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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炜：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至今将满两周年。两年时间里，科创板支持“硬科技”

的示范效应初步显现，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今日，本报聚焦科创板开板两
周年，从市场数据、制度创新等角度入手，进行相关采访和解读。

本报记者 贾 丽

新一轮抢人大战，在汽车界打响。
随着小米、BAT、苹果等巨头纷纷宣布跨界造

车，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关注度持续提升。而入局
者的增加，使人才紧缺成为行业面临的突出性问
题，企业之间的挖角在暗中频频上演。对于招揽
人才，甚至有企业开出了“年薪无上限”的条件。

人才，正成为眼下造车者竞争的关键。

跨界者入局缺口急剧扩大

当下，跨界造车已不是新鲜事，而大量玩家
的涌入，也带动了汽车界的就业潮。猎聘大数据
显示，2021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领域新发职位同
比出现激增，高达103.53%。

“目前，汽车专业人才最紧缺，企业的招聘需
求强烈，新能源、无人驾驶等方向的职位都是热
门。”某猎头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目前她接触的有相关招聘需求的公司有30
多家，涉及上百个职位，包括百度、阿里、网易等
互联网巨头。

猎聘大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
领域招聘需求旺盛的职位包括汽车设计工程师、
产品经理、算法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动力系统设
计、电气工程师、硬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开发、
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等。新能源汽车行业对技
术类、研发类人才的需求较大。

“造车行业的人才争夺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跨学科、跨门类的新型数字技术研
发人才，包括自动驾驶、智能网联领域的综合类
人才严重缺乏，表现出众的就更凤毛麟角了。”北
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坤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BOSS直聘数据，今年以来，在汽车行业，自
动驾驶研发、智能座舱设计、软件工程师、销售、
用户运营等岗位的需求同比增幅已经超过1.8倍。

“目前来看，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面的，
从交付、售前解决方案、技术、销售到财务、后勤等
领域，企业都需要人才，因为汽车领域的专业性较
高，公司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来操作。”上述猎头公
司负责人称。她认为，虽然汽车行业人才紧缺的情
况在近年间一直存在，但随着跨界造车企业的入
局，市场专业人才的缺口在近两年显著扩大。

一位科技企业汽车产业链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就整个汽车产业链来看，专业性、
具有跨界能力的复合人才最受市场欢迎，也是互
联网企业争相挖角的对象，其往往可以带来更专
业的团队。”

猎聘创始人兼CEO戴科彬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领域招聘需
求快速增长，部分企业出现很多空缺职位，这反
映了这个行业人才需求的旺盛以及相关人才资
源的稀缺。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尤其是随着小米、BAT、苹果、富士康、360等
巨头纷纷跨界进入造车领域，造车赛道的火热使
得人才紧缺的情况在现阶段一定会持续，这波人
才紧张的局面或将持续四年时间。”

抢人大战全面爆发

目前来看，车企之间挖角激烈，人才之争日益
白热化。今年以来，汽车行业核心人才的薪酬水涨
船高，特别是近2个月，多家企业开出高薪吸引人
才，甚至有企业打出了“年薪无上限”的旗号。

上述猎头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对于新
晋造车企业来说，销售副总以上的职位，年龄越
大反而越吃香，企业都乐于接收50岁以上的有着
丰富经验的人才。对于高管及复合型高级人才，
薪酬都是开放的，招聘公司明确表示年薪没有上
限，具体可以谈。有经验的自动驾驶相关技术人
员、销售人员，年薪通常都在一两百万元以上。
无人驾驶核心人才薪酬是较高的，年薪在百万美
元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汽车行业人才紧缺的情况，盘古智库高
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当前整个造车市场人才竞争非常激烈，有人
才需求的企业很多，但实际上真正有经验的高级
人才却较少。另外，新能源汽车市场刚刚兴起，
人才相对有限，培养也需要时间，所以才出现了
人才紧缺的局面。”

“一般汽车行业高级人才是按计划培养的，培
养一个成熟的人才至少要七年以上。对于人工智
能、自动驾驶等领域的高级人才，还需要有一定的
实践经验，这非常困难，所以市场上一下子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情况。”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专
家智库成员张翔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智能汽车产业处于风口之下，新技术需要
新门类、跨学科的技术人才支撑，其必须要懂得
智能汽车的工作原理和新技术逻辑，而智能汽车
相关门类的人才相对较少，因此竞争更为激烈。”
中国本土企业软权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锡冰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挖角现象频繁发生，甚至经常出现整个团

队被挖走的情况，人才水平参差不齐，目前来看，
市场中出现了新晋企业和传统企业之间人员流
动性过大的情况，部分人员频繁跳槽。”上述猎头
公司负责人说。

“部分新晋企业对销售目标要求过高，很多
入职者难以达成目标，有较大的心理压力，致使
人员频繁流动，反而影响公司稳定发展。新入局
者要在造车市场上立足，应该探索差异化的造车
模式、多元化的运营手段，深挖用户出行习惯和
使用场景。汽车智能化是大趋势，为了做到更智
能、体验感更强，造车行业的竞争者们将不断烧
钱、烧脑来推动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企业需要
做好各方的平衡，实现有序发展。”祁海坤认为。

造车抢人大战
“年薪无上限”

2021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领域
新发职位同比激增，高达103.53%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吴晓璐 包兴安

积土成山，积水成渊。
开板将满两周年的科创板在探

索中成长、在优化中前行，集结“硬科
技”，深耕“试验田”，激活科创“一池
春水”。两年来，多项改革创新制度
落地，287家“硬科技”企业成功挂牌，
为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科创板企业
“硬科技”成色足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6月10
日，科创板上市公司达287家，总市值
超过4万亿元。287家公司首发募集
资金合计3644.96亿元，占同期A股
IPO募资总额的44.3%。

市场人士认为，科创板公司在科
创属性、成长性等方面表现较为突
出，发展态势良好。未来有可能孕育
出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企业。

从行业划分来看，科创板企业
“硬科技”成色足。Wind资讯数据显
示，科创板287家上市公司主要集中
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行业，分别有
102家、66家、46家和39家。并在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初步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其中，集成电路
行业涵盖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
测试、材料和设备等全产业链，汇集
了中芯国际、中微公司、沪硅产业等
近30家公司。

围绕培育更多具有“硬科技”实
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企业，监管层
不断探索完善科创板制度规则。今
年4月16日，证监会修订《科创属性评
价指引（试行）》，新增研发人员占比
超过10%的常规指标，以充分体现科
技人才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建
立负面清单制度。

“科创板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只用了2年就达到4万亿元市值。”巨
丰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朱
振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板
解决了大量科创企业上市难的问题，
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从研发方面来看，2020年，科创
板公司研发投入金额近400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22.6%；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2%，中位数为
9%。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上述287
家公司中，平均每家公司的研发人员

占比近30%，六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平均新增发明专
利18项；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其他市
场板块。有78家公司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等国家级科技奖项，超过50%
的公司参与过国家级重大科技专项。

“这说明科创板企业普遍对研发
比较重视，大部分是技术和人才驱动
型企业，这些企业由于研发投入大，
在过去很难实现上市，科创板的出现
大大缓解了科技创新企业上市难的
问题。”朱振鑫如是说。

谈及科创板的未来，南开大学金
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下一阶段，科创板要在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持续努力，通
过资本市场孕育真正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科创企业。

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
收获多维度创新成果

开板两年来，科创板这块资本市
场改革“试验田”已繁花似锦，各项制
度创新蹄疾步稳。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
师李兴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
板“试验田”收获了多维度创新成果，
市场包容性明显增强，资源配置效率
显著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短
板逐渐补齐。在科创板注册制平稳
运行一段时间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
也顺利落地，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
正在稳步推进。

“科创板在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增
量改革的路径。”中航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董忠云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
称，这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
新的短板，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
方面通过差异化安排，增强对科技创
新企业的包容性。此外，科创板通过
引入“市值”指标，与收入、净利润、现
金流、研发投入等财务指标进行组
合，设置了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不再
对持续盈利有硬性要求，为未盈利企
业和特殊架构企业打开上市通道，满
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
的融资需求。

2020年7月份，证监会发布《科创
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上交所也配套发布了一系
列科创板再融资相关规则，进一步精
简优化发行条件，差异化设置各类证
券品种的再融资条件，同时进一步缩
短审核周期，对“小额快速”融资设置
简易程序，支持有发展潜力、市场认

可度高的优质科创板企业便捷融资。
目前，科创板已完成并购重组1

单（华兴源创）,从受理到完成注册仅
用时30个工作日；20家公司发布再融
资方案，合计拟募资426亿元，其中已
完成6家、募资206亿元。

董忠云进一步表示，“科创板在
股份减持、股权激励等制度方面更加
市场化、更具包容性。在信息披露方
面更具针对性、更全面充分，突出了
市场化理念。”

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16家科创
板公司推出133份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涉及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骨
干员工2万余人，超九成公司采用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平均折价45%。

改革并非朝夕之功，未来科创板
仍需深化改革、引领创新。

在 董 忠 云 看 来 ，目 前 科 创 板
IPO、再融资等制度已较为完善，未
来可以从引入做市商制度、优化交易
机制、创新衍生产品等角度入手，继
续提高科创板市场化程度，提升资本
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运行机制更加市场化
价格发现效率提升

两年来，科创板运行机制更加市
场化，博弈更加充分。

李兴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
创板改革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成效，
其中包括提升价格发现效率。

科创板交易制度设计有三个特
点：一是放宽交易涨跌幅限制，科创
板新股上市后5个交易日内不设涨跌
幅限制，之后涨跌幅放宽至20%，有
利于更早实现价格发现和形成市场
均衡价格。二是融资融券效率提高，
比如融券来源扩大，费率、期限及保
证金比例的随行就市，办理流程更加
精简和高效。三是投资者适当性实
行差异化制度安排，要求“两年投资
经验+50万元资金”，优化了科创板
的投资者结构，投资决策更加专业和
理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科创板的交易制度设计，
不仅优化了科创板本身的制度，而且
也是一种试点。在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背景下，国内交易制度未来可能在
一些维度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比如
在放宽涨跌幅限制和提高融资融券
效率方面，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具
备风险对冲条件（针对融券）、流动性
进出顺畅（针对涨跌停）的市场是他

们乐于参与的市场。所以，这些交易
体系的创新也将便捷外资进入。

李兴认为，精准的合格投资者门
槛，在保护普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
时，也有助于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有关数据显示，从市场运行看，
科创板运行效率提升、稳定性增强。
一是价格发现效率提升，新股上市首
日涨幅中位数为130%，随后4个交易
日整体累计下跌6.32%，市场首周即
较快实现股价短期均衡。首日平均
振 幅 为 27.04% ，到 第 五 日 降 至
9.06%，与成熟市场表现基本趋于一
致。二是流动性保持在较高水平，今
年 以 来 科 创 板 日 均 整 体 换 手 率
2.56%，高于主板（1.2%）、与创业板
（2.4%）基本相当。同时，新股交易
流动性在前期释放较为充分，后期回
落较快，首日换手率约70%，一个月
之内降至5%以下的正常水平。

盘和林认为，新股溢价减弱并没
有影响市场流动性，这是个好现象，
说明市场处在均衡状态，外部流动性
补充非常及时。

科创板开板将满两周年：
集结“硬科技”深耕“试验田”

朱宝琛

犹记得两年前第十一届陆家嘴
论坛上振奋人心的一刻——科创板
开板仪式举行。彼时，人们用“科创
板速度”来形容这个资本市场的全
新板块——从2018年11月5日“科创
板”的名字首次亮相，到2019年6月
13日正式开板，只用了短短220天时
间。

随后，一系列工作快速推进。
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企业举行
上市仪式，这标志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这一重大改革任务正式
落地。

科 创 板 的 英 文 翻 译 为“SSE
STAR MARKET”。其中，“STAR”
取自“Sci-Tech innovation board”每

个词中的一个字母。“STAR”一词的
缩写，也寓意着科创板如一颗冉冉
升起的新星。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陆家嘴论
坛，科创板也将在6月13日迎来开板
两周年纪念日。两年时间，美好的
愿望正不断实现。

一个典型的特征是，科创板在
多个面向科技前沿的“硬科技”领
域，已汇聚了一批涉及各产业链环
节、多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其“硬
科技”成色逐步显现。多位业内人
士在与笔者交流时也一致认为，科
创板“硬科技”成色足，虽然有些企
业目前尚未盈利，但发展前景可期。

与此同时，科创板公司深耕科
技创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
果竞相涌现，展现了我国科技创新

企业的巨大潜能和活力。
根据证监会主席易会满6月10日

在陆家嘴论坛上公布的数据：2020
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与营业收
入之比的中位数为9%，研发人员占
公司人员总数的比重平均为28.6%，
平均拥有发明专利104项，均高于其
他板块。

科创板正以更为包容的态度，为
越来越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
科技创新企业，提供借力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的便利：已有19家未盈利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特殊股权架构企业和
红筹企业也成功登陆科创板。

两年来，科创板正成为我国资本
市场一颗闪亮的星星。未来，随着各
方持续凝聚共识、发挥合力，这颗星
将继续闪亮。

科创板，资本市场闪亮的“星”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
份金融数据。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
数据显示，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5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43亿元，比
2019年同期多增3127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6232亿
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806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4426亿元；企（事）业单
位贷款增加805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减少64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528亿
元，票据融资增加1538亿元；非银行业
金融机构贷款增加624亿元。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5月
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好于预期，体现了
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4月份新
增人民币贷款回落较快的形势下，5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和结构都
相对稳定，略超市场预期。从结构上
看，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贷款增量与
上月和去年同期均基本相当，新增结
构占比基本稳定。

在社融增量方面，据初步统计，
2021年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27万亿
元，比2019年同期多2081亿元。其

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1.43万亿元，同比少增1208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
民币增加7亿元，同比少增450亿元；
委托贷款减少408亿元，同比多减135
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295亿元，同比
多减958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
票减少926亿元，同比多减1762亿元；
企业债券融资净减少1336亿元，同比
少4215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6701亿
元，同比少4661亿元；非金融企业境
内股票融资717亿元，同比多364亿
元。

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

认为，5月份社融增量低于预期，政府
债和企业债同比大幅减少对社融形
成明显拖累。政府债券方面，去年5
月份政府债券融资规模达到了1.1万
亿，今年5月份政府债券净融资仅
6701亿元，相较于去年明显减少。企
业债融资出现明显下滑，一方面是季
节性因素，历来5月份企业债发行都
会出现季节性回落；另一方面则可能
是受公司债发行新规的短期影响。

此外，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227.55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低2.8个百分点；狭义货

币 (M1)余额61.68万亿元，同比增长
6.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低0.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流通
中货币(M0)余额8.42万亿元，同比增
长5.6%。当月净回笼现金1626亿元。

“5月份，M2增速较4月份有所回
升，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社融存量增速回落，新增社融出现结
构性收紧，体现了防风险和调结构的
要求。”温彬认为，下一步，货币政策
宜保持平稳，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加大结构性调节力度，帮助小微企业
应对原材料上涨压力，支持稳岗位保
就业，促进内需加快恢复。

5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1.5万亿元好于预期

本报记者 刘 琪

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6
月9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
1.5%关键水平。行情数据显示，当日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报1.492%，
盘中一度下探至1.472%。按收盘价
来看，这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
3月4日以来首次跌破1.5%。与之同
步下行的还有美国30年期国债，当日
收益率跌至2.1483%，为3月1日以来
最低。

“从5月中旬开始，美国10年期国
债收益率就整体处于震荡下行趋势，
6月9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向下
突破1.5%，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中
信证券首席FICC分析师明明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债收

益率向下突破反映出美国流动性过
剩，大量资金正在寻找合适的资产，
长端国债是一个目标。

据纽约联储6月9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当日共有49个对手方在美联储
的隔夜固定利率逆回购中接纳了总
计5029亿美元，刷新了6月8日所创的
逆回购工具用量最高纪录4974亿美
元。

“美债收益率的下行也反映了持
有通胀是暂时性观点的投资者越来
越多，认为美联储在就业市场复苏不
及预期情形下收紧政策概率较低的
人越来越多。”明明补充说。

此外，还有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明明表示，美国5月份非农数据不及
预期，小企业信心指数出现4个月来
的首次小幅下滑，同时4月份职位空

缺数增至930万，为2000年以来最高
水平，以上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对于
美债收益率下行也会起到一定助推
作用。同时，周三，美国财政部标售
380亿美元10年期美国国债，结果显
示需求强劲——得标利率为1.497%，
远低于前次的1.684%，认购倍数达到
2.58，创下2020年7月份以来的新高，
强劲的需求进一步助推了收益率下
行。此外，6月9日美股全线下跌，在
股市避险情绪的驱动下，美债收益率
下行。

“从基本面来看，当前美国疫情
形势企稳，服务业复苏势头强劲，带
动经济修复加快以及通胀上行，美国
甚至全球货币政策今年将边际收紧
几乎毫无悬念。”对此，东方金诚研究
发展部分析师白雪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近期美债收益率的下行是经
历前期快速上行后的短期调整，从中
长期来看，美债收益率上行趋势并未
逆转。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
在今年三季度末或四季度初明确释
放缩减购债的信号，因此，至少在三
季度内，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Taper
（缩减）预期不断强化，美债收益率仍
有第二波上行的可能。

近期美债收益率的走低是否会
对我国造成影响？明明认为，美债收
益率走低总体而言对我国影响可能
并不显著，短期来看，主要对我国债
市有一定情绪上的影响。长期来看，
如果美债收益率持续走低，吸引力减
弱，海外投资者可能有进一步减持美
债的意愿，同时中美利差走阔将会进
一步提升我国债券市场对于外资的

吸引力。但是长期来看，美债收益率
持续走低的概率不大，随着美国经济
复苏和通胀上行，美债收益率未来上
行的可能性更大。

“当前国内货币政策强调‘以我
为主’，美债收益率变动对国内债市
的实质性影响减弱。当前美债收益
率波动更多是通过影响中美利差和
外资流入速度来对国内债市产生传
导影响。”白雪分析认为，前期美债收
益率快速上行，中美利差收窄，外资
流入减速。但4月份以来，中美利差
收窄速度明显放缓，4月份至5月份外
资对人民币债券已恢复净增持，对这
段时间国内债市走强起到了一些支
撑作用。近期美债收益率下行，中美
利差再度扩大，预计将吸引更多境外
资金流入。

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破1.5% 中美利差走阔利于外资加速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