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邢 萌

主板首批注册制IPO企业启动发行。截
至3月20日，首批10家主板注册生效IPO企业
进入发行阶段。

从网上申购日来看，中重科技、登康口腔
时间最早，定于3月27日，4家定于3月28日，4
家定于3月29日。

业界普遍对首批启动发行的主板注册制
企业抱有不小的期待。不过，也有专家提醒
投资者，注册制下盲目打新不可取，打新需要
尽早适应注册制新规则，关注申购限额、配售
比例、中签率等问题，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
投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

投资者申购热情或较高

上周以来，全面注册制屡获新进展，经历
了上市委会议审核后，10家企业抢先领跑，成
为首批主板注册生效IPO企业，之后陆续披
露初步询价等情况，正式启动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0家主板IPO企业
创下多个“首批”记录。注册制下，该10家既
是首批获受理的主板企业，也是首批过会企
业，还是首批注册生效企业，从过会至注册生
效仅用时3天。

10家企业将采用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
结合方式，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进行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首发定价方案相
对更透明、结果更可预期，信息不对称程度降
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股折价发行的问题，
使得新股发行价格更加公允。”工业富联副总
经理兼首席法务官解辰阳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根据公告信息，结合发行日期来看，中重
科技、登康口腔快于其他公司一步，初步询价
及网上申购日分别定于3月22日和3月27日，
中信金属等4家公司均分别定于3月23日和3
月28日，江盐集团等4家分别定于3月24日和3
月29日。

“全面注册制实施后，完善以机构投资
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等机制，

充分平衡好发行人、承销机构和投资者之
间的利益，实现新股市场化发行。加之市
场前期已有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注册制的
成功经验，相信主板IPO项目的询价与申购
将会平稳实施。”联储证券投资银行资本市
场部发行承销业务总监裴娟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从拟上市板
块来看，上述10家企业中，中信金属、中重科
技、常青科技、江盐集团、柏诚股份拟在沪市
主板上市，其余5家则拟登陆深市主板；从拟
募资金额来看，10家拟募资总额174.39亿元，
其中，陕西能源（60亿元）、中信金属（40亿
元）、中电港（15亿元）募资额居前；从行业分
布来看，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其中6家来自制
造业，其余来自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主板注册制企业有
望受到市场热捧。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严凯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市场普遍看
好这些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认为它们拥有
较高的投资价值。 （下转A3版）

主板首批注册制IPO企业启动发行
专家：打新需适应新规则

本报记者 韩 昱

3月 20日，财政部发布《2022年中国财政
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简称《报告》）表示，2023
年，财政部将增强财政宏观调控效能，突出做
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经济运行
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有力支持。

《报告》表示，2022年，财政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接续措施落地见效，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
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报告》提到，各项财政政策早出快出，推动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和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
退税约2.46万亿元，力度是近年来最大的；全力
支持疫情防控，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影响；加大
财力下沉力度，切实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支
持保粮食能源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展望2023年财政政策，《报告》提出了六方
面工作：

一是完善税费支持政策，着力纾解企业困
难。包括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

措施，增强精准性针对性，突出对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的支持等。

二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
度。包括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
工具，集中财力办大事，在打基础、利长远、补
短板、调结构上加大投资，为落实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提供财力保障等。

三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支出效
率。包括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加强“三公”经
费预算管理，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积极支
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
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等。

四是均衡区域间财力水平，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包括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县级财力长效保障机
制，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问题等。

五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财政管理现
代化水平。包括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应
用，加强财政运行监测预警等。

六是严肃财经纪律，切实防范财政风险。
包括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
量，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加强对融资
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等内容。

财政部：完善税费支持政策 着力纾解企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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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安 宁

“2023年，中国是全球市场中又一个潜在
亮点”“中国股市蕴含诱人机遇”“中国的股市
和债市都非常具有吸引力”……近日，在北京
举行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来自世
界各地的资管机构纷纷“表白”中国资本市场。

笔者认为，外资资管机构“看多”中国资
本市场，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是吸引外
资金融机构看多中国资本市场的底气。

2023年以来，中国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显
示，中国经济景气水平继续回升。1月份-2月
份，工业生产恢复加快，企业预期好转，固定资
产投资稳定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这都显
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巨大潜力。

经济运行呈现的企稳回升态势让国际金
融机构对中国的发展信心持续增强，进一步
调高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例如，摩根
士丹利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5%上调至
5.7%；野村证券则从4.8%上调至5.3%。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外资金融机构
对中国经济信心最直接的“表白”。不仅如此，
外资金融机构更是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中国市
场的吸引力。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17日，今
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已超过1645亿元。

另一方面，中国坚定不移的高水平对外开
放为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国吃下了“定心丸”。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
域开放力度。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据悉，目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都在部署相关举措，为外资在中国发展提
供更多机遇。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至2
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84.4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6.1%。这表明，中国市场仍是
外商投资的热土。

面对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中国对
外开放的坚定态度，不仅为外资企业在华发
展投资打开了“机遇之门”，也进一步增强了
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强大的经济韧性是底气，坚定的对外开
放是机遇。在此加持下，投资中国已成为外
资金融机构的“必选项”。

外资金融机构看多
中国资本市场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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