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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方凌晨

6月26日晚，海通证券发布消息称，上海
海通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正式启动。无独
有偶，6月 21日，国泰君安证券也发布公告
称，其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君创投”）拟与中国太保等共
同发起设立上海浦东引领区国泰君安科创一
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券商系母
基金将迎来两位新成员。

近年来，券商系母基金加速发展，在积极
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不
断促进自身业务发展。

券商系母基金将迎新成员

海通证券此前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海
通开元拟作为基金管理人，与公司的关联人
上海国盛集团、中国太保共同参与设立上海
海通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海通引领区产业基金”），将
主要投资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金融科技领域及其他浦东新区主
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据悉，该母基金首关规模为人民币 40亿
元。其中，海通开元拟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人民币13亿元，出资比例为32.5%；上海浦东
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作为有限合伙
人出资人民币 10亿元，出资比例为 25%；上
海国盛集团、中国太保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分
别出资人民币 8亿元、3亿元，出资比例分别
为20%、7.5%；其他有限合伙人拟出资人民币
6亿元，出资比例合计为15%。

海通证券表示，海通引领区产业基金是
浦东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发起设立的又一只
引导母基金，成立后将更好地服务实体产业，
更加精准高效地支持科技创新，促进“科技-
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

另一券商系母基金新成员——上海浦东
引领区国泰君安科创一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由国君创投担任基金管理人。该
基金拟以子基金投资为主，按协议约定进行
子基金投资和项目直投，目标行业为新兴科
技、医疗健康、绿色发展等。

这两只母基金均由券商参与设立，并由
券商私募子公司担任母基金管理人。华安证
券私募子公司华安嘉业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担任母基金管理人需要较强
的专业管理能力和综合资源协调能力。相比
其他类型的投资机构，券商私募子公司具有
独特优势。”

华安嘉业进一步说明，一是可借助券商
平台优势，内部形成“投资+投行+研究+分支
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协同联动机制，后续可
为子基金所投企业提供 IPO与并购重组业务
咨询、财务顾问咨询等配套服务，在投资、分
析及执行投资专案方面具有多元竞争优势；
二是专业优势，券商拥有丰富的GP经验，对
母基金市场的需求和痛点相对更为了解，并
在过往业务中建立了完备的研究机制、风控
体系及公司治理机制；三是资源优势，大型券
商在资本市场上有广阔的投融资渠道，得以
创造性地构架起具有吸引力的投融资结构，
确保顺利执行复杂的金融交易。

助力券商提升长期核心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券商及其私募子
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等频频参与设立母基
金，不断深入参与母基金领域的发展。据执
中ZERONE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有 5家券商
及其另类投资子公司等参与出资设立的母基
金完成基金备案，其中有 3只母基金由券商
私募子公司担任管理人。

具体来看，2023年 6月份，长江资本、长
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等参与设
立的安徽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基金完
成备案，长江资本担任基金管理人；同月，深
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参与
设立的盐城市黄海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完成备案，一创投资担任基金
管理人；3月份，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
出资的盐城招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母基金
（有限合伙）完成备案，招商致远担任基金管
理人。

此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
简称“中基协”）发布消息称，中基协母基金
委员会 2023年第一次工作会议认为：“母基
金是私募股权创投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必然产物，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行业发展生
态中的重要一环；大力发展母基金，对于促
进长期创新资本形成、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而券商积极参与母基金发展也为其带来
积极影响。以海通引领区产业基金为例，海
通证券在公告中表示，该基金的设立一方面
将助力海通证券贯彻金融支撑科技创新、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积极服务浦东
新区引领区战略；另一方面该基金将作为海
通证券服务企业和机构客户体系的有力工
具，不仅能提升投资人财务回报，也能促进海
通证券各条业务线协同联动，全面带动各项
业务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其利润水平，提升长
期核心竞争力。

券商系母基金扩围在即
发挥优势助力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殷高峰 贺王娟

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指数不断
创下新高，频频引起市场关注。

西安万寿路贝斯特中药材专
业 市 场 是 当 地 较 大 的 中 药 材 市
场。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实地走
访该市场发现，在热火朝天的涨价
潮中，处于中药材交易末端的中小
贸易市场交易冷清，价格的飚涨让
中小贸易商不敢轻易囤货。一方
面，持续攀升的价格让他们望而却
步；另一方面，作为中小贸易商在
采购方面缺乏话语权，货源往往被
大户收走。

一位从事中药材行业十几年的
老板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
的行情是以往十几年都没有经历过
的。对于中药材价格飚涨，作为一
线的从业人员感到很困惑，希望中
药材价格早点回归正常。

为何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持续
攀升？中药价格还会涨多久？如何
推动中药产业供应链良性发展？

走访所见：
中小贸易市场交易冷清

不断上涨的中药材价格给药材
生意带来了较大影响。

岳先生是西安万寿路贝斯特中
药材专业市场一家药行的老板，他
说：“市场上冷冷清清的，都没什么
人。药材虽然涨价了，但对于行业
末端环节来说，进货的价格也在涨，
并没有带来什么收益。反而由于价
格太高，药材不好卖了。”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党参
在前年的价格是每公斤 40元左右，
去年涨到了每公斤 80元左右，今年
一下子就暴涨到每公斤190元左右。

据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
发布的报告，今年以来，我国中药材
价格猛增，部分中药材出现了一日
三价的情况。截至 6月 16日，中药
材综合 200 市场价格指数已涨至
3537.85点，月涨幅为 12.07%，创历
史新高。其中，当归市场价格突破

140元/千克，近一月涨幅高达75%；
三七和白术的月涨幅也超过 60%。
2022年天然牛黄价格是 50万元/千
克至60万元/千克，而近期天然牛黄
的市场价格已突破120万元/千克。

对于当前中药材价格过快上涨
的情况，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的情
况报告称，希望政府可以组织与引
导协会、企业单位共建中药材监控
及预警机制和方案，如面对突发事
件帮助企业做好战略储备保供等措
施，稳定中药材市场态势。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中药饮片
专委会也在情况报告中称，希望国
家能尽快出台相关措施，遏制游资
恶意炒作中药材。

“希望尽快研究和推出中药期
货品种，从中长期平抑价格。”巨丰
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喜龙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小贸易商之惑：
为啥进不到货

岳先生在年前没有补货党参，
他当时认为过完年价格可能会降
下来，但没想到年后价格却一路
上涨。

“目前党参已经涨到每公斤
170 元左右，质量好的甚至要每公
斤 200元。现在店里已经没有党参
存货，有客户要的话，只能从同行
那里按照市场价调货。”岳先生如
是说。

和岳先生不同的是，王先生的
店里还有一些党参。“但数量不多
了，就剩下这些。”王先生指着存货
说，这两袋质量好点，其中一袋每公
斤卖 190元左右，另一袋每公斤卖
160元左右。但卖完之后，按照目前
的情况，也很难去进货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的
情况，目前产地的价格已经到了每
公斤 190元左右，有的甚至高于目
前的市场售价。他说：“都是药厂或
者大户在收货，这个价格我们没办
法进货。”

“今年中药价格上涨主要缘于

天气原因，恶劣天气下预期中药产
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部分药商囤
货，造成价格上涨。”赵喜龙表示。

“我所经营的药材中，差不多
90%的药材最近都涨了价，十几年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岳先生表
示，以前因为天气等因素部分小
品种药材涨价，比如牡丹皮由于
生长周期较长，有时会出现价格
波动，但大品种很少出现大的价
格波动。

亳州市中药饮片产业促进会发
布的报告分析称，中药材价格猛涨，
有可能是多环节参与囤货炒作、市
场价格周期循环、下游消费需求复
苏、中药材种植困难、供应链短缺、

药材质量标准提升等因素所致。

药企破局：
布局中药材种植基地

在业内看来，集采背景下，中药
材价格飙涨给药企带来的挑战主要
是成本压力上升导致盈利能力下
降。那么，中医药领域的药企是如
何应对中药材涨价的呢？

“公司在发展初期，就非常重视
上游原料的产业布局，在不同时期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
开展原料基地建设。”盘龙药业副总
经理、董秘吴杰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如在甘肃庆阳花池县种植了

黄芪、板蓝根等药材 18000余亩，在
陕西宝鸡市眉县太白山区域拥有重
楼、盘龙七、扣子七、竹根七、白毛七
等秦岭道地珍贵药材基地 5000余
亩，同时在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区域
建有野生抚育 10万余亩华中五味
子产业化示范基地和 2000余亩金
银花等药材种植基地。

吴杰表示，基地的建设不仅解
决了药材质量稳定问题，满足了公
司生产经营所需，减小市场价格波
动的影响，同时有力助推地域产业
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以岭
药业、千金药业、振东制药等上市药
企均积极布局中药材种植基地。

西安万寿路贝斯特中药材专业市场见闻：

中药材一日三价
中小贸易商不敢囤货呼吁价格回归正常

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中药材价格还在持续上涨中。
生意社数据显示，6月26日，反映中
药材价格走势的中药材指数报2751
点，创下 2019年 6月 30日以来的新
高，较2019年11月25日最低点975
点上涨了 182.15%。其中，党参、当
归、黄芪等品种近期的市场价格涨
幅较大，目前仍维持高位。

近日，全国中成药集采拟中选
结果出炉，中标产品有望实现“以价
换量”。上游中药材价格涨势不减，
终端销售又遭遇中成药集采“杀
价”，同时中选药企还要在采购周期
内保证产品供应，相关药企或将面
临多重考验。

药企面临成本压力

根据拟中选结果，此次全国中成
药集采共有63家企业、68个报价代
表品中选，价格平均降幅49.36%。复

方血栓通、冠心宁、华蟾素等多个中
成药大品种在集采名单内，复方斑
蝥、接骨七厘等品种的首年采购需
求量超 1亿个单位。拟中选药品将
供应至联盟地区，即湖北、北京、天
津等30个省级行政单位。

集采将拉动上游中药材需求，
然而目前诸多中药材品种的价格涨
势不减，相关药企成本压力或将
加大。

根据拟中选结果，众生药业、大
理药业、亚宝药业等多家上市药企
的相关产品进入拟中选名单。如众
生药业的代表品复方血栓通胶囊拟
中选此次中成药集采，同时全资子
公司华南药业的复方血栓通软胶囊
作为非代表品以同比例降价幅度随
同代表品一并拟中选。

据悉，复方血栓通常用于心脑
血管疾病的治疗，其主要成分包括
三七、黄芪、丹参、玄参等中药材。
该药品主要使用的三七、黄芪均为
近期价格涨幅较大的中药材品种。

生意社数据显示，6月26日，三

七基准价为 128.75元/公斤，与本月
初（113.00 元/公 斤）相 比 上 涨 了
13.94%；而黄芪基准价为25.20元/公
斤，与本月初（22.80 元/公斤）相比
上涨了10.53%。

成本上涨的同时，拟中选产品
的终端售价预计下降。拟中选结
果显示，众生药业的代表品复方
血栓通胶囊的拟中选价格为 12.62
元/盒，较基准价格 20.55 元/盒下
降 38.59%。该采购组其余拟中选
产品的拟中选价格也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

供应方面，根据拟中选结果，复
方血栓通采购组中，除了众生药业，
还有广东广发制药、广州威斯宝药
业、扬州中惠制药的相关产品拟中
选，预计 4家药企将供应联盟地区
的相关产品。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
集中采购文件显示，复方血栓通的
首年采购需求量为4.2亿个单位。

此外，此次中成药集采的诸多
品种，如复方斑蝥、接骨七厘等使用
的部分主要中药材也面临不同程度

的涨价。

上市公司积极应对

业内人士多认为，近期诸多中
药材价格上涨缘于下游需求增加、药
材标准提高、游资炒作等多因素。海
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
之东告诉记者：“此次中药材价格上
涨的持续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密
切关注相关因素的变化。”

实际上，多家上市中成药企业
已经关注到近期中药材价格上涨，
加之拟中选药品降价预期既定，如
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保证药品供应
和质量，成为摆在药企面前的一道
难题。

众生药业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
示，公司持续关注包括中药材在内
的原材料生产周期、供应情况和价
格变动，根据需求合理采购，力求在
保障供应、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最大
化控制成本。同时，公司继续坚持
优化运营管理机制，持续通过管理

提升纾解成本上涨压力，保持公司
业绩增长。

众生药业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相关产品的中
药材以各地采购为主，相关产品拟
中选后，公司将做好成本控制和运
营管理，来尽可能地缓解成本压力。

某上市药企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一般情况下公司会以销定产，
中药材采购量会根据市场销售情况
来规划。考虑到中药材价格波动的
影响，在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前提之
下，公司会根据生产安排做一些储
备。另外，公司也有自己的种植
基地。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硕士导
师朱玉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部分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药企
面临一定成本压力的情况下，药品
质量是尤其要关注的环节。对于中
成药企业而言，要控制好药材的采
购源头，避免出现质量下降。药企
要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之上，在生产
工艺、药品流通等方面控制成本。

药材涨价集采“杀价”中成药企业如何破局

本报记者 谢 岚
见习记者 丁 蓉

今年夏天多地最高气温创历史新
高。炎炎夏日，夜市“烟火气”升腾。记
者实地走访北京、长沙等地调研发现，
多地夜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新模式”

“新玩法”不断涌现，激发消费新活力。

市场主体解锁“新玩法”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来到北京
市前门大街、大栅栏商圈。晚上7点，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步行街上的人们
摩肩接踵。年轻市民周女士表示：“白
天气温高，因此约朋友傍晚来吃小吃，

之后打算各租一辆自行车体验夜骑，
欣赏夜景的同时还能运动消食。”

长沙市已经连续3年入选中国城
市夜经济十大影响力城市，并屡屡因
城市“烟火气”登上热搜。长沙市五
一商圈IFS国金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晚上商场人气往往不降反升，这
时候才进入消费高潮。”

记者了解到，各地商业企业和旅
游企业等市场主体积极创新夜经济“新
玩法”，寻找夜经济背后的流量密码。

上市公司重庆百货作为老牌大
型商业企业，通过文化引流、艺术赋
能，以“夜间剧场”打造城市会客厅，

“光之塔”和重庆城市印象·母城记忆
纪实影像展成为新晋人气打卡点，促

进本地消费。
黄山旅游将过去只在日间开放

的花山世界主题园区，打造升级为集
主题化、休闲化、科技化于一体的沉
浸式主题园区，树立了特有的“夜游”
新形象，打造夜游黄山新业态。

宋城演艺作为我国领先的综合
性文旅服务供应商，为客户提供以多
种演艺剧目为核心的优质文旅产品，
三亚千古情景区继杭州宋城之后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

政策出台促进夜经济发展

夜经济一般指从当日18时至次

日凌晨2时所发生的服务业类经济活
动。据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习惯调
查报告显示，60%的居民消费发生在
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销
售额超过全天的一半。

夜经济火热，离不开政策的有
力引导。今年以来，多地出台促进
夜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广西壮
族自治区商务厅接连出台《关于加
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兴的若干
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就
业增强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提出
鼓励发展夜间经济等特色经营。今
年4月份，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加快
恢复和扩大消费持续发力北京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2023年行动方

案》，提 出 北 京 市 将 持 续 繁 荣 夜
经济。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
专家安光勇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夜经济拓展了消费时间
和范围，这对于提高消费的总体规
模和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同时还能
带动更多就业，为各行业带来了新
的增长点。”

“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依然处于
起步阶段，仍存在巨大的创新发展空
间。”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餐饮、购物依然是各地夜
间消费的主要内容，消费供给与消费
场景有待进一步丰富。”

多地点亮夜经济 上市公司尝试“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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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市场入口（摄影：殷高峰）/图②为商家销售的党参等中药材（摄影：殷高峰）/图③为盘龙药业中药材种
植基地（供图：盘龙药业）/图④为市场内部（摄影：殷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