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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 8 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业务》 

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者“公司”）从事互联网营销业务所涉及的

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所起草了《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从事互联

网营销业务》（以下简称“《指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互联网营销业务逐渐成为营销行业的发展方向，由

于互联网营销业务的行业历史较短而缺乏统一公允的评判指标，

同时，互联网营销业务的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目前尚不完善，从事

互联网营销业务的公司存在监管缺位风险，因此有必要对市场上

现有的指标体系进行规范。 

目前，互联网营销公司在对业务指标的披露方面并不够充

分，投资者无法充分对同行业公司进行对比分析，随着越来越多

的互联网营销公司登陆创业板市场，投资者对公司业务指标的信

息披露需求越来越强烈。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促进从事互联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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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业务的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披露的透

明度，便于投资者理解上市公司的业务情况，本所在总结从事互

联网营销业务公司的共性特点后，充分借鉴海外互联网营销公司

及国内信息披露实践经验，并征求公司、行业分析师及投资者意

见后，制定了《指引》。 

二、主要内容 

本《指引》共十四条，首先明确了具体的适用业务范围，并

对各业务类型进行了描述，其次分别从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的

非财务信息、财务信息以及临时报告等三个方面对从事互联网营

销业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一）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非财务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互联网营销业务的经营特点，《指引》首先要求在年度

和半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公司所处产业链环节和具体业务模式，

便于投资者阅读和理解。 

其次，《指引》要求披露能够反映公司业务特点的信息，包

括：一是公司的数据或流量情况，如自有和第三方导入的数据或

流量占比情况，移动端和非移动端覆盖的用户数量及日均活跃用

户数量；二是与反映公司主要业务的标准（如转化率、点击率、

展现率等）相关的技术指标，如每秒报价笔数、每秒成交笔数、

日均报价笔数、日均成交笔数、日均成交金额、日均网页抓取数、

日均关键词展示量等；三是公司在主要合作平台（如需求方平台、

供应方平台、广告交易平台等）上的交易金额，单一平台交易金

额占交易总额 50%以上的，还要求披露其名称和交易金额所占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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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披露要求 

首先，《指引》要求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按照不同维

度披露收入及采购金额，包括：一是按照直接类客户和代理类客

户分别披露客户数量、收入金额及客户留存率；二是按照终端类

型（移动端、非移动端）披露不同业务类别（如搜索引擎营销、

积分墙营销、程序化购买等）下的收入金额；三按照合作媒体的

类别（如门户网站、搜索平台、应用开发商等）汇总披露采购金

额，并披露不同采购计费模式（包断计费、流量计费）下的采购

金额，单一合作媒体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 50%以上的，还要求披

露其名称和采购金额所占比例。 

其次，《指引》要求公司在披露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时，

应当结合具体的盈利模式、收费方式以及公司承担的义务和风

险，详细披露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具体方法。 

（三）临时公告的信息披露的情形和要求 

一是明确了公司客户变化的披露要求，当公司的主要客户不

再续约或新增客户，可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或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及时披露上述事项对公司收入及

净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行风险提示。 

二是明确了媒体资源变化的信息披露要求，当公司主要合作

媒体（如门户网站、搜索平台、应用开发商等）及应用市场的审

核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上市公司出现与重要媒体终止合作、

相关应用被主要应用市场强制下架等情形，可能对公司的日常经

营或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及时披露

上述事项对公司数据或流量导入、业务开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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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风险提示。 

三、其他要求 

考虑到上市公司对行业特征指标的具体计算方式存在差别，

为了便于投资者理解和对比，《指引》要求上市公司在披露业务

指标时，详细披露指标含义、数据口径、数据来源（第三方机构、

公司自身统计均可）及所反映的公司运营状况，并保持各期报告

中相关数据口径和来源的一致性。同时，《指引》要求公司在风

险提示章节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公司业务运营情况，充分披露可

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实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

险因素，如客户变动风险、媒体合作风险、个人隐私保护法规变

化风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