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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注册制落地，券商投行迎来战略机
遇期。

2019年1月30日，证监会发布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主要制度规则，注册制改革扬帆起
航。《证券日报》记者根据沪深北交易所官网数
据统计，截至2023年2月24日，四年时间里，进入
注册制发行上市审核系统的项目（包括已受理、
已问询、上市委审议、提交注册、注册结果、中
止、终止等）共2243个，包括科创板869个、创业
板1063个、北交所288个、沪深主板23个。其中，
已结束审核流程的项目（包括注册生效、终止）
共1695个，涉及82家保荐券商（含联席保荐22
个，联席保荐分开计算，各算1单，下同）。

记者观察到，头部券商保荐成功率超七
成，第二、三梯队券商保荐成功率均超六成。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注册制改革已历经四年的探索，经过不断实
践磨合，保荐机构已初步锻造出与之相匹配的
执业能力，且多数能迅速适应全面注册制改革
要求。接下来，不同类型的券商如何提升执业
质量，是全行业面临的新问题。

头部券商、大中型券商
拿下“半壁江山”

具体来看，上述已结束审核流程的1695
个项目中，82家券商保荐成功（注册生效）的
项目达1067个，占比达62.95%，包括科创板
528个、创业板429个、北交所110个。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A股
注册制改革已历经四年的探索，在提高中介机
构执业质量、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方面已基本成

熟。券商投行在企业是否满足上市条件、信息
披露是否及时准确完整等方面都有深刻认识且
具备充足经验，已初步锻造出与注册制相匹配
的执业能力，预计大多数能迅速适应全面注册
制改革要求，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

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中信证券以156个
保荐项目的佳绩稳坐榜首，中信建投证券、华
泰联合证券、海通证券等3家券商保荐项目数
均在百个以上，以上4家券商合计保荐项目486
个，占全部项目的28.67%；民生证券、国泰君安
证券等8家券商保荐项目均在51个至100个之
间，合计保荐项目 549个，占全部项目的
32.39%；长江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等10家
券商保荐项目在21个至50个之间，合计保荐项
目328个，占全部项目的19.35%；另有60家券商
保荐项目在1个至20个之间，合计保荐项目
332个，占全部项目的19.59%。 （下转A2版）

注册制改革四年
多数券商初步锻造与之相匹配的执业能力

择 远

近日，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同意上交
所、深交所、港交所、中国结算和香港结算于4月
24日正式实施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开放因
不满足结算安排而关闭的沪深港通交易日。

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有助于提升投资
者交易的便利性。2014年、2016年沪深港通先
后开通，总体运行平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底，沪港通、深港通持有A股市值合计约
22409.7亿元。其间，因为沪深港通交易日历安
排，导致每年南向可交易日比港股交易日少十
几天，南向投资者在此期间无法及时参加交
易。因而，交易日历优化非常有必要。

如今，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准备工作就
绪，投资者可交易的天数将增加，进一步提高投
资者交易便利性。综合来看，在不影响投资者
交易习惯的情况下，放开了两地市场均为交易
日时的全部沪深港通交易，可以更好地满足境
内外投资者参与两地资本市场权益资产配置的
合理需求，更好地保障投资者交易的连续性、便
利性。

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市场的活跃度。

自2014年互联互通机制开通以来，沪深港
通交易保持活跃，交易量显著增加，为两地市场
带来了较大体量的增量资金。特别是伴随着沪
深港通的不断发展，两地市场规模、交易活跃度
都在不断提升。

此次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将进一步完
善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根
据监管部门人士此前介绍，优化后，沪深港通将
实现在两地均为交易日时全部开通，预计可将
目前无法交易的天数减少约一半。南向交易年
均新增9个交易日，港股通对港股市场交易日的
覆盖度由 92.68%提升至 96.34%；北向交易年均
新增5个交易日，沪深股通对A股市场交易日的
覆盖度由95.47%提升至97.53%。

这在增加投资者的交易机会、提升市场交
易活跃度方面都将产生积极作用。长期来看，
南北向资金双向净流入的趋势仍将延续。

更进一步看，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的背
后，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的积
极作为。

当下，我国资本市场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高水平开放动作频、信号密，并且质变效应开始
显现。一方面，境外机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投
资力度不断加大，在推动市场制度创新、引导和
培育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进而提升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
进，发展红利不断释放，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
海外资金持续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根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1月份外资积极参与境内
股票市场，净买入境内股票277亿美元，创单月
历史新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国资本市场
高水平双向开放蹄疾步稳、步履铿锵，在此过程
中，各方面都在不断完善与强化，沪深港通交易
日历优化只是其中的一项。可以预期，一项项
高水平开放的红利定会纷至沓来。

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
提升交易便利和活跃度本报记者 吴晓璐

全面注册制改革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推进
中。存量项目平移方面，2月20日至2月24日
（沪深交易所受理主板存量项目首周），共29单
项目平移，IPO和再融资分别为27单和2单。技
术方面，沪深交易所刚刚完成摸底测试，接下
来将进行全天候测试。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目前大多存量项目
正在进行资料修改，预计项目平移将平稳推
进。全面注册制下，按照“申报即担责”原则，
中介机构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增加，需要进一步

提升执业质量，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

存量IPO项目仅一成完成平移

2月20日至3月3日，沪深交易所接收主板
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在审企业申请。据记
者梳理，沪深交易所受理主板存量项目首周，
沪深交易所合计受理IPO项目27单，计划募资
合计286.85亿元；受理在审再融资项目2单，均
为定增，计划募资合计120亿元；尚未受理在审
并购重组项目申请。

从平移进度来看，据证监会网站显示，截

至2月9日，沪深主板IPO项目288单，其中，21单
已过会未获得批文，剩余267单IPO项目均需平
移。从首周情况来看，存量IPO项目仅一成完
成平移，再融资进度仅约1%，并购重组进度为
零。

“目前，大多存量项目依旧在修改资料，正
常推进中。”有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此前，
沪深交易所均发布相关通知，明确平移项目申
报和在审项目材料更新等相关要求。

目前，在审项目仅剩一周时间平移，3月4
日起沪深交易所将受理新项目申报。据记者
梳理，剔除已过发审会和撤回项目，目前还有

240单IPO项目、169单再融资项目和6单并购重
组项目待平移。

上述券商投行人士表示，创业板、北交所
注册制改革时，均涉及存量项目平移，投行已
经积累了经验，预计本次主板平移也会平稳
推进。

“企业一般都会选择平移，不会轻易放
弃。大多项目都在按照新规要求，修订补充申
报材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胡剑飞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谈及会计师事务所当
前工作，胡剑飞表示，主要是配合保荐机构对
财务资料相关方面进行修改。 （下转A2版）

主板存量项目平移首周 27单IPO项目率先完成
沪深交易所技术测试紧锣密鼓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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