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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随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不断推进，投

资者和监管部门对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信息披露的质

量要求越来越高。为帮助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更好地

丰富品牌内涵，树立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特提出此项

目。本项目于 2023 年 5 月正式立项，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提出并归口 

（二）主要起草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财富传媒集团、正邦创意（北

京）品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编制的目的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品牌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竞

争的制高点,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企业价值的

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评估品牌价值，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影响

力，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顾客忠诚度。传播准确信息，传

递正确信号，坚定市场信心，以信息的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

是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随着以信息披露为

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不断推进，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 IPO

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财富网为帮助 IPO

企业更好地丰富品牌内涵，树立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

特推行此项目。针对企业 IPO期间设立品牌建设的标准化流



程、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构建与其定位相匹配的公共形象、

舆情环境、生态格局和话语体系，助力企业 IPO进程顺利，

稳定企业市值预期。 

项目以品牌价值评价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

基础，充分考虑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现状，通过充

分的分析、创新等研究工作后制定。目的是为企业加强品牌

管理、提升品牌价值提供指导和技术支撑，引导企业加强品

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为

相关部门开展品牌建设提供工作依据。 

（四）主要编制过程 

1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起草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召开

相关工作会议，明确成员及任务分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

划。 

2 资料收集整理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发展

现状，国家、地方、行业相关的标准或规定，对所收集的资

料内容深入研究和分析。 

3 编制标准草案稿 

基于收集的资料整理，组织召开专题研讨，拟定标准框

架与主要内容，并编制标准初稿，经工作组内部讨论，修改

完善，形成《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培育指南》（草



案），并提交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4 组织立项评审会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按照有关程序要求，组织标准化、

品牌、行业等领域专家召开了立项评审会。评审专家组就《首

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培育指南》（草案）相关内容

进行评审和指导，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并建议加快编制、发

布与应用。 

5 形成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专家意见，对《首次公开募股（IPO）

企业品牌培育指南》（草案）进行了全面处理和完善，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规范性原则 

该标准的编写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相关要求，

以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二）系统性原则 

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管理指南应突出全面性、系统性，

全方位体现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管理的要求。 

（三）科学性原则  

标准基于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特征，结合国



内外管理实践，标准内容具有科学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基

础。 

（四）应用性原则  

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品牌建

设实际状况，结合其他领域成熟的品牌管理实践经验，充分

考虑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五）协调性原则  

标准充分考虑到与国家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532）品牌评价标准体系框架内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针对首次公开募股(IPO)企业的发展特点与经营

现状，为此类企业开展品牌培育活动提供指南。IPO 企业可

通过开展品牌培育活动，将品牌培育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

提高品牌培育的有效性和效率。本文件是 IPO企业品牌培育

的专项指南，也可为预 IPO企业的品牌培育活动提供指导。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品牌价值测算模型 

给出了多周期超额收益法模型，规定了品牌现金流的确

定方式以及品牌价值折现系数的确定方法。 



5.品牌强度评价指标 

 

 

本标准包含 

四、标准中有无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涉及到专利。 

五、预期的社会效益 

本标准预期为企业加强品牌管理、提升品牌价值提供指

导和技术支撑，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

应，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为相关部门开展品牌建设提供

工作依据。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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