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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法实施半年 注册制 IPO规模占全部 IPO近七成
▶▶详见A2版

本报记者 刘 萌

第五批获准设立的自贸区“一
周岁”啦！

2019年8月26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同意新设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批复》，我国第五批自由贸易试验
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名单出炉。
同一天，国务院印发《中国（山东）、
（江苏）、（广西）、（河北）、（云南）、
（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以下统称《总体方案》）。

2019年8月30日，这6个自贸区
分别举行揭牌仪式。至此，18个自
贸区正式构筑起对外开放新版图。
近日，第五批6个自贸区陆续晒出挂
牌一周年成绩单。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6个自
贸区在可复制推广创新成果、新设企
业、重大项目落户、通关便利化、金融
服务创新、推进“放管服”改革、产业集
聚等七方面众多方面取得亮眼成绩。

云南自贸区8月27日发布一年
来相关建设情况和改革成果。具体
来看，在《总体方案》指导下，紧扣
106项试验任务，实现边民互市跨境
结算全流程电子化；出台16项金融
改革创新制度文件，推动跨境人民
币业务创新发展；累计梳理报送37
项可复制推广实践案例上报商务部
等等。此外，疫情期间，云南自贸区
积极探索“互联网+招商”模式，出台
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举办自贸区

“云招商”推介活动，片区集中“云签
约”等方式签订合作项目27个，投资
金额约263亿元人民币。

再以江苏自贸区为例，截至今
年6月底，其新增市场主体2.91万家，
其中外资企业近300家。上半年实
际利用外资 14.7亿美元，占全省

12%。贸易方面，上半年，自贸区完
成进出口总额2468.7亿元，占全省
13%。连云港港吞吐量达1.26亿吨，
同比增长3.46 %；国际班列运输量
达2.52万标箱，同比增长42.3%。中
哈物流基地进出集装箱9.8万标箱，
增长13%。重大项目落地方面，江
苏自贸区先后签约落地1亿元人民
币以上的重大产业项目88个，总投
资超过1500亿元。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
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6个自贸区挂牌一年来都
普遍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府职能
转变、金融创新和扩大开放方面取得
了很多制度创新成果，也有部分创新
是根据各片区功能定位的个性制度
进行创新，如河北自贸区曹妃甸片区
的“铁矿石保税分筛”是全国首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教授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目前发展来看，
第五批6个自贸区承担起了差别化
探索和制度创新落地的任务，同时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取得了相
应的成果。例如，河北自贸区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发挥了城市群建设的最大作
用；江苏围绕高新技术，广西探索
AEO互认，黑龙江的“以照为主，承
诺代证”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

“一年来，围绕各自的功能定
位，各自贸区都成了所在区域的经
济增长极和开放的高地，如江苏自
贸区苏州片区围绕‘一区四高地’建
设推动开放创新，生物医药、纳米技
术应用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
加速，加快了苏州片区打造高端化
产业的步伐。”肖本华表示。

(下转A2版)

第五批6个自贸区满周岁 七方面亮出成绩单

安 宁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正在向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的目标加速前进。

8月28日，证监会发布消息
称，准予2只深港ETF互通产品注
册，进一步推动深港金融市场互
联互通，此前，证监会在8月21日
核准设立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成为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
管理公司，这些开放举措的陆续
落地从广度和深度上加深了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的成色。

改革开放是新时代发展中国
资本市场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
全球资本市场共同繁荣的重要动
力。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中国资本市场，
必须加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
合作，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开放，
为市场带来更多活力和发展驱动
力；通过开放，提高资本市场的市
场化程度和透明度，也有利于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我国自2018年4月份大幅度放
宽市场准入以来，先后宣布并推动
了超过50多条具体的开放措施，其
中，涉及资本市场的行业和市场开
放措施已经全部落实，包括放宽证
券、基金、期货业外资股比到51%，开
通沪伦通，扩大沪深港通额度等。

此外，中国证监会在2019年陆
家嘴论坛期间宣布9项进一步扩大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其
中6项已经落地实施，涉及外资机
构“一参一控”、股东资质要求、基
金托管资格和全面推开H股“全流
通”、增加期货特定品种等；其余3
项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
对外开放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
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证券

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
早全面放开，7家外资控股证券公
司已经顺利落地，QFII、RQFII全
面取消额度限制，境内外市场互
联互通机制进一步优化，期货国
际化品种范围不断拓展等。

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在广
度和深度方面的不断拓展，市场包
容性也不断提升，全球资本也加大
对资本市场市场的配置力度。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
和股票729亿美元，其中，净增持境
内债券596亿美元，净增持股票133
亿美元。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6月末，境外机构与个人持有境
内股票24567.60亿元，持有债券
25724.23亿元。这体现了不断开
放的中国市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
国际资本“慕名而来”。

“资本市场要肩负起助力更高
水平开放的使命。”在今年的陆家
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对资
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新要求，他表
示，开放是现代经济体系和成熟金
融市场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将继续秉
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加快推进
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

资本市场的高水平开放，离
不开市场基础制度的进一步完
善、离不开市场机制的改革创新、
离不开中介机构的高水平开放、
离不开全方位的国际合作。

而监管层在推进资本市场高
水平双向开放的过程中，应要注
意风险防范问题，进一步健全跨
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加
强跨境监管协调协作和信息数据
共享，做到“放得开、看得清、管得
住”，确保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的
稳健运行。

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
再推新举措

本报记者 张 歆

截至8月30日晚间，沪市主板共
有1546家公司披露半年报（包含8月
27日摘牌的退市银鸽）。据《证券日
报》记者统计，沪市主板公司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17.33万亿元，同比下
降约3%，相较一季度同比降幅收窄5
个百分点；净利润 1.41万亿元、扣非
后净利润1.33万亿元，均同比下降约
22%，较一季度下滑幅度略有收窄。

其中，沪市主板实体公司上半年
营业收入12.7万亿元、净利润0.41万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0.34万亿元，同
比下降约 6%、38%和 42%，相较一季
度同比降幅分别收窄 7个百分点、25
个百分点和 24个百分点。金融类公
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约13%。

所有沪市主板公司中，上半年有
1273家公司保持盈利，占比超八成，
273家公司亏损，相较一季度 430余
家亏损公司大幅下降，亏损面明显收
窄。盈利公司中，近五成净利润同比

增长，下滑家数及幅度相较一季度也
有所降低。

分季度来看，沪市主板公司业绩
在二季度出现恢复性增长，实现营业
收入9.29万亿元，同比增长约2%，环
比增长约 16%；净利润 0.73万亿，扣
非后净利润0.68万亿，环比均有所增
长。二季度盈利公司 1296家，其中
两成环比扭亏为盈、六成环比增长；
亏损公司 243家，其中近四成环比亏
损收窄。实体企业二季度业绩也明
显好转，营收、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
环 比 较 一 季 度 分 别 增 长 约 29%、
153%和 167%。经营性现金流方面，
上半年净流入0.29万亿元，其中二季
度单季净流入0.79万亿元，相较一季
度由负转正，同比增长约15%。

从结构上来看，沪市主板实体
公司中，市值百亿元以上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5万亿元，净利
润 0.38 万亿元，降幅较一季度分别
收窄 6个百分点和 23个百分点。市
值百亿元以下公司营业收入、净利

润同比降幅分别收窄 9个百分点和
38个百分点。国有实体企业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 9.80 万亿元，净利润
0.24万亿元，同比降幅分别收窄 6个
百分点和 25个百分点；民营实体企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净利润同比
降幅收窄至9%。

分行业来看，沪市主板公司中，
通用及专业设备、橡胶和塑料制品、
金属制品、仪器仪表等制造行业和技
术服务行业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16%、54%、39%、10%和 20%；食品饮
料、电力热力等民生保障行业净利润
增速转正，同比增长 5%和 2%，医药
制造等防疫相关行业净利润降幅收
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色。

此外，前期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消
费和交运行业也在二季度出现复苏
迹象，但部分领域形势依旧严峻。煤
炭、有色、钢铁、化工等传统支柱行业
恢复进程较为缓慢，石油及天然气行
业受疫情冲击和油价走低的双重影
响，出现大额亏损。

沪市主板公司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1万亿元
逾八成公司盈利

本报记者 姜 楠

截至 8月底，除暴风集团、千山
药机和星期六 3家公司外，深市共有
2277 家公司披露了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数据。整体来
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市上市
公司上半年业绩略有下降，但近八
成公司实现盈利，自第二季度起，深
市上市公司扎根主业，主动适应，近
八成公司盈利水平环比第一季度企
稳回升，为贯彻落实“六稳”“六保”
任务和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保障。

整体业绩保持平稳，二季度强力
反弹。2020年上半年，深市上市公司
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27.11亿元，同比
小幅下降 1.53%；利润方面，创业板
公司表现亮眼，净利润同比增长
13.97%，扣非后净利润增长 17.5%。
剔除金融业后，深市上市公司实现平
均营业收入 26.42 亿元，同比下降
1.94%，优于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营业总收入 5.2%的降幅，深
市上市公司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和抗风险能力。

从第二季度数据来看，深市上市
公司第二季度实现平均营业收入为
15.81亿元，较第一季度增长35.56%；

近 96%的公司收入环比上升，其中，
386家公司环比增长 50%以上，占比
17.1%。另外，更有半数以上公司营
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

深市公司第二季度实现平均净
利润1.26亿元，较第一季度大幅增长
95.85%；近八成公司净利润环比增
长，四成公司环比增长50%以上。疫
情冲击下，仍有超半数公司二季度净
利润同比实现增长，更有三成公司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超 50%。反映出我
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效。

创业板公司业绩与去年基本持
平，注册制首批 18家公司增幅高于
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已披露半年
报的 847家公司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8.34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实
现平均净利润 0.83 亿元，同比增长
13.97%。二季度创业板上市公司实
现平均营业收入 4.85 亿元，同比增
长 9.04%，环比增长 43.69%；实现平
均 净 利 润 0.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2.25%，环比增长 147.37%。第二季
度扭转第一季度业绩下滑颓势，增
长动能强劲。

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上市的 18
家公司在上半年度实现平均营业收
入 5.85亿元，同比增长 27.34%，实现

净利润 1.02亿元，同比增长 62.39%。
虽然首批 18家公司平均营业收入绝
对值略低于创业板整体水平，但营业
收入、净利润同比增幅均优于创业板
整体水平。

同时，以迈瑞医疗、东方财富等
为代表的市值 200亿元以上的 78家
公司上半年平均营业收入、净利润分
别为29.94亿元、5.46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17.28%、57.65%。上半年业绩
增长公司平均净利润同比增幅为
134.46% ，远 高 于 去 年 同 期 的
66.50%；上半年业绩下滑公司平均净
利润变动-69.45%，与去年同期的-
71.15%基本持平，绩优公司的强劲增
长持续带动创业板业绩稳健。

2020年上半年，创业板公司保持
创新本色，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
费用合计达 349.75 亿元，同比增长
7.01%。其中，宁德时代研发投入力
度最大，上半年研发费用高达 12.98
亿元，迈瑞医疗、蓝思科技、欣旺达、
深信服、汇川技术等公司的研发费用
金额也达到5亿元以上。

随着创业板改革的深入，板块生
态持续净化。今年以来，创业板共 6
家企业退市或即将退市，优胜劣汰机
制效果明显，进一步提升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退市制度步入常态化。

深市公司上半年近八成实现盈利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公司营收、净利增幅均高于平均水平

8月30日，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开始京沪、京广线普速铁路拨线施工。当日拨接的京沪、京广普速铁路线原来
位于新建丰台站北侧，拨接后，线路将从南侧站房内穿过。图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京沪线京沪线、、京广线京广线““入驻入驻””新建北京丰台站新建北京丰台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