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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英集芯公告称，拟
推 1446.66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作为激励核心人才的一种长
期机制，股权激励受到越来越多
上市公司的青睐。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截至 10 月 16 日，年内已有
621家上市公司发布 681单股权激
励计划，同比增长 21.17%（按预案
日 计 算 ，剔 除 未 通 过 与 停 止 实
施）。

具体来看，电子、机械设备、电
力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等行业
实施股权激励较多。从激励工具

来看，科创板、创业板公司偏爱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
长田利辉对记者表示，上市公司
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激发员
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善公司
股权结构。在技术密集型行业，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效应尤
为显著。

科技行业实施股权激励的动
力较强。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上
述681单股权激励计划集中在电
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医药生
物、计算机等行业，数量分别为101
单、78份、74单、71单、56单，占比分
别为14.8%、11.4%、10.8%、10.4%、

8.2%。行业分布与去年基本一致。
从所属板块来看，在上述股权

激励计划中，来自沪深主板、科创
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分别有 322
单、130单、211单和 17单，科创板、
创业板合计占比过半。

“科技企业获得成果周期长，
需要大量、长期的人才储备，股权
激励可以激发核心科研人员的主
人翁意识，提高科研效率。”川财证
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

田利辉认为，在科技企业中，
人才是能否实现创新发展和科技
进步的关键所在。实施股权激励
能够留住人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邱亦
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技企
业的核心人才往往掌握关键技术，
对企业的价值更高，也具有更大的
不确定性，考虑到科技企业自身市
场价值波动以及发展情况，用股权
激励的方式可绑定核心人才。

综合来看，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成为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实
施股权激励的首选。同花顺iF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2022年
10月16日，在科创板、创业板发布
的股权激励计划中，使用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激励工具（含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激励复合工具）的单
数分别为121单、145单，分别同比

增长30%，17%，占所属板块全部
股权激励方案的比重分别高达
93%、69%。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优势在
于更有利于激发人才积极性。首
先，员工无需提前出资获得公司股
票，且限售期后可以自由交易，提
升了员工的参与积极性；其次，激
励范围从员工扩大至其配偶、父母
和子女；最后，该类股票的授予价
格可以在符合交易所相关规定的
情况下自主定价。”陈雳对记者表
示，科创板、创业板人才密度大，对
科研成果的需求高，为了更好地留
住人才，因而使用第二类限制性股
票较多。

年内621家A股公司推股权激励预案
科创板企业偏爱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本报记者 张 颖
见习记者 刘 慧

上周，A股市场出现小幅回弹。对于后市，投资
者应如何布局？机构给出的评级报告或许可以提供
一些参考。据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10月份以来的
5个交易日内（10月10日至10月14日），机构共发布
581份“买入”“增持”或“推荐”等看好型评级报告，覆
盖A股市场276家公司。

具体来看，期间有 26家公司获得看好评级次数
在5次及以上，其中，贵州茅台关注度最高，获得17次
机构看好评级。此外，山西汾酒、今世缘、常熟银行、
三七互娱等获得看好评级次数也均超过10次。

以此来看，获机构看好评级次数较多的三家公
司，均属于白酒行业。华创证券指出，从回款指标看，
节前主要酒企普遍回款进度在80%以上，部分酒企接
近 100%，今年三季度乃至全年业绩确定性仍强。预
计当下经营正佳的酒企仍将持续取得超出行业的经
营业绩，短期建议聚焦三季报高增长企业。

从业绩表现来看，在上述机构给予看好评级的公
司中，已有 7家公司率先披露了三季报，皆实现营业
总收入和归母净利润的同比双增。其中，双良节能表
现亮眼，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85.7%，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368.8%。另有83家公司公布了三季报业绩预
告，其中80家公司业绩预喜。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长期来看，决定股价长期走势的还是公
司基本面以及核心竞争力。后市可重点关注机构看
好的、基本面长期向好的公司。

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力设备行业受到机构青睐，
宁德时代、恩捷股份、亿纬锂能等42家公司获看好评
级。此外，医药生物、汽车、电子、基础化工等行业则
分别有20家、20家、18家、18家公司获机构看好评级。

国盛证券研报指出，光伏方面，光伏装机持续高
景气，预期国内地面电站需求加速释放。经过本轮调
整，龙头标的对应明年PE估值均在 20倍左右，性价
比凸显；风电方面，前8个月国内风电装机较弱，预期
将迎来较强复苏。杨德龙对记者表示，从经济转型的
角度来看，新能源将是转型中最受益的方向之一。

机构重点关注的行业中，医药生物行业近期的市
场表现抢眼。10月14日，医药股全线表现强势，医疗
器械板块领涨，涨幅 9.18%；医疗服务、CRO概念、重
组蛋白等板块表现活跃。

对此，中银证券研报表示，从估值来看，A股医药板
块市盈率22.8倍，已经低于2019年1月4日的历史最低
值。以目前的估值水平，板块情绪修复随时可能出现。

5个交易日276家公司
获机构看好评级
电力设备等五行业受青睐

本报记者 李 冰

日前，微信刷掌支付小程序上
线，相关服务需在刷掌设备上开
通。这是继密码支付、指纹支付和
刷脸支付等方式之后，又一新型支
付方式。

业界普遍认为，随着互联网技
术发展，支付方式一直在变革，支
付机构也希望通过支付方式的创
新来扩大市场。从原理上来看，掌
纹的信息识别会比面部识别更容
易，且安全性相对更高。

识别设备已获专利

记者查询发现，微信刷掌支付
小程序的简介为“伸手感应，识别
支付”，在进入小程序后，页面会提
示“未开通微信刷掌服务，请在刷
掌设备上开通”。记者测试发现，
目前普通用户并不能开通使用该
程序。

有媒体报道称，目前微信支付
已在部分商家接入刷掌支付设备
进行测试，但该说法并未得到官
方证实。截至记者发稿，微信支
付并未针对此事进行回应。

据介绍，该程序的账号主体为
腾讯旗下的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
公司，此前名称为“WePalm”。操作
时用户需要在刷脸设备上注册手
掌并刷脸关联个人微信账号，线下
消费时，将手掌对着微信支付设备
扫描区，设备确认完成后进行支
付。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近两
年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下称“腾讯公司”）针对刷掌支付
动作频频。

根据天眼查APP显示，腾讯公
司自 2021年 11月份申请了识别模
组及掌部生物信息识别设备专利；
2022 年 3 月份，腾讯公司申请了

“刷掌设备”专利；8 月份，腾讯公
司申请了“微信刷掌服务”“微信刷
掌支付”等相关商标，涉及广告销

售、网站服务、科学仪器等多个国
际类别。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
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刷掌支付与刷脸支付一样，均属
于生物识别技术，根据目标掌纹图
像区域进行身份识别，提高身份识
别的准确度，并应用在支付领域。
疫情背景下，戴口罩已经成为多数
用户的习惯，从便利性角度来看，
刷掌支付或许比刷脸支付更容易
被大众接受。”

应用前景待验证

纵观行业，目前移动支付中生
物识别技术主要有五种，具体包括
指纹、人脸、声波、虹膜、静脉等。

而刷掌支付并非一项新型技
术，据媒体报道，早在2015年，就有
银行尝试应用刷掌支付，并推出全
国首台掌静脉识别银行自助机。
但随后几年里，迟迟未见大面积普

及推广。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未

实现大面积推广或与用户移动支
付使用习惯、以及对该技术的安全
担忧有关。

根据 2022 年 4 月份中国支付
清算协会发布的《关于2021年移动
支付用户问卷调查的报告》（下称

《报告》）显示，95.7%的移动支付用
户最常使用扫描或出示条码完成
支付，20.2%的用户不接受使用生
物识别技术进行身份识别和交易
验证。同时，用户希望生物识别信
息数据库由国家相关机构掌握，做
好生物信息安全存储，确保个人生
物信息安全。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述《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
用户对移动支付中生物识别技术
的接受度，侧面反映了移动支付
中生物识别技术推广的难度和问
题。以全球视野来看，亚马逊的
刷掌支付在美国有一定的商业应

用，处于推广阶段。国内微信和
支付宝在刷掌支付方面均已有一
定研究和探索，微信刷掌支付小
程序上线，显示出相关应用探索
正在加快。

王蓬博表示，“从鉴权角度看，
在信息不被泄露、乱用的前提下，
生物识别技术更加安全、方便，拥
有更好的便捷性和高识别率等特
征。”

对于刷掌支付的商用前景，于
百程表示，生物特征识别支付方式
的推广确实面临一定问题，若用户
对数据安全问题持续担忧较多，则
该技术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
用。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刷
掌支付应用前景待验证，其后续普
及可能会面临机具推广、布设和用
户使用习惯改变等问题。但从技
术本身来看，生物识别技术是支付
介质随着科技进步而变化的趋势
之一，且这个趋势不可逆。”王蓬博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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