新三板企业转板至创业板要等
到《证券法》完成修订之后，即将首次公开
发行与上市区分开来，这是转板制度出台
的前提。“目前的相关案例均通过常规
IPO 通道实现上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转
板。”

就当前情况来看，新三板挂牌企业到
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还面临着诸多障
碍。从 IPO 途径来看，目前已有逾 600 家
拟 IPO 企业等待进入 A 股市场，很多企业
的上市很可能要等两三年。另外，从挂牌
存量股份直接向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来
看，目前这一制度规则尚未出台。

李筱璇认为，对于条件暂时还不成熟

的挂牌企业，在新三板规范和历练后再到
A 股市场上市，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新三
板是一些投资机构的退出渠道，但更重要
的还是成长性企业的培育场所。”

后市制度红利值得期待

从制度设计来看，资本市场的不同层
次对应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公司。
作为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新三板
的定位与沪深证券交易所不同，主要是为
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服务。有业内人士
表示，挂牌企业对流动性和市盈率提升的
希望，还是应该通过新三板改革相关制度
和规则来实现，转板不一定非得成为挂牌
企业的首选。

实际上，自去年以来，新三板全面从
严监管，极大规范了市场，如挂牌企业门
槛有所提高、市场分层的正式实施、退市
制度正在推进等。但与此同时，挂牌企
业，特别是创新层企业等的要求不断提
高，市场各项制度红利预期亟待兑现，特
别是只有融资需求、没有投资供给的失衡
状况，成为新三板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

付立春表示，升级创新交易制度和大
力引入合格投资者，活跃市场，将是未来
三年新三板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完善新
三板交易制度、规范参与主体行为的同
时，更重视以新三板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完
善资本体系，也应当成为未来新三板制度
建设的重点。此外，还可以借助市场力
量，鼓励有实力的新三板参与机构不断创
新，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指标对新三板企
业筛选、分类、评级等，推出各类指数与量
化基金产品等。

在付立春看来，今年上半年新三板有
望出台大宗盘后转让制度，下半年在降低
投资者资金门槛、引入公募基金、新三板
转创业板试点等方面也很有可能出现重
大突破。“总体来看，2017 年新三板挂牌
数量将会环比减少，摘牌企业数量逐渐增
多。新三板将从单一维度的企业数量扩
容，过渡到更加注重提高质量；从融资需
求端扩容过渡到投资供给端扩容，新三板
将迈入制度升级期。”

三星新材成今年股转系统首家IPO过会企业——

新 三 板 挂 牌 企 业 IPO 提 速
本报记者 何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