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 鹏

3月23日，随着安达科技在北交所上市，
今年以来共有61家企业在A股上市，IPO募资
额合计超540亿元。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自身发
展，还有利于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航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地方政府角度看，上市企业
数量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
的标准之一，有利于企业所在地吸引人才、优
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从企业角
度看，通过上市能够实现规范运营，在资本助
力下，可以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公司治
理，实现快速发展。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截至3月23
日，年内已有17个省份有新上市企业。其中，
浙江、江苏新上市企业数量排名靠前，分别为
14家和12家。

从上市板块来看，上述61家企业中，21家
选择深市，其中主板8家、创业板13家；19家选
择沪市，其中主板11家、科创板8家；剩余21家
登陆北交所。

从IPO募资额来看，61家企业合计首发
募资额达540.27亿元。其中，21家深市企业
募资306.89亿元，19家沪市企业募资199.58亿

元，21家北交所企业募资33.8亿元。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数字安全集团投

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企业登
陆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而且会对
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61家企业中，包含2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和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普遍融资需求较大。”川
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借助资本市场满足其融资需求的同时，
有利于加速相关企业科技创新速度，助力产
业转型，强化产业竞争力，进而促进区域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董忠云表示，科技创新正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的内生动力，专精特新企业培养已成为
重点工作。各地通过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上市
发展，引导资金流入地区重点产业，能够帮助
相关企业做优做强，进而为我国核心产业链
补短板、填空白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多地明确提出年内新增上市
公司目标数量，从政策、资金方面给予企业上
市支持。

例如，3月7日，哈尔滨市金融服务局发布
《关于提振发展信心推动全市场经济加快恢

复整体好转的若干金融政策措施实施细则》，
提出支持企业上市。对在主板、科创板、创业
板以及北交所上市的哈尔滨企业，根据企业
上市进程分阶段给予补助，累计不超过1000
万元。

陈雳认为，通过“真金白银”的激励，能够
强化企业上市意愿，同时有利于降低企业
IPO成本，减少上市筹备对企业现金流的影
响，帮助其顺利上市。

多地在企业奖励措施安排上，采用“分段
式”奖励方法。例如，3月份，福建省晋江市发
布的《关于支持企业北交所上市的若干措施》
提出，对到北交所上市的后备企业，按尽调、
股改、挂牌新三板基础层、进入新三板创新
层、首发辅导备案、首发申请获受理、成功上
市等阶段分别给予20万元、50万元、120万元、
8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奖励。前
三家成功赴北交所上市的后备企业，每家追
加100万元奖励。

在陈雳看来，此举有利于对企业持续激励，
更好地调动企业上市积极性。同时，有利于持
续为其注入流动性，降低上市各环节成本。

董忠云表示，企业上市过程中会面临各
种问题，因此需要将奖励的节点前移，根据企
业需要分阶段缓解上市前各类费用导致的资
金紧张，减轻上市成本，激发上市动力。

年内IPO募资超540亿元 多地推出助企上市措施

本报记者 刘 萌

3月 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重点外资项目
工作专班将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为外资企
业和项目在华经营建设提供全天候全流程服
务，营造更优投资环境。

束珏婷表示，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自
2020年 4月份建立以来，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稳外资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外资企
业和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成为外资企业问
题诉求解决的重要渠道，得到了企业的广泛
认可，对稳住外资企业预期和信心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根据我国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因时因势转变工作重
点，提升工作效能，制订有关指导文件并印发
各地实施。”束珏婷称，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四个机制”：
一是深化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常态

化交流机制。拓展交流范围、丰富交流形式，
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及时有效听取
和回应外资企业关切。

二是完善问题收集、协调解决、监测预警
和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拓展问题反映渠
道，加大突出共性问题解决力度，加强前瞻性
分析研判，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水平。

三是建立常态化交流、针对性服务、精准
式招商联动协调机制。全力支持办好“投资中

国年”系列招商活动，对接外资企业投资意愿
和各地招商需求，促进项目撮合，实现精准招
商，推动引入更多外资标志性项目。

四是建立地方服务重点外资项目调度机
制。跟踪调度“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开
展成效，加快形成“三个一批”（在谈一批、签约
一批、在建一批）外资项目清单，动态调整重点
外资项目清单，加强跟踪服务，推进项目早日
落地建设。

束珏婷还介绍，今年商务部将大力开展
“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系列活动。中国各地
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各具特色，希望通过一系
列“请进来”“走出去”的推介活动，全面展示各
地投资机遇和比较优势，让各方更加了解开放
发展、多元包容的中国，为各国投资者搭建合

作共赢、共创共享的平台。
目前，“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已陆续

启动。上周，商务部组织代表团赴阿联酋、卡
塔尔、沙特三国开展经贸交流与投资促进活
动，召开了“投资中国年”—中阿、中沙投资合
作论坛。3月 28日-29日，商务部将与广东省
人民政府在广州共同举办“投资中国年”招商
引资活动启动仪式暨广东专场推介。目前已
有百余名跨国公司高管、外国商协会代表等报
名参加。

“我们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积极参与‘投资
中国年’系列活动，支持各国企业来华考察洽
谈，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全面了解投资中
国的新政策，更好把握投资中国的新机遇。”束
珏婷说。

商务部：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 营造更优投资环境

苏向杲

体量大、资金期限长的保险资金孕育着
增配 A 股的新动能。笔者认为，在多重积极
因素的推动下，险资有望加速增配 A 股等权
益市场。

3月22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发布
的一项覆盖 100 余家保险机构的调研报告显
示，超八成机构对今年A股市场持“较乐观”看
法，这一高比例在过去几年的同类调研中较为
罕见。

险资不仅看多A股，且已有大幅加仓的迹
象。银保监会3月21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今年1月末，险资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
配置比升至13.4%，悄然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

高。该比例大幅提升通常与两方面原因有关，
一是险资主动加仓；二是权益市场上涨拉动险
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上涨。结合1月份A
股市场表现及头部险资机构年初的积极表态
来看，险资主动加仓的概率很大。

除上述两大积极因素之外，保险业保费增
速触底复苏，也有望为险资配置权益资产注入
新动能。数据显示，2月份，6家A股及港股上
市险企旗下的寿险公司保费同比增长15%，产
险保费同比增长25%。根据险资配置规律，保
费端的持续增长往往能提升险资配置权益资
产的绝对规模。

再者，从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角度看，无
论是当下，还是长期视角，保险机构适当强化
权益资产配置比例均有内在动力。

资产端方面，在近几年利率中枢下行背景
下，多数险企希望通过增配优质长久期固收
资产，以“锁定”资产端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
的收益率。然而，现实情况是，作为配置型机
构，险资机构很难在一级市场“抢”到可匹配
负债规模的优质长久期固收资产，如 20 年期
国债等。这也是近年来险资久期缺口呈扩大
趋势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投资背景下，强化
权益市场投研能力，适度增配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等权益资产，是化解问题的有效方式。

负债端方面，目前保险业平均负债成本约
5%，部分中小险企由于缺乏自主营收渠道，只
能通过加大渠道费用投入，提升产品预期收益
率等方式获取保费，因此负债成本可能远超
5%。负债端较高的刚性成本要求险企在资产

端实现更高的收益率以覆盖成本，不过，目前
行业整体资产配置中，固收资产占比很高，且
险资对固收资产的持有策略以到期为主，因此
收益率弹性低，存在利差损风险。监管部门近
期也注意到了这一现状，并就防范利差损、降
低负债成本调研了23家险企。由于险资对权
益资产的长期投资收益率优于固收资产，因此
增配并长期持有权益资产也有利于行业化解
利差损风险。

总之，险资加大权益投资不仅有意愿，更
有动力。

多重积极因素有望推动险资加速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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