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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公司上半年净利增长逾四成 研发投入创新高
▶▶详见A3版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苏诗钰

8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
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0%，
比7月份略降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
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分
别为55.2%和54.5%，分别高于7月份
1.0个和0.4个百分点，三大指数均连
续6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8月
份，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我国经济景气
持续恢复向好。

值得关注的是，8月份，制造业
PMI为51.0%，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
有15个行业PMI位于景气区间。主
要特点：一是需求继续恢复，供需循
环逐步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2.0%，
高于7月份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
回升。二是稳外贸政策发力，出口总
体向好。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
效应持续释放，制造业出口进一步改
善，8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9.1%，
高于7月份0.7个百分点，其中非金属
制品、有色、金属制品等7个行业位于
临界点以上。三是新动能发展加快，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从重点行业看，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为
52.8%和52.7%，分别高于7月份1.5和
0.9个百分点，高于制造业PMI 1.8和
1.7个百分点，新动能为制造业复苏

注入了活力。四是市场逐步好转，价
格指数上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
指 数 和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为 58.3%和
53.2%，分别高于7月份0.2和1.0个百
分点。五是经营预期改善，企业信心
增强。8月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为58.6%，高于7月份0.8个百分
点。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
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医药、专用设
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
械器材等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均高于60.0%。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8月份PMI小幅回落0.1个百分
点至51.0%，说明制造业依然处在平
稳扩张的区间。尽管生产指数有所
放缓，但需求回升、库存下降以及就

业指数边际改善都是积极信号。8月
份洪涝灾情边际缓解，因天气原因延
误的需求可能在近月回补，预计8月
份工业增加值或将小幅回升。

非制造业PMI方面，服务业复苏
有所加快。8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54.3%，比前一个月上升1.2个百
分点。建筑业高位小幅回落。建筑
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2%，低于7月
份0.3个百分点。从市场需求和预期
看，新订单指数为56.4%，高于7月份
1.8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6.6%，连续4个月保持在66.0%以
上，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以
及高温降雨天气的减少，近期建筑业
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综合来看，明明表示，8月份制造
业呈量价走强、库存回落、产需分化

的组合，非制造业中服务业延续回
升，建筑业有所回落，整体看基本面
继续往积方向修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经济保持向好的复苏态势，经济
景气整体改善，但PMI指标也反映出
小型企业还存在较为突出的困难。
下阶段，宏观政策要继续加大对市场
主体、就业和基本民生的支持保障力
度。特别是要继续发挥结构性政策
的作用，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支持力度，对小微企业提供更加精
准和普惠的支持，稳定工业生产，促
进为企业减负、为居民增收，提升消
费能力和意愿，有效提振内部需求，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PMI三大指数连续6个月保持在临界点以上

张 歆

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并推行配套
规则，可以说是创业板市场的再次

“创业”。
经过了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停板

的“充分发挥”，昨日，创业板注册制
首批18家公司迎来了首个常态化交
易日，从当日个股涨跌幅、换手率、成
交量等指标来看，整体表现似乎有些
四平八稳，有投资者担心“激情退
却”，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对830家存
量公司，还是对 18 家注册制新公司
而言，“稳”才是其目前最恰当的“表
情”——这个“稳”包含了“稳中求进”
的耐心与策略，也表达了“行稳致远”
的决心和能力。

首先，资本市场对创业板注册制
的欢迎有多维度的呈现方式，“涨升”
只是其中一种，更稳健的表达是“市
场人气”。

在资本市场，用“涨升”替代“掌
声”表达期许与欢迎，确实是最常见
的方式。创业板注册制落地 6 个交
易日，18只新股最新收盘价较发行价
涨幅超过100%的共有10家公司，其
中最高为 766%；其余公司也全部实
现上涨。但对于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而言，股价“涨升”不是唯一的
表达。

与短期涨跌相比，交易的活跃
度显然更能够反映投资者参与市场
的主观能动性。数据显示，注册制
提振了创业板交投的活跃度。创业
板上周成交额接近1.3万亿元，今年
第一次超过中小板成为深市最活跃
的板块。事实上，今年6月中下旬创

业板注册制启动发行审核工作以
来，创业板的成交活跃度已经逐步
提升：7月份和8月份的月度成交额
分别为 5.56 万亿元、4.57 万亿元，明
显高于上半年的月度平均成交额
（3.08万亿元）。

此外，投资者对于创业板注册制
新股申购保持热情。笔者注意到，尽
管中签率仅为“万里挑一”，但近期参
与创业板新股申购的投资者热情不
减，持续超过1300万户，这也可以理
解为投资者对于创业板注册制发行
询价制度的默默点赞。

其次，面对交易制度的变化，创
业板存量公司整体表现平稳；个别公
司出现异动，也被监管高擎注册制配
套规则及时警示。

虽然涨跌幅放宽，但8月24日以
来6个交易日内，创业板830家存量
公司的市场表现整体可谓十分稳健，
累计涨幅超过40%的仅8家公司；累
计跌幅超过20%的仅1家。此外，对
于个别公司的股价异动，监管、规则
也早有准备且立刻应对。

近日，天山生物披露，该公司 8
月 26 日、8 月 27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
股票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交易特别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形。同时，因股票交易价格
连续1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100%，属于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 业 板 股 票 上 市 规 则（2020 年 修
订）》，公司股票自 8 月 28 日起停牌
核查。

此外，8 月 24 日至 8 月 28 日，深

交所共对60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
取自律监管措施，涉及盘中拉抬打
压、虚假申报等异常交易情形；对连
续多日涨幅异常的公司业持续进行
重点监控，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第三，创业板“这届投资者”投资
情绪稳定，创业板注册制估值锚定稳
步推进。

由于创业板注册制新股目前仍
属于市场中的稀缺资源，也尚未形成
常态化发行，因此相关公司二级市场
的估值受到了供求等多方面外部因
素影响。不过，从估值变动幅度、方
向来看，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
比较理性，新股也在快速寻找估值的
稳健重心。

截至昨日收盘，18家新股中多数
公司的收盘价与发行价的差距逐步
缩小，其中收盘价相对于发行价涨幅
最低为13.3%，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的共识得到增强。

当然，对于创业板注册制新股
而言，发行价并不一定是其最恰当
估值，但是从科创板经验来看，随着
供求关系转换，一二级市场的价差
缩小是大势所趋，投资者对此也要
有充分认知和准备。只有如此，创
业板公司才能真正拥抱自己的“专
业铁粉”。

笔者认为，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此刻，创业板服
务产业转型升级重任下的再次“创
业”肩负了更多时代使命。虽然目前
开局平稳，但创业板注册制仍需各方
更多的理解和呵护，与瞬间的绚烂相
比，“稳”正是其“创业初期”的市场最
佳表情。

怎么看创业板注册制开局之“稳”
本报记者 李乔宇

继1月16日“中国高铁第一股”
京沪高铁在A股上市后，8月31日，又
一家“国铁系”公司——铁科轨道作
为“国铁科创板第一股”上市。当
日，铁科轨道开盘股价涨逾60%，盘
中触及 39.96元，截至收盘，上涨
52.89% ，报 收 34.34元 ，总 市 值 达
72.32亿元。

“铁科轨道主要以科技研发为
主，所以我们要在科创板上市。”铁
科轨道董事长韩自力在鸣锣开市现
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预示着
铁科轨道将借力资本市场，迈向新
的发展阶段。”

韩自力表示，铁科轨道在继
续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将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高铁走出
去战略，拓展国际业务，提升国际
市场份额，助力中国高铁走向世
界。

“此次铁科轨道科创板上市，标
志着铁科院在深化企业改革，推进
资产经营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黎在鸣锣现场
发布致辞时提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长李世华亦在现场表示，铁科轨
道挂牌上市，标志着作为中国铁路
战略科技力量的铁科院集团公司
成功迈入资本市场，也充分体现了
科创板对铁路前沿科技创新的大
力支持。

国 铁 集 团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证券日报》记者，铁科轨道上市
是国铁集团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国
企改革决策部署，加快推动铁路
股 份 制 改 造 取 得 的 又 一 重 要 成
果，将有利于通过资本市场优化
资源配置，做强做优做大国铁科
技企业，继续巩固发展我国高铁
技术世界领先优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铁道股
份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一部分，股
份制改革能够提高公司效率，上市
有助于实现资本的增值。“国铁集团
旗下有些单位能够实现稳定盈利，
具备上市条件。”杨德龙表示，这些
单位上市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成为上市公司也有利于实现公
众对于公司的监督，使相关公司得
以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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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谈
道：“这类上市公司，有很好的科技
底子，资金充裕，但还需要资本市场
来提升其效率。”

“其实从京沪高铁上市开始，铁
路类资产的市场化就已经大规模
推进了。”盘和林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铁路资产的市场化，是为了
促进高铁轨道交通行业整体从初
期投入阶段，进步到效率提升阶
段。现阶段高铁行业整体，从投资
到运营需要市场去推动全行业提
质增效。

在盘和林看来，未来会有更多
“国铁”系公司上市，“提质增效是行
业共识”。

铁路股份制改造更进一步

国铁科创板第一股
铁科轨道成功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