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包兴安

2021年A股市场投资者入场热情高涨。中
国结算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A股市场全
年新增投资者1963.36万，同比增加8.9%，创
2016年以来新高。

从新增投资者月度数据来看，去年除10月
份新增投资者数未达百万外，其他月份则均超
130万。其中，1月份和3月份新增投资者数均
超200万，分别达209.43万、247.74万。而3月份
新增投资者数也创下2015年7月份以来的单月
新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增投资者
数持续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资本市场通过持
续改革开放发展，推动上市公司规范健康发
展，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去年以来A股投资者总数不断向上突破，截
至去年2月末投资者数量突破1.8亿，7月末突破
1.9亿，12月末达到1.97亿，而若今年1月份能够
保持去年月均新增投资者163.6万的“速度”，则
A股投资者总数将于2022年2月末突破2亿大关。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完善，显著
提升了投资者信心。同时，去年A股新能源、大
宗商品等板块的表现，也激发了更多投资者入
市的热情。

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向《证券日报》记者补充称，

“95后”“00后”的理财需求增加，也是A股投资
者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中国结算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末，投
资者数量共19740.85万，其中自然人19693.91
万，非自然人46.94万。自然人中，已开立A股账
户投资者19635.78万，已开立B股账户投资者
237.24万。非自然人中，已开立A股账户投资者
44.83万，已开立B股账户投资者2.14万。

从投资者结构变化来看，去年A股新增投
资者中，自然人1958.13万，同比增加8.87%；新
增非自然人5.23万，同比增加40.97%。

谢后勤表示，当前我国A股投资者群体中，
个人投资者的数量仍然庞大，但随着注册制全
面实行，投资A股对个人投资者专业能力的要
求会越来越高，因此，未来依靠专业机构开展
投资将是趋势。

2021年逾1900万新增投资者入场

今年2月末A股投资者数
或破2亿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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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1月2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
会上，7位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对政府工作

报告谈了想法和建议。李克强与他们深入交
流，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建议，
举一反三，进一步做好政府工作。

李克强说，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奋斗，经济
保持恢复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今年我
国发展面临很多困难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听取基层和人民群
众呼声，回应各行各业各界关切，推动解决实
际问题，保障基本民生，共同努力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听了北京延庆区八里庄中心小学教师王
小苹发言，李克强说，教育关系每个家庭和国
家的未来，要继续增加义务教育投入，保障好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着力改善乡村、山区、
边远地区教学条件，让孩子们都能接受更好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北京大学刘忠范就培育大
中小企业有机结合的高科技产业生态提出建
议。李克强说，促进科技创新要在加强基础研
究的同时，支持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政策不
仅要面向科研院所、高校、大企业，还要加大对
中小微科技企业支持，激励科研人员更好创

新，让成果转化更加顺畅。
阜外医院胡盛寿就加强基层医疗服务提

出建议。李克强说，提升医疗服务既要支持高
水平医院攻克疑难重症，又要继续突出强基
层，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伸，加强基层
医务人员特别是100多万村医的培训，把先进
成熟的诊疗方案和技术向基层医院推广，让群
众就近享受更好医疗服务。

故宫博物院王旭东、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演
员萨日娜分别就加强文博领域人才建设、加强
文化建设谈了看法。李克强说，博物馆事业承
载着文化和教育，要通过完善机制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让他们潜下心来保护和研究文物。
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动基层设施布局
优化和资源共享，更好促进文化惠民。国家举

重队运动员石智勇就体育和健身谈了体会。
李克强说，要把发展体育与大众健康结合起
来，既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又建设群众身边
的健身设施、普及体育知识，促进全民健身。

北京东城区个体餐饮经营者郭华讲了这两
年餐饮业特别是中小门店在疫情影响下的经营
情况。李克强说，要着力稳市场主体，量大面广
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稳增长促就业
惠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他们困难多、压力
大，各级政府要通过减税降费等政策加强帮
扶。旅游、餐饮、零售等服务业吸纳就业多，很
多市场主体面临特殊困难，要分类实施有力有
效纾困政策，助力他们渡难关、恢复发展。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捷、赵克
志、何立峰参加座谈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赵学毅

一段时间以来，新股“破发”现象备受关
注。截至目前，已有49只科创板股票跌破了发
行价，占比12.8%，而上市首日“破发”的公司也
不鲜见。

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笔者认为，注册
制下，新股定价机制不断进化，买卖双方的博弈
使得定价更加市场化。新股首日的“破发”恰是
市场化这只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正常结果。

一方面，科技和资本市场融合可以形成财
富效应，引起资金追逐。一些科创板公司在上
市初期受到资金短期非理性追捧，估值易偏离
其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
较长，短期财富效应难以长久维系。部分高发
行价、高市盈率的股票“破发”在情理之中。当
然，也有个别公司由于所处的行业周期性相对
比较强、技术含量相对不是很高，水落石出后

股价“破发”。同时，也有部分科创板公司的高
管对技术、产品投入大量精力，但对资本市场
的机制了解不深，对脱离基本面的偏高发行价
缺乏理性警惕，“容忍”了过高的发行价。

对于解决科创板“破发”问题，可以从以下
方面着力：

首先，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要进一步落实科
学、理性的定价原则，充分与市场沟通，把企业的
成长情况与风险讲清楚，把产业周期讲清楚。询
价机构要带头践行长期投资理念，理性报价。

2021年9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优化了科创板新股发行承
销制度，促进买卖双方博弈更加平衡，引导投
资者审慎参与网下发行。行业自律机构、社会
公众、媒体要加强对新股询价过程的监督。

其次，培育更多“时间催放玫瑰”的投资机
构，鼓励它们与科创板公司一起成长。科创板

公司的投资门槛较高，需要投资机构熟悉相关
产业，养老金、企业年金、公募基金等专业投资
能力强，且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投资科创板适
宜性强。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科创板公司机构持股
比例超过30%的仅有125家，占科创板公司数量不
足三分之一。经过调整之后，科创板公司估值将
趋于合理，长线资金进入的机会之窗将打开。

再次，科创板公司需要继续坚守核心赛道
的竞争优势，提升科技力量，做好科技成果转
化这篇大文章，不断迭代企业新价值。企业自
身价值不断提升，市值的提升才会水到渠成。

笔者认为，科创板“破发”，是市场化机制
下的一种“纠偏”行为，不但能引导新股的定价
机制日趋合理，还有利于市场回归个股基本面
思考。随着科创板公司发行定价更加市场化，
交易机制更加完善，市场交易会更加趋于平稳
理性；具有研发优势及科技创新优势的企业股
票，其内在价值也会得到合理体现。

科创板“破发”现象如何看待

本报记者 彭 妍

随着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证
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苏州等多地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已经相应
进行了调整，同时，也有银行下调了上浮基
点，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最低降至4.9%。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并非所有房贷客户
都能马上享受到下调后的利率。新增房贷普
遍可以按照最新的LPR利率计算，存量房贷
则要看购房者的重定价日。

多地房贷利率下调

《证券日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了北
京地区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平
安银行、浦发银行、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在
内的11家银行的多个网点。上述银行网点工

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首套房贷款利率均
已降至5.15%、二套房贷款利率降至5.65%，
分别跟随5年期以上LPR一同降了5个基点，
但加点幅度未变，自2019年LPR改革后始终
执行首套在LPR基础上加55个基点、二套加
105个基点的标准。

《证券日报》记者致电上海地区多家银行
支行了解到，目前这些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
已降至5%以下，为4.95%，二套房贷款利率为
5.65%。其中房贷利率随LPR下调了5个基
点，加点幅度未调整。

事实上，亦有多地银行对房贷加点部分
进行了下调，但加点利率部分根据各地区房
地产情况及各家银行房地产贷款策略不同而
有所差异。例如，广州房贷利率差异化定价
特征更明显。据了解，此次LPR调整之后，广
州首套房贷款利率集中在5.5%至5.6%之间，
二套房贷款利率5.8%，其中房贷加点部分仍
会参考客户资质与楼盘（新房）合作情况。

某股份制银行深圳分行某支行个贷经理

告诉记者，目前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可申请
4.9%，除了LPR下降的5个基点之外，加点利
率部分也较此前下降了15个基点。

《证券日报》记者从苏州地区多家银行了
解到，目前部分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已经降
至4.95%，二套房贷款利率降至5.5%以下。

根据贝壳研究院重点城市主流房贷利率
数据，2022年1月份受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主
流首套房贷利率为5.56%，二套利率为5.84%，
均较上月回落8个基点。其中59城房贷主流利
率环比下调，较上月增加19个，广州、深圳、杭
州、南京、苏州等重点城市房贷利率均下调。

LPR调整影响几何?

值得注意的是，5年期以上LPR下调对新
增和存量贷款的影响不同。新增房贷普遍可
以按照最新的LPR计算，即可享受LPR下调
的红利，降低购房成本。但存量房贷则要看
购房者的重定价日。 （下转A2版）

多地房贷利率跟随LPR下调
有银行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最低降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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