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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 珊

科创板迎来开市两周年。
两年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

逐渐增加，截至7月21日收盘，科创
板上市公司达到 311家，总市值合
计47759.60亿元。

可以看到，科创板交易热度比
预想的要高。

逾九成科创板公司股价较发行
价实现上涨。截至 7月 21日收盘，
290家公司最新收盘价相对发行价
上涨，占比 93.25%。其中，160家公
司股价较发行价涨幅在100%以上，
占比 51.45%。纳微科技、美迪西等
两只个股最新收盘价相对发行价涨
幅 均 在 10 倍 以 上 ，分 别 为
1287.86%、1053.68%，此外，固德威、
天奈科技、佰仁医疗、爱博医疗、东
方生物等个股最新收盘价相对发行
价涨幅也均超800%。

百元股数量增至 78只。截至 7
月21日收盘，78家科创板公司股价
在 100元以上，占比 25.08%。石头
科技以 1160 元的股价位居科创板
首位，极米科技、康希诺、思瑞浦、中
望软件、华峰测控等个股最新收盘
价也均在500元以上。

圆融投资股票部高级研究员潘
辛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科创板成立两年来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不仅支持了一大批
技术创新型企业发展，也为投资人
提供了较好的回报。由于科创板上
市企业多处于半导体、创新医药医
疗、核心软件、人工智能等长期景气
度较高行业，长期看科创板业绩会
持续向好。

作为风头强劲的板块，科创板
2021年上半年业绩也十分喜人。截
至7月21日收盘，已有101家科创板
公司发布2021年半年度报告或上半
年业绩预告，其中 68家公司上半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或有
望实现同比增长，占比67.33%。

私募排排网研究主管刘有华告
诉记者，整体上看，科创板预喜率和
创业板相比，相差并不大，但是板块
内部分化还是比较大的，部分上市
公司业绩表现非常优秀，其股价走
势也侧面体现了这一点。

对于科创板上市公司接下来的
投资机会，建泓时代投资总监赵媛
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以科创板为代表的成长股，在低
利率环境下更容易获得估值优势。
推荐关注汽车智能化、物联网、科技
型国产替代（科研试剂、先进材料
等）、创新药、半导体先进材料等几
个赛道。

潘辛毅认为，未来科创板机会
依然会集中于上述高景气度行业，
细分来看，生命科学上游、制造业相
关核心软件、创新医疗器械等板块
可能会有不错的投资机会。由于科

创板上市公司科技属性较强，个股
研究难度相对大一些，也可以通过
科创50ETF对科创板进行投资。

与此同时，刘有华也提示，分化
一定是未来的主题，从目前来看，科

创板上市公司股价分化已经比较
大，所以需要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
力，建议从研发+市场+行业属性出
发寻找标的。

(更多相关报道详见A3版)

逾半数科创板公司股价翻倍 百元股增至78只

赵学毅

7月22日，A股科创板迎来两周
岁生日。两年间，一组组鲜活的数
据彰显出科创板锐意改革的活力与
魅力，也是一张“硬核”成绩单。

这两年，科创板共受理663家公
司IPO申请，311家科创公司成功登
陆，远超同期上市的主板公司数
量。截至 7 月 21 日，科创板上市公
司总市值超过4.78万亿元。

这两年，科创公司募资总额达
到 3789.66 亿元，且有 167 家占比超
半数的科创公司首发超募，超募资
金合计973.62亿元。

这两年，科创公司上市速度屡
屡刷新，中芯国际从受理到成功注

册，仅用时29天。平均来看，科创板
公司从受理到上市委审议总体用时
156天，接近于境外成熟市场。

这两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侵
扰，A股公司业绩增速小幅放缓，但
科创板公司净利润年化增速高达
91%，领跑市场其他板块。

这两年，市场化的融资支持科
创公司进行大量研发投入。截至
2021 年一季报，科创板公司整体研
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9%，明
显高于创业板的 5%和全部 A 股的
1%。注册制改革助力科技与资本
的良性互动，目前有 90%以上的科
创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创投资本
支持。

这两年，已上市科创板企业的

产业集群效应明显，芯片半导体、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技术和产
业突破形成有效支撑，资本市场服
务科技创新短板逐渐补齐。

不难发现，科创板正在各个维
度不断创造奇迹，板块内公司在科
创属性、融资能力、成长性、业绩韧
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发展态势良
好。科创板“试验田”也收获了制度
创新的成果，创业板注册制改革顺
利落地，制度创新与科技转化且行
且歌。

当然，迅速崛起的科创板绝不
会“躺平”在功劳簿上，作为中国经
济的重要生力军，她注定会带来更
强有力的突破。

首先，科创板在制度创新上

将继续践行“服务科技创新”的使
命：一是上市标准将多维化，继续
淡化单一的盈利指标；二是市场
化交易机制不断完善，引入做市
商制度，增强其交易活跃度和流
动性；三是完善、强化信息披露要
求，不断强化券商等中介机构的
职责；四是退市标准比主板更为
严格，速度更快。

其次，科创板公司在技术转化
上还有很大努力空间。正如上交所
副总经理刘绍统所言，通过打通科
创行业募投管退全环节，更好促进
科创资本形成，推动要素资源向科
技创新领域集聚，畅通科技、资本与
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

再次，科创企业在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方面需要持续努力，打造核心竞
争力，夯实自身价值。企业创新需依
靠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运营、管
理能力，需要一支勇于探索敢为人先
的队伍，需要稳定的盈利能力，需要
一套完整的内部治理机制。

最后，科创公司亟须做好市值
管理。科创企业上市后，股价往往
一步到位，估值相对较高，其股价
短期回撤压力增大。面对如约而
至的解禁潮，上市公司需要警惕股
价波动的风险，积极理顺价值与市
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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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
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

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
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
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
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
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
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
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
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
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
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

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
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
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习近平: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科创板两周年
“试验田”成果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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