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衍菘

11月份，公募机构积极调研A
股上市公司，调研次数共计近
5000次，半导体、电池等行业成为
热门领域。多家参与调研的公募
机构对后市持乐观预期，积极布局
岁末年初的市场行情，特别关注科
技成长板块及新兴产业周期的发
展动态。

公募排排网统计数据显示，11
月份共有 156家公募机构参与了
A股上市公司调研，覆盖 105个申
万二级行业的557家上市公司，合

计调研次数达4953次。
具体来看，上述 156家公募机

构中，有148家公募机构参与调研
不少于 2次，其中 3家参与调研不
少于100次。据统计，调研次数居
前10位的公募机构分别为博时基
金、富国基金、嘉实基金、华夏基
金、国泰基金、鹏华基金、银华基
金、汇添富基金、信达澳亚基金、易
方达基金。其中，博时基金以调研
122次居首。

恒生前海基金对记者表示，当
前市场向理性情绪回归，对中长期
A股向上行情持乐观态度。

光大证券表示，尽管市场短期
有所波动，但中长期向上的趋势没
有发生改变。预期改善驱动的市
场行情起伏明显，但历史来看，市
场短期波动不改中长期趋势。

接受公募机构调研的 557 家
A股上市公司中，有 434家被调研
次数不少于2次。具体来看，天奈
科技、闻泰科技、海目星、德赛西
威、汤姆猫、新宙邦、易点天下、生
益电子、天赐材料、裕太微等最受
公募机构关注。

其中，天奈科技被调研次数达
103次，位居首位。资料显示，公

司主要从事纳米级碳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天奈科技表示，整体
来看，公司今年全年的出货量有望
保持较好的增长趋势；从当前市场
趋势来看，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充
足，对明年的总体经营有信心。

从被调研公司的行业分布来
看，半导体行业最受公募机构青
睐，该行业的 33家公司共被调研
438 次。富荣基金基金经理李延
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半导
体产业有其周期性也有其成长
性，中短期会受经济周期、技术周
期、产品周期等影响，长远来看，

半导体产业是一个长期震荡向上
的产业，其中创新是产业成长的
核心驱动力。

此外，电池、自动化设备、通用
设备、软件开发、元件、游戏Ⅱ、专
用设备、化学制品、化学制药等行
业被调研次数也居前。

恒生前海基金表示，在风险偏
好和交易量的复苏下，科技成长板
块占优；中长期来看，将密切关注
产业趋势的发展方向，特别关注科
技、医药、制造等板块新一轮产业
周期的动态，并积极挖掘那些长期
资产回报率较高的个股。

公募机构调研活跃 看好A股中长期向上行情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在行情回暖的情况下，私募
机构也加快调研步伐，积极在二
级市场寻找优质标的。私募排排
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1 月份，
共有 866家私募机构对A 股上市
公司进行调研，覆盖 93个申万二
级行业的 423 家公司，合计调研
次数达 2645次。同时，调研次数
居前的私募机构普遍对后市持乐
观态度。

数据显示，11 月份参与上市
公司调研活动的 866家私募机构
中，有 439 家调研次数不少于 2
次。其中，388家调研次数在 2次
至 9 次之间；38 家调研次数在 10
次至19次之间；9家调研次数在20
次至29次之间；4家调研次数在30
次及以上。

具体来看，正圆投资以合计调
研 68次位列第一名，成为 11月份
调研最积极的私募机构；盘京投
资、聚鸣投资、天猊投资、淡水泉、
敦和资管、高毅资产、创富兆业、和
谐汇一、泓澄投资、青骊投资、汐泰
投资、星石投资等 12家私募机构
（后 4家调研次数均为 20次）调研
次数排名也在前十位，均在 20次
及以上。

根据统计数据，上述调研次
数排名居前的 13家私募机构中，
管理规模在 100亿元以上的私募
机构有 7 家，管理规模在 50 亿元
至 100 亿元的私募机构有 2 家，

意味着大型私募机构调研积极
性更高。

从上市公司方面来看，11 月
份，获私募机构调研的 423家A股
上市公司中，有289家被调研次数
不少于 2次。其中，226家公司被
调研次数在 2次至 9次之间；31家
公司被调研次数在10次至19次之
间；12家公司被调研次数在 20次
至 29次之间；11家公司被调研次
数在 30次至 39次之间；9家公司
被调研次数在40次及以上。

具体来看，11月份，安集科技
以合计获私募机构调研 74 次居
首，成为当月最受关注的上市公
司；此外，天奈科技、闻泰科技、海
天瑞声、汤姆猫、易点天下、盛美上
海、佳禾智能、京东方A、新宙邦等
上市公司被调研次数排名也在前
十位。

从行业分布来看，11月份，私
募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分布在 93
个申万二级行业。其中，电池行业
的18家上市公司获私募机构调研
次数遥遥领先，达 237次，成为当
月最受私募机构青睐的行业；半导
体行业的上市公司也被密切关注，
获私募机构调研 232次；此外，私
募机构对专用设备、通用设备、自
动化设备、IT服务Ⅱ、元件、软件开
发、消费电子、电子化学品Ⅱ等行
业的调研热度也较高，调研次数均
不少于93次。

近期，积极政策持续推进，市
场信心明显改善，调研次数居前

的私募机构普遍对后市态度更加
乐观。

展望后市，调研次数排名首
位的正圆投资此前发布的月度报
告显示，在宏观方向明朗、现实改
善与预期逆转的当下，保持积极
乐观。

具体到投资方向上，汐泰投资
执行董事、投资总监朱纪刚比较看
好两类行业：一是基本面扎实的子
行业与个股，如AI科技、互联网、
部分制造业等；二是受益于政策可
能迎来基本面拐点的行业，如部分
顺周期、新能源、国内消费等。

聚鸣投资董事长刘晓龙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两大方向可能有投
资机会。一是经济总体回升背景
下，部分行业有提估值的机会，如
电商等互联网行业；二是在行业性
强刺激政策下，基本面困境反转型
行业，如家居行业。

11月份私募机构合计调研逾2600次 电池等行业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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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因此，新三板的培育功能不仅体现在帮
助企业成长和规范，还体现在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和提高市场活力方面。

此外，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 12月 1日，目前有
12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含曾挂牌已摘牌）拟上市，处
于已发行、已注册、上市审核、辅导备案阶段的分别有
3家、3家、104家、11家。

今年 10月 20日，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与工业
和信息化部在 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
系。当日，北交所、全国股转公司制定发布了《北京
证券交易所 全国股转公司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综合服务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对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的服务质效。

为进一步发挥新三板的梯度培育功能，田利辉
表示，可以进一步加强新三板与四板的联动，通过

“绿色通道”等机制为更多优质企业提供便捷的挂牌
通道；完善新三板的融资和交易制度，提高市场的流
动性和活跃度，为企业提供更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加
强新三板市场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保障市场的健康
稳定发展。

新三板枢纽功能凸显
年内30家挂牌公司登陆A股

（上接A1版）
“国有创投机构考核、容错和激励机制的调整和

改革，将极大地激发国有创投机构和政府引导基金
的积极性，鼓励其在投资决策中更加大胆主动，敢投
愿投。”田轩表示。

在政策支持下，部分国有创投机构内部已初步
建立了激励容错机制，且已有阶段性成果。11月 29
日，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LP投
顾联合发布的《2024年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尽职免
责（容错）机制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受
访机构中，超六成建立了尽职免责（容错）机制，超五
成建立了激励机制。

具体来看，超六成（63.16%）受访机构建立尽职
免责（容错）机制，其中近半数（48.87%）纳入绩效
考核体系，更加宽松友好的风险包容氛围正在营
造建立。激励机制方面，仅过半（57.14%）受访机
构建立激励机制，集中体现在“投资”和“退出”环
节，激励机制实现“募投管退”全环节覆盖的机构不
到四成（39.85%）。

完善执行细则
推动容错机制真正落地

从地方发布的政策举措来看，容错机制主要为
“容错”和“容亏”两个方向，部分地方设置了一定的
容错比例。比如，9月份，《郑州市天使投资基金设立
方案》提出，遵循天使投资规律，合理容忍正常的投
资风险，不将正常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据，基金清算
时投资损失率不超过投资本金40%的，依法依规启动
容错程序。

但上述《报告》显示，近半数受访机构不支持设
定容错比例，一方面在于不同投向、不同阶段的风险
发生概率不同；另一方面，“容亏率”暗含对超出既定
部分默认追责的意味。

从考核上来看，对于科创领域投资，有地方建
立基金全生命周期核算机制。比如，湖北省国资委
发布《湖北省国有企业容错免责事项清单（2024年
版）》，对 10 种容错免责情形作了明确规定。据湖
北省国资委介绍，省属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
国资基金已采取全生命周期整体核算、市场化估值
的绩效评价方式，不以单个投资项目盈亏进行考核
评价。

“如果基金整体回报高于社会平均，无须紧盯
单个项目的得失追责，这也是市场化 LP的做法，所
以建议从基金全生命周期整体回报考虑，来优化容
错机制。”一位央企创投机构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各地政府部门当前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实施细则还有待完善。”LP投顾创始人国立波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容错机制方面，目前缺
乏可操作性高的执行细则，“充分揭示风险”“程序履
行到位”等表述都很模糊，机制距离真正落地还有一
段距离。

田轩表示，需要进一步细化容错免责的标准与
范围，加强相关法律法规支持，为市场提供投资导
向和法律依据。其中，尤其需要明确失败项目合理
投资行为与操作失误的标准，为员工提供适度的风
险容忍空间。同时，要健全风险投资市场准入、基
金管理、退出渠道等全流程制度体系，完善相关尽
职调查要求和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创投机构内控机
制建设和合规性要求，加强外部监督，确保激励容
错机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维护市场健康稳定的发
展秩序。

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
覆盖“募投管退”全流程

良好的激励机制，是提高国有创投机构投资效
率、激发创投活力的关键。

国立波表示，部分国有投资机构设有薪酬上限，
激励机制执行起来容易与绩效考核脱钩，无法真正
发挥作用。国有投资机构需要参考市场最佳实践，
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环节上也应覆盖“募
投管退”全链条。

田轩认为，需要强化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加大全
链条考核与激励的覆盖，设立多元化的考核指标和
差异化的激励措施，全面覆盖投资项目的整个生命
周期，将业绩与薪酬激励挂钩，如根据募资规模、投
资增值等情况设置不同额度、不同形式的奖励措施，
并合理使用股权手段。

国立波表示，未来，创投机构将在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建立健全国资创投机构激励
与尽职免责机制，能够更有力支持投早、投小、投硬
科技，为具有前瞻性但高风险的科创项目提供更好
的成长空间。

本报记者 陈 潇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
前 11 个月，TOP100 房企销售总额
为 38516亿元，同比下降 32.9%，降
幅较上月缩窄 1.8 个百分点。其
中，11 月份 TOP100 房企销售额同
比下降9.46%，环比下降18.62%，但
仍较9月份销售额有较大增幅。

从单家房企销售额来看，今年
前11个月，保利发展销售额达3080
亿元，位居榜首；中海地产、绿城中
国、华润置地、万科等4家房企紧随
其后，销售额均在2000亿元至3000
亿元之间。

中指研究院研究总监刘水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需求端

政策已较为宽松，居民购房首付比
例及贷款利率已达历史最低，限购
政策也处于自实施以来最宽松阶
段，随着年末房企冲刺销售业绩，
加大推盘力度，预计 12 月份房地
产市场将保持一定活跃度。房企
可把握政策窗口期，加大推盘促销
力度。

具体来看，今年前 11个月，第
一阵营（销售额超 1000亿元）房企
有9家，销售额均值1981.3亿元；第
二阵营（销售额 500亿元至 1000亿
元）房企有 8家，销售额均值 729.1
亿元；第三阵营（销售额300亿元至
500亿元）房企有16家，销售额均值
351.5 亿元；第四阵营（销售额 100
亿元至 300 亿元）房企有 43 家，销

售额均值168.2亿元。
其中，包括华发股份、保利置

业等在内的不少房企 11月份销售
额增长强劲。

“9月底以来，重点城市新房及
二手房成交表现活跃，市场持续

‘回稳’。11月份，重点城市新房
销售面积环比继续增长，同比增
长约 15%，增幅较 10 月份有所扩
大。”刘水表示，房企应把握政策
窗口期，积极提升产品力与服务
力，投资方面，可更多关注高能级
城市投资确定性高的项目，为未来
发展积蓄力量。

从新增货值来看，华润置地、
保利发展和绿城中国仍然位列前
三。今年前 11 个月，华润置地以

1091亿元新增货值占据榜单第一，
保利发展以 1001亿元新增货值位
列第二，绿城中国新增货值规模为
958 亿元，位列第三。TOP10 房企
前 11个月新增货值总额 7037.0亿
元，占TOP100房企的32.0%。

拿地方面，房企活跃度亦有所
提升。今年前 11 个月，TOP100 房
企拿地总额同比降幅收窄 7.1个百
分点，其中，保利发展、绿城中国、
中海地产拿地金额分别为 476亿
元、452 亿元、407 亿元，位居前三
位。

从房企投资布局来看，区域
深耕是主流选择。其中，保利发
展在粤港澳大湾区拿地位居榜
首，达 189 亿元，在北京、上海、西

安、成都等多个城市拿地金额均
进入前十；绿城中国则更多聚焦
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拿地
金额达 363亿元，占公司总拿地金
额约八成；中海地产在京津冀拿
地金额达 253亿元，占公司总拿地
金额六成以上。

“临近年底，核心城市供地诚
意满满，优质地块提高了房企年底
补仓的积极性。同时，房企长期深
耕一个区域，能够对当地的经济发
展、人口结构、消费偏好和居住需
求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有助于企业
精准定位项目，提高产品匹配度和
市场竞争力。”上海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百强房企前11个月销售总额为3.85万亿元
9家房企销售额超千亿元

本报记者 李雯珊

11月28日至12月1日，第二十
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
简称“农交会”）在广州举行。据
悉，本届农交会以“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
重点聚焦展示成就、推动交流、培
育品牌、促进贸易四方面内容，展
览面积超 10 万平方米，近 3000 家
企业携 2万余种展品参展，到会专
业采购商预计超5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本届农交会贸
易签约额达 236亿元，达成签约意
向539笔。本届农交会线上销售作
用显现，一大批带货达人线上直

播，线上销售额达1.2亿元。
本届农交会共设有省区市品

牌农产品、乡村帮扶产业精品、智
慧农业、农耕文化、农机等 12个展
区。在现场，各大展区精彩纷呈，
参展商“各出奇招”，参观者络绎不
绝。其中，来自省区市品牌农产品
展区的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来自
乡村帮扶产业精品展区的脱贫地
区特色产品格外亮眼，来自智慧农
业展区的设备应用科技感十足。

在广东展区广东壹号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展位上，记者看到琳
琅满目的以猪肉为原料的“下游”
产品，如鲜肉包、腊肠、饺子、烤肠
等。展位相关负责人王先生向记

者表示：“这些产品以壹号土猪或
土鸡为原料，通过深加工形成的绿
色健康产品，目前已立足大湾区向
全国范围内辐射。”

在“一乡一品土特产展示区”，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多家企业
参展。天南地北的土特产汇入整
个农交会的大市场，获得消费者的
喜爱。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农业
部原总农艺师孙中华向记者表示，
发展壮大农村特色产业必须紧扣
乡村产业振兴目标，深刻把握产业
发展规律，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
彰显地域特色，适应市场需求，推
进一乡一品乡村特色产业，在稳定

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拓展销售链、
完善利益链上下功夫。

除了多种农产品亮相外，今年
农交会上的智慧农业也让人大开
眼界。在智慧农业暨AI赋能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上，中国
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
营商齐聚一堂，分别发布了各自的
智慧农业应用大模型，为数字化赋
能“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农事服
务大模型，建立了庞大的农业数据
库，提供个性化农事服务指导。实
践案例显示，该模型在山西大同的
玉米增产项目中，成功提升亩产
15.5%，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

在辽宁的信托人项目中，模型助力
数字大棚建设，减少气象灾害损
失。

中国联通携手中国农业大学
发布了“范蠡大模型”，该模型覆盖
水产养殖的全维度、全生命周期，
正全维度提升水产养殖效能。

此外，中国电信发布了千万龘
云产品，旨在满足农业农村领域的
多样化需求，该产品融合了大数
据、AI等先进技术，通过 SaaS化服
务降低用户成本，提供便捷的技
术获取途径。千万龘云已在全国
多地试点，未来将与更多合作伙
伴携手共进，助力农业农村的全
面发展。

第二十一届农交会闭幕 贸易签约额达23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