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 萌

8月23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
2022年上半年度经营数据。证券公司未经审计
财务报表显示，140家证券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2059.19亿元，同比减少11.40%；
实现净利润811.95亿元，同比减少10.06%，其中
115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占比总数的82.14%。

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证券公司营业收
入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证券投资收益骤减。
相关财报显示，2022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的证券

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429.79亿元，相较
于去年同期减少268.09亿元，同比下滑38.41%。

“证券投资收益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证券
自营业务受市场二季度回调产生的波动较
大，7月份以来市场逐渐企稳。”川财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
者分析称。

证券公司上半年其他各主营业务收入与
去年同期差距不大，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含交
易单元席位租赁）净收入583.07亿元、证券承销
与保荐业务净收入267.71亿元、财务顾问业务

净收入31.37亿元、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28.18
亿元、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133.19亿元、利息净
收入296.5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总资产突破11万
亿元。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30日，140家证
券公司总资产为11.20万亿元，净资产为2.68万
亿元，相较于上年末分别增加5.76%和4.28%。
净资本为2.06万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
（含信用交易资金）2.13万亿元，受托资产总净
值10.99万亿元。

自去年以来，证券公司总资产增长迅速，

资本实力不断增强。相关数据显示，证券公司
总资产分别于2021年一季度末与2021年年末
相继突破9万亿元和10万亿元。截至2021年
末，证券行业总资产为10.59万亿元，净资产为
2.57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分 别 增 加 19.07% 、
11.34%。

“总体来看，金融市场活跃度较高，为证券
中介业务带来支撑，且头部效应明显。”陈雳表
示，证券公司总资产突破11万亿元，也反映出
金融市场向好态势，为将来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奠定了基础。

140家券商上半年总资产突破11万亿元 逾八成盈利
自去年以来，证券公司总资产增长迅速，资本实力不断增强，反映出金融市场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任世碧

随着上市公司 2022年半年报进入披露高
峰期，部分科创板上市公司“期中考”成绩揭开
面纱。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3日收盘，
已有 16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业
绩，99家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占比逾六成。其中，32家公司报告期内
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翻番，主要集中在半导体
行业、以光伏和锂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

作为“硬科技”集聚地，上半年科创板公司
自主创新加速推进，“硬科技”底色持续彰显。
同花顺数据显示，上述 16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2022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为153.19亿元，同
比 增 长 42.30% ，占 合 计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为
10.56%。其中，奇安信、寒武纪、晶晨股份、联影
医疗等4家公司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均超5亿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10%。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排排网
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表示，“业绩超预期
表明公司基本面较好，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
心，吸引市场资金关注，从而推动公司估值提
升；上半年市场环境较为特殊，因此业绩能够
超预期增长的公司含金量更高，良好的业绩表
现大概率有望在下半年得以延续，利好股价的
持续走强。”

上述 32家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翻
番的科创板公司中，国芯科技、亚辉龙、大全能
源、瑞可达、高测股份、菲沃泰、铁科轨道等7家
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2倍。

从行业分布来看，半导体行业成为增长主
力军，10家半导体行业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归
母净利润同比翻番，占比逾三成；光伏、锂电等
新能源行业的科创板公司在高景气度支撑下，
产销两旺，相关企业盈利进一步释放，7家新能
源行业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
翻番，占比逾两成。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
表示，业绩超预期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要集中
在半导体行业、新能源（包括光伏、锂电）行
业。首先，为加快推进芯片产业发展，行业优
惠政策纷纷出台，推进了国产芯片的发展，相
关企业受益；此外，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
也加大了芯片，尤其是汽车芯片需求，行业整
体景气度较高，建议更多关注汽车芯片方向。
新能源行业方面，得益于双碳政策持续发力，
行业景气度始终处于高位，光伏、锂电行业规
模持续提升，相关企业营收和利润呈几何倍数
增长，建议关注储能方向。 （下转A2版）

163家科创板公司
上半年研发投入增逾四成

自主创新加速推进，“硬科技”

底色持续彰显

本报记者 何文英

8月23日，南岭民爆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
体说明会。会上，南岭民爆董秘邹七平在回
答《证券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此次重组中
国能建将分拆易普力，然后由南岭民爆进行
收购重组，交易完成后，南岭民爆控股股东将
变更为葛洲坝，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国务院
国资委。”

同时，此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金公
司代表谭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本
次交易已经中国能建、南岭民爆董事会审议，
尚需取得这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还
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香港联交所、证监会等
相关机构的批复或核准，目前交易各方正在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备受市场各方关注

8月1日，中国能建、南岭民爆同时发布公
告称，中国能建拟分拆子公司易普力重组上

市，南岭民爆将通过收购易普力95.54%股份成
为民爆行业产能规模第一的上市公司。此次
重组是A股首个“分拆+借壳”的案例，也是民
爆行业内的一次大重组，因而备受市场关注。

8月 20日晚间，南岭民爆披露的重组预
案（修订稿）显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葛洲坝、攀钢矿业及 23名自然人合
计持有的易普力95.54%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7.15元/股。同时，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资总额不超过
13.39亿元。

对于此次交易的必要性，邹七平做出了
三点说明，“首先，按照工信部‘推动重组整
合，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方向要求，重组整合
是民爆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途径，此次重组
是顺应民爆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积极响应工信
部的政策要求；其次，南岭民爆行业产业链不
完整，总体效益指标位于同行业中下游水平，
重组也是自身转型升级的发展需要；第三，南
岭民爆与易普力公司的战略契合度高，具有
良好的发展协同效应。如果两家企业整合，

整体混装炸药产能将符合行业的要求。”

行业龙头呼之欲出

随着民爆行业此次大重组的推进，行业
龙头也呼之欲出。

易普力副总经理蔡峰对记者表示：“2019
年至2021年，易普力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总体
实现稳步上升，平均净利润率超过 10%。重
组完成后，易普力将发挥自身民爆服务一体
化优势和市场渠道优势，全面激发产业转型
升级动能，在产能规模、产品结构、市场渠道、
服务能力等方面与南岭民爆形成良好互补。”

通过此次重组，南岭民爆在规模上以及财
务上都将实现重大突破。据了解，重组后南岭
民爆炸药许可产能将达到近56万吨，工业雷管
突破2.84亿发，产能规模跃居国内民爆行业第
一。同时，重组完成后公司2021年备考营业收
入、备考净利润将分别提升至70.76亿元、4.98
亿元，较交易前分别上升266.47%、915.40%，
确立国内民爆行业头部地位。

A股首例“分拆+重组”进行时 民爆行业整合风头正劲
交易完成后，南岭民爆控股股东将变更为葛洲坝，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择 远

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满两
周年。两年来，创业板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为
创新企业创造了更为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渠
道，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新，体现在制度的不断创新。
得益于各项改革平稳落地，创业板的一些

主要制度规则经受住了市场检验，改革成效显
著。其中一个体现是，两年来，创业板坚守自
身定位，对企业上市更为包容的同时，加强全
链条审核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坚决说

“不”，从源头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压实发行人
和中介机构责任，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确
保创业板注册制高质量运行。

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8月23日，创业板
注册制下新申报企业中有46家企业以“第二套
标准”即“预计市值不低于10亿元，最近一年净
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1亿元”申报，12家
已注册生效，其中10家企业已经上市。截至8
月23日，有1家公司红筹企业申报上市，2家公
司申请转板上市，23家A股上市公司申请分拆

子公司至创业板上市。
创业板多元包容的市场准入体系，让上市

流程更加高效。同时，在包容高效的创新支持
市场体系下，创业板新上市公司的活力被进一
步激发，上市公司质量不断提升，特别是一些
头部公司业绩增长迅猛，显著优于板块平均水
平，其中不乏一些在2021年收入、净利润增长
率均超过100%的公司。这些都是推动我国经
济创新成长的新动能。

新，体现在上市企业的“新”。
创业板注册制实施之初，明确了积极服务符

合板块定位的“三创（创新、创造、创意）四新（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长型创新创业
企业上市融资的目标，并通过专业、高效的审核
问询，让市场在板块定位的把握上更加准确。

这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截至2022年8
月 23 日，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共 355 家，占创
业板公司总数的30%，近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近六成为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然成为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创
业板则以其包容多元的市场准入体系，吸引了

一批科技创新能力强、市场认可度高的高新技
术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成长型创新创业
企业，通过对接资本，孵化培育，使之成为推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源动力。

两年前的8月24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平稳落地，首批18家企业上市，标志着资
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两年来，
创业板功能更完备，创新企业市场准入和培育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优创新、高成长”特色更
鲜明，助力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型、成
长型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实现梦
想和价值。

深交所日前表示，将扎实建设好创业板，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注册制改
革在“存量+增量”的试点中取得成功，将为全市
场实施注册制奠定坚实基础，为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助力，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

改革两年来革旧图新 创业板“三创四新”味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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