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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6日，深交所主板
和中小板正式合并（以下简称“两
板合并”），时至今日，两板合并已
满一周年。两板合并后，深市迈入
新发展阶段，形成了“主板+创业
板”的新市场格局，结构愈加清晰
完善，功能更加丰富健全。

两板合并一年来，共有28家企
业在深市主板 IPO 上市。截至目
前，深市1493家主板公司的总市值
已超22万亿元，更好服务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提供助力。

受访专家认为，两板合并以
来，深市主板总体运行平稳，市场
表现符合预期，改革取得良好效
果。板块发展基础更加扎实，行
业公司盈利水平普遍提升，制造
业公司构筑板块的“基本盘”。龙
头聚集效应更加显著，头部企业
带动作用愈加凸显，引领了板块
高质量发展。

深市主板公司总市值
超22万亿元

两板合并，深市主板功能结构
更加健全，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

合并以来，上述新上市的 28
家企业合计融资超过 230亿元，其
中不乏国内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例如，康冠科技为国内智能显示
龙头，大中矿业是具有明显储量
优势的国内铁矿石企业，2家公司
IPO融资规模均超过 15亿元，募资
主要投向主业扩产项目，有力支
持公司进一步巩固行业地位，提
升竞争优势。

如今，深市市场结构更加完
善。截至目前，深市主板公司达
1493家，市值规模超过 22万亿元，
深市形成以主板、创业板为主体的
市场格局，为不同类型、不同成长
阶段的企业提供更为合适的直接
融资服务。

从这一年情况来看，两板合并
取得成功。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杨成长认为，“合并之后，形

成了深交所‘主板+创业板’、上交
所‘主板+科创板’、北交所三大市
场，对应了我国三大主要经济圈，
体现出不同功能定位的多层次资
本市场发展布局，其中深交所的资
本市场体系也更加符合当下资本
市场环境。”

“两板合并一年来，整体运行
平稳。”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
忠云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一
方面，中小板在发行上市、信息披
露、交易机制、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等主要制度安排与主板基本保持
一致，两板合并原本就是顺应市场
发展规律的自然选择，合并之后深
交所板块结构更加合理；另一方
面，两板合并的总体安排对市场运
行和投资者交易的影响较小。

“深市主板和中小板合并是推
进资本市场存量改革重要举措。
合并后，总体运行稳定，符合市场
预期效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
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深市
市场结构更加优化，从板块完善程
度、功能发挥以及运行效率上，深
市主板都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促
进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板块基础愈发扎实
制造业公司构筑“基本盘”

两板合并后，制造业公司“稳
根基”作用突出，板块发展基础更
加扎实。

深市主板公司在国内外复杂
经济形势下仍然保持了较强的韧
性，业绩整体保持稳定增长，尤其
是制造业表现亮眼。数据显示，截
至 3月底，1152家公司已披露业绩
数据，其中 547家公司披露年报或
业绩快报，预计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154.62亿元，同比增长 29.61%，预
计实现平均净利润 11.13亿元，同
比增长26.47%。

从行业分布来看，深市主板有
10个证监会大类行业平均净利润
为正，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平均净利润分别为
8.47 亿元、6.17 亿元、5.91 亿元、

4.32亿元。
截至 3月底，深市主板制造业

公司 981 家，占比 65.71%，构筑了
板块的“基本盘”，也奠定了深市主
板发展壮大的基础。其中既有较
为传统的基础制造业公司，也有行
业内领军的先进制造业公司，共同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产
业集聚，推动产业链整体进步，为
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核
心板块，也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中坚力量。”赵锡军表示，两板
合并后，制造业公司在深市主板公
司中重要地位更加凸显，构筑主板
发展壮大基础。

2021年，深市主板化工、机械
设备、电子、有色金属、医药生物等
行业279家制造业公司净利润增幅
超过 50%。其中，京东方A实现营
收2193.10亿元，同比增长61.79%；
实现净利润258.31亿元，同比增长
412.96%。

“制造业公司在稳定深市主板
大盘上起到核心作用，深市主板制

造业公司市场竞争力强，营收和净
利润整体保持稳定增长，分红率
高，是稳定市场的核心力量。”董忠
云称。

龙头企业引领高质量发展
36家公司市值均超千亿元

合并以来，龙头聚集效应更加
显著，引领板块高质量发展。

深市主板持续支持上市公司
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推动一大
批公司通过深耕主业、多元开拓、
加快转型和融合发展，成长为优质
蓝筹企业。

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深市主
板市值超千亿元公司36家，行业规
模龙头企业 131家，科技龙头企业
47 家，在工程机械、激光设备、面
板、安防设备、智能语音、家用电
器、绿色能源等多个行业全球产业
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杨成长表示，深交所主板市场
承担培育龙头企业上市功能，持续
推动中国产业自主可控，提高我国

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根据目前已披露的2021年经营

数据，京东方A、比亚迪、顺丰控股、
潍柴动力等20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千亿元；京东方A、海康威视、中国
广核、中信特钢等32家公司净利润
超过50亿元。共有304家公司近3年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30%。

赵锡军认为，两板合并后，作为
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突出代表，深
市主板各行业龙头企业借力资本市
场做强做大，对于板块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作用更为突出，为其他企业
树立标杆，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更多
体现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董忠云表
示，一方面，龙头企业可以通过资
产重组、再融资等方式，借助资本
市场做大做强，助力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在产业
链中占据优势地位，盈利能力较
强，业绩增长快，研发投入高，通过
自身的快速发展带动我国相关产
业在全球形成竞争优势。

深市主板运行平稳有序 改革落地凸显多重成效

编者按：4月6日，深市主板与中小板合并满一周年。这一年，开启了深市“主板+创业板”新格局，深市市场功能更加健全、市场结构更
加完善、板块发展基础更加扎实；这一年，深市主板龙头聚集效应更加显著、科技创新动能更加充沛、转型升级支持更加有力；这一年，深市
主板国企改革引领更加突出、监管制度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国家战略更加积极、市场改革信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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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上市公司群体的
标杆力量，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示范代表。从过去一年成绩
来看，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合并
后，深市主板国有企业改革稳步向
前迈进，业绩实现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 3月 31日，深
市主板国有企业数量共 459家，占
比 30.74%。其中，220家公司披露
2021年年报或业绩快报，平均实现
营 收 190.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56%，平均实现净利润 12.52亿
元，同比增长 36.14%。143家披露
2021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净利润
5.01 亿元至 6.17 亿元，同比增长
66.52%至105.13%。

受访国企代表认为，得益于
深交所的支持及政策制度优化，
深市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分拆等
方式提高资产质量，借助股票、债
券等金融工具进行再融资，通过
股权激励等方式稳定人才队伍，
极大推进国企改革进程，为业绩
提供有力保障。

再融资、重组效果显现
国企改革稳步推进

两板合并以来，深市主板更好

地支持了相对成熟的企业融资发
展、做优做强，深市主板国有企业
也综合运用资本市场工具，稳步推
进国企改革，为良好业绩奠定坚实
基础。

数据显示，两板合并以来，深
市主板国企再融资共计实施完成
45单，融资金额 1172.70亿元。合
并以来，深市主板国企共计披露21
单重组方案，实施完成 24单，交易
金额 1940.60亿元，一些大型国企
借助资本市场继续推进深化改革。

“2021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金额达 981.42亿元，成为
全球业务规模最大的水泥公司。”
天山股份总裁肖家祥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山股份的
成绩，除了坚定发展战略、高效执
行和良好的经营外，与充分利用资
本市场功能是分不开的，此次重组
顺利完成，也得益于深交所的支持
与一系列政策制度的优化。

招商蛇口自上市以来，公司通
过重大资产重组、发行REITs等资
本运作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引领
国企改革方向。招商蛇口董事会
秘书刘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开
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合适的战
略投资者或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进
一步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
善并激发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

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发掘优质资
产标的或提供资产处置的通道，并
结合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进一步实
现资本及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企
业快速发展。

柳工董事会秘书黄华琳对记
者表示，资本市场推动了企业体制
和激励机制变革，柳工集团混改及
柳工有限整体上市，进一步理顺了
集团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大幅度
减少了关联交易，提升了公司发展
潜力。借柳工有限整体上市，柳工
集团与7个战略投资者共同构建了

“中央和地方国企优势+市场化机
制+战略伙伴协同”的国企改革发
展新模式。

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人才需求
日益攀升，深市主板国企自合并以
来共实施 48单股权激励和员工持
股计划，其中34单为限制性股票、7
单股票期权、7单员工持股计划，涉
及股份数量合计8.86亿股。

据黄华琳介绍，公司利用股权
激励等工具促进企业与员工共同
发展。2022年3月31日，公司披露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
司 1397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
期实际可解锁共计 294.48万股限
制性股票。2018年柳工实施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1718名激励
对象共计 1329.66 万股限制性股

票，柳工有限整体上市，员工入股
3173.224 万股，激励力度大幅加
强，有利于保持管理团队及核心
人员稳定，促进企业与员工共同
发展。

“国企改革需要的是透明化、
规范化和市场化。”南开大学金融
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本报记
者表示，资本市场高质量的信息
披露，能够提供公司治理标准，显
著提升国企治理、管理和运营的
规范。资本市场不断进行着资源
配置的优化，也为国有企业发展
提供了市场化空间。在资本市场
助推下，国有企业能够通过兼并
重组进行资源整合，进而实现高
质量发展。

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履行社会责任

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后，
深市主板国企也进一步加强内部
治理，注重投资者关系，履行社会
责任。

“自整体上市以来，公司进一
步提升规范化治理水平，完善法人
治理的系统、组织和制度，提升了
公司透明度。”中信特钢董事会秘
书王海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通过及时、准确地信息披露，以及
多渠道、多层次地与投资者沟通交

流，中信特钢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
资本市场形象，加深了投资者对公
司的了解。

肖家祥认为，面对水泥行业供
给侧改革，以及绿色、数字化转型
趋势，公司不仅要借助资本市场力
量多渠道融资发展，也会利用好资
本市场规范企业管理，提升公司治
理水平，积极回报股东，履行三年
分红比例不低于归母净利润 50%
的承诺，进一步树立良好的央企上
市公司形象。

深市主板国企除利用资本市场
工具做大做强外，在民企纾困方面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合并以来，国
资公司通过现金输血、授信支持、优
质资产注入、推动产业整合等措施
改善公司基本面，助力民企纾困，实
现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协同发
展。据悉，两板合并以来，深市主板
国资助力纾困的13家公司中，根据
3月底披露的财务数据，已有5家公
司2021年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显
著改善持续盈利能力。

“深市主板国企大多拥有优良
的企业资质和经营业绩，资本市场
提供多种融资途径和多元融资工
具，双方互相成就，增强了资本市
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为我国
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桂
浩明对本报记者表示。

深市主板国企改革成效显著 业绩实现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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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后，深市主板绿色低碳
产业公司发展迅速，成为助推“双碳”目标实现、践行国
家战略的一股中坚力量。

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深市主板涉及新能源汽
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公司数量共144
家，其中62家已披露2021年年报或业绩快报，平均实现
营收174.5亿元，同比增长18.34%，平均实现净利润13亿
元，同比增长32.3%。

通过对代表性企业采访发现，两板合并以来，深市
主板绿色低碳产业公司发展壮大，取得良好成绩。

行业龙头不断发展壮大
43家净利润增幅超50%

深市主板公司在锂矿资源、锂电池化学材料、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电力设备、新能源发电、环保、废物资源
利用等绿色产业链中均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广核是我国在运装机规模最大的核电开发商
与运营商，截至2021年年底，公司管理25台在运核电机
组和7台在建核电机组，分别占全国在运及在建核电总
装机容量的53.01%及41.01%，占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
的49.71%。中国广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尹恩刚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核能将发
挥重要作用，核电产业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
内核电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广阔。

“为引领公司未来发展，公司董事会已批准公司
《核能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及“十四五”规划》。到2035
年，公司的核电安全运营、工程建设、经营效益等关键
业绩指标达到卓越水平。同时，公司将适度拓展核能
供暖、供汽等服务，提升核能综合利用综合效益。另
外，也会适当探索与核电相关的配套性储能项目投
资。”尹恩刚向记者透露。

数据显示，上述144家公司中，43家公司2021年度
净利润增幅超过50%。其中，锂化工龙头赣锋锂业实现
营收111.62亿元，同比增长102.07%；实现净利润51.75
亿元，同比增长405.03%。废物循环再生龙头格林美实
现净利润超过8.6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0%。

“2021年是新能源行业飞速发展的一年，公司狠抓
基础管理，各项工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谈及接下来
的工作时，赣锋锂业董事会秘书欧阳明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首先，开发更低成本的资源。这就要求低成
本拿到资源、低成本完成项目开发、低成本进行生产运
营。其次，提高资源自主率。公司要拥有更加稳定的
原材料供应，保障下游的供应，与下游企业构建长期稳
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另外，加强营销管理。公司以更
精准的市场分析预测来把控生产、库存、定价等节奏，
用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市场变化。

投融资助力企业规模扩张
加强金融支持力度

在助推绿色低碳产业公司从初创、成长乃至发展
为行业龙头的过程中，深市的投融资服务起到了关键
支持作用。

近年来，赣锋锂业利用“A+H”股平台，通过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增发H股等融资项目，为公司募集资金
用于产能扩张、上游锂资源收购及开发、技术研发、ESG
工作。公司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及市场需求情况，在锂
行业持续深耕，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的方式助力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新能源产业在优化能源结构
的重要作用，以自身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向绿色低碳循
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据介绍，循环再生“第一股”格林美于2010年登陆
深交所以来，从IPO项目开始，先后实施了5次非公开定
向增发，募集资本总额100余亿元，全面投向废物循环
业务、创新平台、转型升级等方面，从废物循环业务广
度与深度、产业布局空间、创新与转型升级等方面推进
公司发展。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对《证券日报》记者称，“利用
募集资金，公司建成世界领先的电子废弃物绿色回收
处理基地、动力电池绿色回收处理基地、报废汽车回收
处理基地与世界领先的废塑料循环利用基地。”

尹恩刚表示，中国广核作为专注于核能发电的公
司，属于资金密集的大型公用设施企业，公司的持续发
展需要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长期支持，因此始终保持
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敬畏和尊重。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要继续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提
高上市效率，帮助更多企业上市融资；另一方面，持续优
化再融资，加强金融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企业可以通过直
接融资重组并购，对上下游企业的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最终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绿色低碳龙头齐聚深市主板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