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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
第 7 号——业务咨询沟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创业板

发行上市审核相关业务咨询沟通，及时解决重大疑难问题，提高

申报和审核质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

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2021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

推荐暂行规定》等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适用于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

券服务机构在项目申报前及审核过程中与本所上市审核中心（以

下简称审核中心）进行的咨询沟通。 

咨询沟通包括书面沟通、电话沟通、视频沟通和现场沟通等

方式，本所对电话沟通全程录音，对视频沟通和现场沟通全程录

音录像。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一般可选择

书面沟通、电话沟通方式。 

问题复杂，难以通过书面、电话沟通解决，确需当面沟通的，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审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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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预约视频沟通或现场沟通。本所鼓励采用视频方式进行沟通。 

第三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在

提交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转板上市、再融资或重大资产重组申

请文件前，对于重大疑难、无先例事项等涉及本所规则理解和适

用问题，可以向审核中心咨询沟通。 

自申请文件受理之日起至首轮审核问询发出前，为审核静默

期。在审核静默期内，审核中心不接受该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

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的咨询沟通。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在首轮审核

问询发出后，对审核问询问题存在疑问的，可以与审核中心进行

业务咨询和项目沟通。 

第四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咨询沟通事项范围，

本所对咨询沟通申请予以退回： 

（一）无实质咨询沟通内容，属于礼节性拜访的； 

（二）打听审核具体进度或安排、内部会议讨论内容以及能

否通过等情况的； 

（三）属于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和证券服务机构应自行核

查把关的问题； 

（四）未按要求提交咨询沟通材料的； 

（五）不适合咨询沟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应

按照本指南要求认真梳理所需咨询沟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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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判断，履行内部相关程序，向审核中心提交咨询沟通申请。 

有需要咨询沟通多个问题的，原则上应当一次性提出需要咨

询沟通的全部问题。 

第六条 视频沟通、现场沟通应当在本所指定的区域进行，

审核中心至少安排两人参加。 

第七条 在咨询沟通过程中，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

问、证券服务机构不得提供或泄露任何涉密、内幕信息。任何机

构和个人泄露上市公司涉密、内幕信息，或者利用涉密、内幕信

息买卖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本所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章  申报前的预沟通 

第八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可

以通过本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以下简称审核系统）

“咨询与沟通——预沟通”栏目提交预沟通申请。 

第九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申

报前预沟通的业务问题，主要包括： 

（一）涉及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创业板定位和信息披露等

要求，按照现有规则难以做出判断的重大问题； 

（二）发行上市审核中尚未有案例支持的重大无先例事项； 

（三）因产业政策调整涉及发行上市审核标准适用的相关问

题； 

（四）确需咨询沟通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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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应对预沟通

问题进行深入核查、分析，做到事实清楚、逻辑清晰，并形成初

步判断意见。 

第十一条 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应履行内部质量控制程序，

对预沟通适用范围、需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无先例事项及咨询

沟通内容、材料质量予以把关。咨询沟通内容、材料应由保荐人

或独立财务顾问质量控制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同意，并由保

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加盖公章。 

第十二条 对于书面沟通的情形，审核中心原则上应在收到

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答复。对于咨询问题事实清楚、答复意见清

晰明确的，予以书面答复。 

咨询问题疑难复杂或者需要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

证券服务机构采取相关解决措施，确需视频沟通或者现场沟通的，

审核中心可以与其商定视频沟通或者现场沟通的时间。 

第十三条 参加视频沟通或者现场预沟通的人员应为发行人、

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熟悉项目情况、具有相关

决策权限的人员，其中应含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质量控制相关

部门负责人，原则上不接受其他第三方人员参与现场沟通，总人

数不得超过八人。 

第十四条 预沟通回复不表明本所对发行人相关事项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

机构不得将预沟通回复作为判断能否通过审核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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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审项目的业务咨询和项目沟通 

第十五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

在首轮审核问询函发出后，对审核问询问题存在疑问的，可以通

过审核问询函中预留的审核人员的录音电话直接进行沟通或者

通过审核系统“咨询与沟通——业务咨询和项目沟通”栏目申请

书面沟通、视频沟通或者现场沟通。 

第十六条 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

在首轮问询函发出后沟通的业务问题，主要包括： 

（一）对审核问询问题存在疑问，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二）在审期间发生新情况，可能影响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的； 

（三）其他需要沟通的重大疑难事项。 

第十七条 审核中心收到书面沟通申请的，应在五个工作日

内通过审核系统对咨询问题进行解答。对于重大疑难、无先例事

项，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时限并及时通过审核系统通知发行人、保

荐人或者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 

审核中心收到视频沟通或者现场沟通申请的，原则上应在两

个工作日内确定沟通时间。 

第十八条 上市委审议会议结束后，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

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可以参照本章有关规定，就审核中关注

的重要问题、会后事项和后续工作要求等与审核中心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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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纪律和监督 

第十九条 参加咨询沟通的人员不得向审核中心工作人员赠

送或者承诺赠送任何礼品、礼金、消费卡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

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 

审核中心参与咨询沟通的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接受上

述馈赠。 

第二十条 审核中心工作人员除按本指南要求进行沟通咨询

外，不得与发行人、保荐人或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及其

他有关各方相关人员就项目审核事项进行私下接触。 

第二十一条 参与咨询沟通的人员及审核中心工作人员应对

咨询沟通中需要保密的事项严格做好保密工作。 

第二十二条 本指南规定的咨询沟通接受纪检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指南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