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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昌校宇

今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两周年，从零起步的
科创板如今已拥有311家“硬科技”上市公司。业
绩快速增长、研发投入高、机构踊跃调研等特征，
也从不同侧面印证了311家公司的“硬实力”。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开市
两年来，科创板通过积极支持具有关键核心技
术、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上市，推动了我国经
济结构战略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创板坚守板块定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
企业与资本高效对接。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
截至今年7月21日，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由首批25
家增至311家，总市值为4.78万亿元，合计首发
募集资金总额达3805.85亿元。其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三大先导产业上市
公司数量分别为108家、71家、61家，位列行业分
布前三名。

“科创板‘硬科技’聚集效应逐步凸显，部分
公司已成为细分行业领军者。”粤开证券首席市
场分析师李兴表示，例如，国内协同管理软件行
业领军者致远互联和体外诊断领军者硕世生物，
两家企业首发募资合计为16.37亿元，通过资本
助力引领行业向前发展。

研发投入也是检验科创板上市公司科创属
性的硬核指标之一。据Wind资讯数据，2020年，
311家公司研发总投入金额达421.93亿元，同比
增长22.93%；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的中位数
为8.42%。2020年，平均每家公司研发人员数量
约280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中位数为22.5%，各
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其他市场板块。

得益于持续稳定的高研发投入，311家科创
板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强，整体维持了较高的
盈利水平。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311家公司
2020年共实现营业收入4662.4亿元，同比增长
18.2%，实现归母净利润553.7亿元，同比增长
56.6%；2021年一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1191.9亿
元，同比增长73.3%，实现归母净利润141.6亿元，
同比增长242.0%。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继续展示“硬核”业绩。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7月21日，科创板有
101家上市公司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66家公司
业绩预喜（扭亏、预增、略增），占比65.3%。按预
告净利润下限统计，24家公司净利润超1亿元，3
家公司净利润超10亿元。此外，在业绩向好的66
家公司中，以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下限来看，有
46家公司预告净利润同比增幅都在50%以上，占
比69.7%。

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向好，机构也普遍看好
科创板公司。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年内共有
206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接受了1234次调研。其
中，道通科技年内被调研次数最多，达到57次；欧
科亿、莱伯泰科、澜起科技等其他31家公司年内
被调研次数也超过10次。

此外，科创板“后备军”充分。从近一个月申
报科创板IPO情况来看，6月21日至7月21日科创
板新增受理63家公司，其中包括全球农化科技巨
头先正达，该公司计划筹资金额为650亿元，有望
打破科创板首发融资记录。

董忠云表示，先正达选择科创板上市，进一
步凸显了科创板的产业聚集效应和包容性不断
增强，“未来，科创板将汇聚越来越多各行各业
的优质科创企业，

‘硬科技’属性不
断强化，成为我
国 建 设 科 技
强 国 的 重 要
助力”。

311311家科创公司展示家科创公司展示
细分行业研发细分行业研发““硬实力硬实力””

本报记者 包兴安

科创50指数落地一年来，不仅为投资者提
供客观表征市场和业绩评价基准的工具，而且
也为更多投资者进行指数化投资创造了条件，
吸引增量中长期机构资金涌入科创板。

2020年 7月 2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于收盘后发布科创 50指数历
史行情，次日起正式发布实时行情。该指数
由科创板中市值大、流动性好的 50只证券组
成，反映最具市场代表性的一批科创企业的整
体表现。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 50 指数发布以来，
通过其严格的股票筛选、合理的股票构成，
有效地反映了科创板上市股票的表现，为
市场提供了比较明确和合理的投资标的和

业绩基准。
2020年 7月 22日，科创 50指数开盘点位

为 1474.015 点，收盘 1497.23 点。截至今年 7
月 21 日收盘，科创 50 指数报 1565.64 点。陶
金表示，科创 50指数发布一年间尽管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等基本面影响及股市风格轮动的
影响，指数表现有所波动，但相关股票的成长
性较好，在流动性充足的背景下，指数仍然是
波动中上升。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50指数以市值为
样本指标，市值较大的龙头企业获得被动资金
青睐。除此之外，科创50指数显现出我国资本
市场改革正在发力推进，以及政策向科技领域
企业的倾斜，科创 50指数中，电子、计算机、医
药、机械设备四类企业个股占比高达 80%，具
备绝对优势，相关行业获得资金持续青睐。

随着科创 50指数的顺利运行，逐步衍生
出多款跟踪该指数的产品。2020 年 9 月 22
日，4只科创 50ETF 上演一日售罄盛况，吸引
了约 1000 亿元认购资金，最终募集金额为
200 亿 元 ；2020 年 11 月 16 日 ，首 批 科 创
50ETF 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拉开了二级
市 场 科 创 板 指 数 化 投 资 大 幕 ；东 方 财 富
Choice 数据统计，截至今年 7 月 21 日，科创
50ETF 及联接基金已成立 12 只，发行份额合
计达 333.6 亿元。此外，今年 7 月上旬 9 只双
创 50ETF 上市，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资
产配置工具。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由于个人投资者参与科
创板股票门槛较高，科创 50ETF 通过跟踪
科创 50 指数实现投资科创板，为投资者提
供更加便捷的投资科创板渠道，同样，双创

50ETF 也为无法达到科创板或创业板投资
准入门槛的投资者提供了投资科创板和创
业板公司的渠道，为市场带来长期资金。

陶金认为，科创 50ETF、双创 50ETF 聚集
了两个市场中更好的股票标的，天然能够吸
引大量稳健和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尤其
ETF的特性使得更多投资风格取向的资金可
以进入这一市场，降低了中长期资金进入科
创和创业板市场的门槛，也增加了两个市场
对各类资金的吸引力。

“科创 50指数对于投资科创板的资金而
言，给予了更为明确的基准与参考，也为相应
的指数型基金及其他衍生品的发展创造了条
件。另外上证综合指数纳入科创板股票，后
续其他的上证核心指数也有望将科创板股票
纳入，科创板有望迎来更多增量资金。”陈梦
洁表示。

科创50指数落地一年 成中长期资金“吸纳池”

本报记者 昌校宇

挂牌公司数量从“0-100”，科创板走过了
283 天；从“100-200”，科创板用时 222 天；从

“200-311”，科创板历时 221天。历时 726天，
齐聚科创板的 311家公司不仅星光熠熠，而且
从多个维度提交“硬核”答卷。

2019年 7月 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首批
上市公司25家。截至今年7月21日，开市两年
来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达 311家，总市值共 4.78
万亿元，合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达 3805.85亿
元。3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102家公司募资
金额超过 10亿元。其中，68家公司募资金额
超过 10亿元，28家公司超过 20亿元，6家公司
超过50亿元。

科创板上市公司平均首发募集资金金额
为 12.24亿元，最大值为中芯国际 532.3亿元，
中国通号、和辉光电-U 分别以 105.3 亿元和
81.72亿元位列榜眼和探花；最小值为上纬新
材 1.08亿元，中位数为 6.96亿元。

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公司省际分布中
拔得头筹。从 311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地
域分布来看，科创公司家数排名前五的省份
（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省 59家、广东省 51家、
上海 44家、北京 43家、浙江省 26家，合计 223
家，占比71.7%。

311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硬科技”含量十
足。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三大
行业集体领跑，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108家
（包含集成电路31家），占比34.73%；生物医药

71 家 ，占 比 22.83%；高 端 装 备 61 家 ，占 比
19.61%。其中，集成电路占A股集成电路上市
公司的半壁江山，生物医药行业公司治疗领域
涵盖癌症、艾滋病、乙肝、丙肝、水痘等多种疾
病，高端装备制造涉及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
等多个领域。此外，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
别为 33家，占比 10.61%；26家，占比 8.36%；12
家，占比3.86%。

3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114家公司市值
超过百亿元，其中 14 家公司市值超过 500 亿
元，5家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元。

科创板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2020
年 ，45% 公 司 的 营 业 收 入 低 于 5 亿 元 ，
1.93%公 司 营 业 收 入 超 百 亿 元 。 其 中 ，营
收 排 名 前 五 位 的 公 司 分 别 为 中 国 通 号

401.24 亿元，传音控股 377.92 亿元、天能股
份 351 亿元、天合光能 294.18 亿元、中芯国
际 274.71 亿元。此外，311 家科创板上市公
司中，50%公司净利润低于 1 亿元，81%公
司的净利润低于 2 亿元，1.6%公司的净利
润超过 20 亿元。其中，净利润排名前五位
的公司分别是中芯国际 43.32 亿元、中国通
号 38.19 亿 元 、传 音 控 股 26.86 亿 元 、圣 湘
生物 26.17 亿元、天能股份 22.8 亿元。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66%公司总资产规
模低于 20 亿元，4.18%公司总资产规模超百
亿元。其中，总资产排名前五位的公司分别
是中国通号 1053.28亿元、天合光能 455.92亿
元、电气风电 317.66亿元、中芯国际 313.21亿
元、传音控股 259.91亿元。

““数数””描科创板描科创板：：历时历时726726天天 总市值逼近总市值逼近55万亿元万亿元

编者按：自2019年7月22日开市以来，科创板坚守板块定位，“硬科技”上市公司从25家增加至311家，总市值达4.78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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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实现或有望实现同比增长，占比67.33%。这

表明科创板上市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业绩稳步增长。两年里，科创板不断建立和完善了涵盖发行上市审核、发行承销、交易组织、持

续监管等业务条线的全链条规则体系，并经受了市场检验，为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开了个好头。

科创板两周年科创板两周年““试验田试验田””成果颇丰成果颇丰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自设立以来，科创板就肩负两大使命，除
了支持科技创新，还要为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作为“试验田”，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带动了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变革，建立了涵盖发行上
市审核、发行承销、交易组织、持续监管等业务
条线的全链条规则体系，设立了多元包容的发
行上市条件，构建了市场化的发行承销机制，
创新了交易机制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开
市两年间，科创板各项制度经受了检验。去
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也借鉴了科创板
的部分成功经验。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下一步，科创板注册制可以从完善发行定价
机制、进一步明确“硬科技”指标、增加对中介
机构执业质量考核、引入做市商制度和加大
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等五方面发力，继续深
化改革。

“从实践来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取得成
功，在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严格的退市
制度以及市场化发行定价等方面
积累了有效经验。”兴证资管首席
经济学家王德伦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科创板公司严把出入口，有助于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并遏制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攫
取私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引入机构投资
者参与市场化询价，有利于发现公司的真正
价值，减少投机炒作行为。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汪惠青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上市标准方面，科创板更具包容性，
充分考虑了部分优秀科创企业技术
成果转化周期较长的现实需求，能
够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资本市场支
持，有效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的
质量和效率；发行上市审核方面，科
创板建立了咨询沟通制度，提高了
科创板审核制的公开透明度，也有
利于提升审核质效；再融资方
面，科创板简易程序定增项目
已落地，极大提高了企业再融
资的效率。

从上市标准类型来
看，目前科创板311家上市
公司中，特殊类型
的 IPO企业包括19
家未盈利企业、2
家特殊股权架构

企业、3家红筹企业。
虽然“试验田”成果丰硕，但改革只有进行

时，注册制改革亦是如此。
王德伦认为，首先，科创板应加大对机构

投资者报价独立性的审查力度；其
次，适当增加科创板上市公司科

研能力的硬性指标，对有
效专利、有效研发赋予更
大权重；三是增加对中介
机构执业质量考核，如设
置“白名单”制度，对辅导
公司上市过程中存在不
合规行为的中介机构，可
以在一定时间内减缓所
辅导公司上市速度，或加
大对所辅导公司审查力
度，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
信息核实中的作用，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汪惠青认为，

下一步，首
先 应 研 究

引入做市商制度，通过良性竞争提高交易效
率，减缓市场价格波动，提高市场流动性；第
二，从制度建设出发，加大对扰乱市场行为的
惩罚，不断培育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推动
长期资金进入股市。同时，不断完善减持制
度，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在此基础上，逐步形
成适合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投资者结构；第
三，完善发行定价相关制度规则，通过优化报
价流程，更好地平衡发行人、承销机构、报价机
构和投资者利益，更好发挥市场化发行机制作
用；此外，还可加大对报价机构的监管，规范报
价行为。

今年3月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曾表示，要
实现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考虑投融
资的动态积极平衡。只有一二级市场都保持
了有序稳定，才能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新股发
行生态。

汪惠青同时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信
息披露制度，加大对中介机构的监管，让一、二
级市场交易顺畅，一方面保障一级市场的合理
发行，另一方面减少二级市场的投机炒作，以
实现投融资动态积极平衡。

专家：在发行定价等五方面继续做好“试验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