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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首批 10 只主板注
册制新股上市。这标志着，全面
注册制在 A 股顺利落地，中国资
本市场进入全面注册制时代。

稳步推进的注册制改革，给
资本市场带来了深刻变化。业内
人士表示，全面注册制将推动资
本市场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市场
化机制发挥更大作用，股票发行
审核上市效率不断提高；资本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
新 效 能 大 幅 提 升 ； 中 介 机 构 的

“看门人”作用进一步强化；投资
者更趋专业化和机构化；“优质优
价”的市场态势更加明显。

主板项目突出大盘蓝筹特色
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凸显

作 为 全 面 注 册 制 的 先 行 者 ，
中 重 科 技 、 中 信 金 属 、 常 青 科
技、江盐集团、柏诚股份、中电
港、海森药业、陕西能源、登康
口腔、南矿集团等 10 家企业将率
先登陆沪深主板上市。

这 其 中 不 乏 业 务 模 式 成 熟 、
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大的成熟
企业。比如，陕西能源是以电力
和煤炭生产为主业的大型能源类
企 业 ， 去 年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幅
31% ，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幅
512%；中重科技是集智能装备及
生 产 线 的 研 发 、 工 艺 及 装 备 设
计、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及销售
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电港是行业知名的电子元器件
应用创新与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
平台等。

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普遍体

现“大盘蓝筹”特色，是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充分
体 现 。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投 行 委 委
员、董事总经理刘连杰表示，目
前 ， 各 板 块 定 位 更 加 清 晰 、 明
确，投行根据发行人的经营发展
和业绩情况，更为准确、有效地
确定申报板块和节奏，能为更多
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
财务特征的企业提供上市服务，
将强化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创
新企业支持力度，全面提升资本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截至2022年末，注册制下上市
公司合计达 1075 家，IPO 融资 1.2
万亿元，均占到试点注册制以来全
市场一半以上。以集成电路行业为
例，科创板推出后，已有88家相关
企业上市，IPO 融资 2203.52 亿元，
累计完成研发投入超过 500 亿元。
创业板改革后，更加聚焦成长型创
新创业企业，近九成新上市公司为
高新技术企业。

中金公司广东地区业务负责人
潘志兵表示，未来投行部门将紧紧
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挖掘
项目，不能像过去一样主要看成熟
企业，而应主动去发现培育初创型
企业，更好理解和发掘企业亮点，
为掌握高科技、卡脖子技术的企业
做好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为推动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贡
献力量。

IPO审核效率提高
可预期性更强

在引入金融活水的同时，注册
制给新股发行审核也带来了新变

化。首批主板注册制上市企业普遍
认为，“审核效率提高了”。

“企业从平移受理到注册生
效，前后总共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登康口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中电港相关负责人也表达了类
似的感受。“公司提交平移申请材料
后，交易所当天完成受理，并在极
短的时间内提出问询问题，公司3月
13日安排上会，3月16日就获得注
册批文，明显感受到注册制下审核
效率的提升，时间可预期更强。”负
责人说。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艾林告诉记者，公司在上市过
程中发现，法规和指引更加简洁和
明确、与审核员沟通更加顺畅便
捷、审核与注册进度更加实时透
明、与中介机构的配合更加主动和
高效等，这都提升了公司各项准备
工作的可预判性，有利于公司作出
更加合理的规划。

“我们感受到，审核过程和
结果公开透明。”刘连杰表示，企
业受理情况、各轮问询、上市委会
议、提交注册等全流程公开，发行
上市审核问询及发行人、中介机构
的回复全方位公开，审议、注册结
果及相关理由和事实等全面公开，
充分保障了企业和相关方的知情
权，同时增强了审核的约束力、威
慑力，在把好市场“入口关”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市场结构发生深刻改变
“优质优价”态势更加明显
“全面注册制下，市场生态将

进一步改善，‘优质优价’态势更
加明显。”业内专家表示，从试点
实践来看，市场结构和市场生态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上市公司结构、
投资者结构、估值体系发生积极改
变，科技公司占比、机构投资者交
易占比明显提升。

一方面，目前，战略性新兴产
业上市公司超过 2500 家，较 2019
年初增加 1000 多家，市值占比由
26%左右上升到 42%左右。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机构投
资者持有流通市值比重由 2019 年
初的15.7%，提高至2022年12月末
的20%左右，个人投资者交易金额
占比长期超过 80%的格局被打破，
下降到60%左右。

另一方面，市场秩序更加规
范，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法治、对
市场的敬畏之心明显增强。2019年
以 来 ， 已 有 85 家 公 司 被 强 制 退
市，数量超过前 20 年的总和；前
些年常见的炒小炒差、追涨杀跌等
投机行为大幅减少，涨停板“敢死
队”基本消失，更多资金向盈利能
力强、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
业集中，“优质优价”趋势形成。

“全面注册制下，信息披露质
量和投行执业质量被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中信证券相关负责人
表示，投行在面临全面注册制机遇
的同时，也更多承担了向资本市场
输送优质标的的责任，将进一步提
升自身的价值甄别和价值发现能
力，为优质企业和投资者搭建对接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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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历史性时刻，首批主板注册制新股昨上市

投建新门店、新工厂、新平
台 ， 全 球 CEO 密 集 访 华 …… 近
期，外资企业在华动作频频。外企
不仅看好中国经济未来，更为这里
的优质营商环境“投下信任票”。

新门店、新工厂、新平台，外
企纷纷加码投资

特斯拉 9 日在上海宣布加码投
资，将在沪新建储能超级工厂。这
座布局“未来赛道”的工厂，将生
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初期规划
年产商用储能电池可达 1 万台，储
能规模近 40GWh （吉瓦时），产品
覆盖全球市场。

制造端投建新工厂，零售端积
极开新店。近期，全球知名会员制
仓储连锁超市开市客中国大陆地区
的第三家门店开启试运营。开市客
亚洲区总裁张嗣汉说，开市客将持
续深耕中国市场，宁波店、杭州店
与深圳店有望在年内陆续开业。

“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长
期前景。”张嗣汉说，中国消费市
场容量巨大，经济韧性强，快速释
放的内需潜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巨
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
放的步伐不断提速，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这些都为我们的长期稳步

发展创造机遇”。
外企全球CEO密集访华，他

们关心啥？
全球 CEO 访华，他们的中国

行有何发现？创新，是中国行里的
关键词。他们不仅关心中国市场的
活力，看好中国经济韧性，更希望
以中国为创新策源地，助力中国创
新走向世界，为中国创新企业构筑
广阔的“创新生态圈”。

——看好市场活力，以中国为
创新策源地。博柏利集团首席执行
官乔纳森·阿克罗伊德说，中国是
博柏利最重要的市场，“希望通过
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进一步深耕
中国”。

“过去几年，在店铺升级和开
新店方面，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投资
是全球所有市场里最多的。”阿克
罗伊德说，中国市场充满活力，这
意味着企业可以在这里“试水”新
产品和电子商务等创新营销手段，
进而将中国市场得到的经验推广到
全球市场。

——瞄准创新发展，为全球创
新注入中国力量。“中国创新研发
中心将为集团的全球创新注入强大
的中国力量，来自这里的研发成果

将帮助集团加快新品上市速度，持
续为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带来新科
技和新品。”雅诗兰黛集团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傅懿德说。

——聚焦合作共赢，构筑“创
新生态圈”。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
官叶鸿慕 3 月中国行中专程考察了
中国美妆企业“闻献”。2022 年，
欧莱雅在中国成立了首家投资公司
——上海美次方投资有限公司，帮
助中国初创企业快速发展，首个获
得投资的就是“闻献”。

叶鸿慕说，企业希望寻找更多
的合作伙伴，尤其是为中国初创企
业提供更多平台，希望在中国构筑
更广阔的“创新生态圈”。

营商环境优化“再提速”
来了还想来，投了还想投。近

年来持续深耕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在
从追求“成本洼地”，转向寻求

“营商环境高地”。而与外资企业的
需求相呼应，上海等城市也不断推
出新政策。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高科处处长陆瑜说，特斯拉储能超
级工厂再次花落临港，跟管委会长
期以来与企业建立的信任和默契分
不开。2019 年 1 月，特斯拉上海超

级工厂开工，创造了“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
速度”，成为上海优质营商环境的
集中体现。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得
益于上海尤其是临港新片区的优质
营商环境，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
现超过 95%的产业链本土化率。特
斯拉希望与中国的产业伙伴一起在
世界舞台诠释“中国制造”的强大
韧性。

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加大吸引
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明确，扩充
外国高端人才 （A 类） 和外国专业
人才 （B 类） 的认定范围，鼓励外
资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推动设立
外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项目，支持
更多高能级首店、新品落户上海
等。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朱民介绍，
今年上海的海外招商活动数量不少
于 100 场，将向全球传递上海持续
扩大开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号。
今年 1 月到 2 月，上海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18%，新增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11家、外资研发中心5家。

新华社上海 4 月 10 日电
周蕊 杨有宗 张闻迪

外企纷纷加大在沪投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