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企业三季报透视

29家公司净利增长 研发投入持续高强度

本报记者 孙翔峰

截至10月30日晚间，科创板38家企业全部披露了前三季度业绩。 整体业绩实现较快增长，38家企业共实现净利润84.91亿元，同比增长达70.58%。 企业研发投入持续保持高强度，平均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2.69%。

市场人士认为，科创板企业整体业绩符合预期。 从长期看，应当关注企业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扩大技术、产品优势，发挥资本活水的威力。 对于业绩分化的情况，投资者需要做好投资决策，理性投资。

普遍增长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38家科创板公司收入利润整体实现双增长，共计实现营业收入683.04亿元，平均同比增长率17.98%；净利润为84.91亿元，平均同比增长率高达70.58%。 其中，29家公司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具体看，航天宏图、睿创微纳收入实现翻番，分别增长224%和133%。 净利润方面，增速超过100%的公司9家，传音控股、中微公司和交控科技增速均超过300%，分别为732%、399%和325%；山石网科、航天宏图扭亏为盈；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科创板企业成长性明显。 ”上海一家大型私募研究总监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情况看，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净利率高、销售费用低等特点，说明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较强。

Choice数据显示，柏楚电子、澜起科技等5家科创板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在40%以上，柏楚电子销售净利率高达68%。 38家科创板公司的平均销售净利率在21%以上。

从行业情况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行业公司业绩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成为科创板公司业绩增长的中坚力量。 新能源行业表现最为亮眼，实现营业收入55.71亿元，同比增长37%；实现净利润8.04亿元，同比增长44%。 其中，嘉元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73亿元，

同比增长49%，实现净利润2.68亿元，同比增幅高达152%。

备受关注的集成电路行业表现不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60.56亿元和13.2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和35%。 其中，睿创微纳表现较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3%，净利润同比增幅达143%。

生物医药行业值得关注。 海尔生物实现营业收入7.28亿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同比增幅达到79%；心脉医疗和南微医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均超过40%，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8%和39%。 轨道交通行业的交控科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1%，净利润增幅高达325%。

注重研发

科创属性是衡量科创板公司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三季报数据看，科创板企业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38家企业前三季度总计投入研发费用40.31亿元。 其中，10家前三季度研发费用金额超过1亿元，12家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15%，平均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2.69%。

申万宏源分析师林瑾梳理发现，多数科创板企业细分行业地位突出。 其中，细分行业市占率前三或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26家，占比过半。 晶晨股份、中微公司、心脉医疗等公司在细分市场份额居行业首位。

“投资科创板公司业绩增速是一方面，核心要观察其是否在全球范围拥有核心竞争力。 很多科创板公司拥有这样的潜力。 ”一家大型公募的投资经理表示。

以昊海生科为例，公司全球拥有231名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17.34%，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两个国家级研发平台以及四个省部级技术及研发转化平台和一个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并在中国、美国、英国建立了一体化的联动研发体系，初步形成国际、国内一体化的研发布局。公司产品及技术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发明专利40余项。2017年6月，由昊海生科牵头申报的“新型人工晶状体及高端眼科植

入材料的研发”项目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并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

“希望这些公司上市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将自己在各个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步扩大，最终成为成熟的、全球领先的科技型企业。 ”前述公募投资经理表示。

前述私募投研人士坦言，并不是特别在意科创板公司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更多关注公司的技术、产品和团队是否更具有成长性和竞争力。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董事长侯永泰在10月30日的上市仪式上就表示，“将持续专注于现代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的新技术研发和转化 、

专业化产品市场服务，增强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分化显现

部分科创板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出现波动，企业盈利分化显现。

天准科技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2.95亿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1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41.81万元，同比下降80.12%。 对于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收入的季节性变化和费用持续增长。 另外，公司前三季度来自主要客户苹果公司及其供应商的

收入不如预期，收入结构变化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

沃尔德前三季度净利润下降10%，主要系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长较大。 晶晨股份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32亿元，同比下滑27%，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放缓以及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加7277万元。

“科创板企业业绩分化在预期之中。 ‘小而美’的企业通常面临收入规模小、客户类型相对单一等问题。 在上下游行业波动时，业绩变化会体现的更加明显。 应该关注长期趋势，交易时适当考虑短期业绩波动的影响。 ”前述私募研究总监表示。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表示，科创板公司属于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成长期公司。 在成长早期阶段，业绩波动较大属于正常情况。 伴随后续政策支持及高研发支出占比作用显现，预计将出现盈利稳定及环比改善的态势。

“科创板企业资质好，但抗风险能力较差，业绩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要更多考量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前述公募投资经理坦言，“投资者也要有足够的风险管理能力，适应科创板企业的特点，理性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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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图新科聚焦军队专用

视频指挥控制系统

□本报记者 段芳媛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兴图新科” ）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过会。兴图

新科是一家基于网络通信的军队专用视频指挥

控制系统提供商， 专注于视音频领域的技术创

新和产品创新， 主要产品包括视频指挥控制系

统、视频预警控制系统，重点应用于国防军队，

并延伸至监狱、油田等行业。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兴图新科资产总额

为2.48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96亿

元。2016年-2018年及2019年1-6月，兴图新科

营业收入分别为7955.46万元、1.49亿元、1.98亿

元和4905.65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460.98万元、

3115.34万元、4221.38万元和72.92万元。

行业标准制定参与者

招股书显示， 兴图新科是国防军队视频指

挥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提供的视频指挥控制类

产品是国防指挥信息系统中的 “指挥控制” 子

系统、子模块，起到指挥、控制的重要作用。 同

时， 公司参与了全军第一个视频指挥系统技术

标准（即《某视频技术规范1.0》）的制定工作。

截至2019年上半年，兴图新科共有研发人

员185人，占公司员工总数44.90%；公司形成了

35项专利、56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16年至

2019年上半年， 公司累计研发投入为7445.42

万元，占收入的比重为15.66%，具备较为雄厚

的技术积淀和应用能力。

兴图新科参与的“某情报、指挥、控制与通

信网络一体化工程”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 该工程由情报系统、指挥系统、控制系统及

通信系统四部分构成。 兴图新科作为网络化视

频指挥系统的唯一参与者， 独立承担了视频指

挥分系统的设计、开发、研制、部署工作。其网络

化视频指挥系统作为该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资源服务化、服务栅格化、指挥伴随化的理

念，为用户提供全网、全域、全时的多业务融合

的视频指挥能力。

兴图新科认为， 相较于同行业其他企业，公

司具备三大优势。 其一，研发实力较强、核心技术

优势明显，是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其二，公司

视频指挥控制类产品适用性强、服务级别高。 公

司产品具有较强的军队需求适用性，目前已经在

军队成规模、成建制的应用部署在总部、战区等

单位，并逐步向其他单位延伸部署。 其三，公司及

产品在国防军队客户中认可度高、 美誉度强。

2011年以来，公司视频指挥控制系统逐步在军队

成规模、成建制进行部署，承担着军队作战、训练

任务，担负着全军常态化战备值班工作。

不过， 兴图新科面临在民用视频指挥/调度

等领域仍需要开拓的局面。 2016年至2019年上

半年，兴图新科营业收入90%以上来源于军队领

域，民用领域占比不到10%。 兴图新科表示，民用

领域市场空间较大，竞争较为充分，市场开拓初

期需要大量人员、资金投入。 因公司自身的人员、

资金的规模有限， 在民用市场开发程度不高，主

要服务于部分行业（如监狱、油田）的区域性市

场。 民品市场规模与同行业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客户集中度及应收账款占比高

兴图新科已历经两轮问询回复、 一轮科创

板上市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公司对第一

大客户是否构成依赖、 持续经营能力及应收账

款占比较高等是关注的重点。

对第一大客户是否构成依赖性方面， 招股

书显示，2019年上半年， 兴图新科对第一大客

户奥维通信的销售金额为3496.37万元，占公司

总营收的71.27%。 2017年及2016年，奥维通信

分别为兴图新科第一大客户及第三大客户。

不过，兴图新科表示，奥维通信虽然是公司

重要的集成商客户之一， 但公司并不对其构成

依赖。奥维通信与公司合作的订单主要分两类，

招投标情形和下游用户选定的情形。其中，招投

标情形占22.56% 、 下游用户选定情形占比

77.44%。 奥维通信较大部分订单取决于用户选

定。同时，作为竞争力较强的核心系统及产品的

供应商， 公司与多家集成商建立了良好合作关

系。 虽然奥维通信在报告期各期收入金额总体

较为靠前，但2016年-2019年上半年，各期销售

奥维通信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分别仅为

7.86%、18.88%、2.64%及71.27%。 2019年上半

年占比较高的原因为， 公司上半年收入规模较

小，单一合同影响较大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

别为9107.26万元、11485.28万元、18597.78万

元和13125.06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分别为

114.48%、77.16%、93.86%和267.55%， 应收账

款账面价值及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较高。同时，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持续较快增长， 应收账款规

模可能持续增加。 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

收回或无法收回的情况， 公司将面临应收账款

坏账损失的风险。

兴图新科表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公司

一年以内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9169.9万元，占

所有应收账款的69.87%。 2016年至2018年，应

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0.74、1.23和1.13， 应收账

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493.24 天 、296.75 天和

323.01天。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一年以内，且报

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速度加快。

兴图新科称， 公司客户主要为军方或服务

于军方的大型央企科研院所等系统集成单位，

且最终用户一般为军方。 军方的验收程序严格

且复杂，一般结算周期较长，但其信用较好、付

款能力较强，应收账款质量较高、可回收性强。

兴图新科此次拟发行不低于1840万股，拟

募集资金4.06亿元， 分别用于基于云联邦架构

的军用视频指挥平台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

恒誉环保专注有机废物裂解技术研发

□本报记者 刘杨

上交所网站近日披露，济南恒誉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誉环保” ）的科创板上

市申请获受理。 恒誉环保主营有机废弃物裂解

技术研发及相关装备设计、生产与销售。 此次

公司选择第一套上市标准。 本次申请科创板

IPO，恒誉环保拟募集资金6.33亿元，用于高端

热裂解环保装备生产基地项目、高端环保装备

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企业信息化与管理中心

系统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公司表示，

未来将围绕“有机物裂解技术” ，在深度和广度

上持续深入研发有机废弃物处理领域的应用。

研发投入逐年上升

天眼查显示，恒誉环保成立于2006年4月，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是有机废弃

物裂解技术研发及相关装备设计、生产与销售，

是集有机废弃物裂解技术研发与裂解装备制造

技术研发于一体的创新型企业。

成立之初，公司技术开发和下游用户主要

集中在废轮胎、废塑料处理领域。 近年来，由于

不断拓宽技术开发领域，公司成功研发出污油

泥和有机危废处理相关的裂解技术，并实现相

关装备的开发和产品的销售。 此外，公司持续

拓展裂解技术在油砂提炼、废玻璃钢处理、生活

垃圾处理、生物质处理等领域的应用。

财报显示，2016年-2018年和2019年1-6

月， 恒誉环保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812.79万元、

5288.63万元、25151.99万元、13356.13万元，净

利润分别为529.84万元、1205.99万元、7893.99

万元、4154.55万元。

公司选择以第一套标准上市， 即预计市值

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最近两年净利润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恒誉环保

拟募集资金6.33亿元， 用于高端热裂解环保装

备生产基地项目、 高端环保装备制造产业园项

目一期， 企业信息化与管理中心系统建设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招股说明书， 公司所在的高端环保装

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研发周期较长，

需要持续进行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报告期内，

公司研发费用支出分别为433.73万元、548.43

万元、1016.09万元和442.18万元， 研发投入逐

年上升。公司表示，其在连续化整胎裂解工艺和

装备的研制与优化、 固体危废裂解装置等研发

项目上均取得实质性进展。

客户集中度较高

恒誉环保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报告期内，

恒誉环保向前五大客户产生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3760.68 万元 、5236.44 万元 、24665.9 万 元 、

13334.35万元， 分别占当期营业收入的100%、

100%、98.47%、100%。 特别是对第一大客户顺

通环保，公司产生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760.68万

元、3459.83万元、16143.87万元、8912.86万元，

分 别 占 当 期 营 业 收 入 的 100% 、66.07% 、

64.45%、66.84%。

公司表示， 其原因主要是公司主要产品为

各类工业连续化裂解生产线， 单条生产线价值

较高，且基于公司行业地位和技术先进性，公司

承接了行业内的重点工程和大型项目。 单个项

目往往由数条生产线构成，项目金额较大；公司

承接订单的能力相对有限， 有计划地统筹安排

重点客户、重点项目的生产及交付。

业绩增长的同时， 恒誉环保主营业务综合

毛利率呈现逐年下滑态势。报告期内，公司主营

业务的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7.73% 、53.22% 、

46.12%和44.18%。 公司称，主要是公司重点发

展大客户， 对于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给予更高

的资源和成本投入所致。

报告期内， 恒誉环保的研发投入占比逐年

下滑，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1.38%、10.37%、4.04%和3.31%。

值得一提的是， 恒誉环保于2016年5月25

日以协议转让方式挂牌新三板，并于2018年10

月11日终止在新三板挂牌。 挂牌新三板期间，

恒誉环保发生多次协议转让交易。 2017年11月

至2018年3月期间，筠龙投资分别以每股15.43

元和19.29元的价格，将所持部分股份转让给丰

创生物和山东黄金创投； 荣隆投资分别以每股

15.43元的价格，将所持部分股份转让给丰创生

物和融源节能， 又以19.29元/股的价格将部分

股份转让给山东黄金创投。

市场规模化仍需时间

相比填埋、焚烧等处理方式，裂解技术是实

现有机废弃物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一

种有效方式。不过，目前裂解技术在国内有机废

弃物处理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适用

于包括废橡胶、废塑料等固废、危废领域，在固

废处理方面发展前景广阔。

根据招股说明书，自成立以来，恒誉环保一

直专注于有机废弃物的裂解技术研发， 已从废

轮胎、 废塑料的处理拓展至污油泥和有机危废

领域，并实现相关装备的开发和产品销售。

恒誉环保的市场开拓途径主要来自于向客

户销售各类裂解生产线。 公司一般通过参加行

业展会、行业会议、示范工程辐射效应、网络宣

传等方式吸引潜在客户的关注， 通过详细的技

术和商务交流、 运行现场参观等系列尽职调查

后与客户达成销售合同。

恒誉环保在招股说明书中指出， 公司业务

方向的选择符合长远发展和形成竞争差异化优

势，但从国家政策引导到下游市场逐步改变，进

而形成新兴的规模化市场仍需要时间过渡。

以裂解处理在废旧轮胎行业应用为例，随

着近年来环保要求的提高， 恒誉环保的产品在

国内市场应用的案例逐渐增多。 但仍有影响该

产品市场需求的因素存在。首先，当前废轮胎回

收过程现金交易过多，回收体系不完善，政府补

助政策的介入以促进市场规模化的措施仍在研

究中。 其次，对于改变原有小规模投入思路、改

用大规模连续化生产导致的投资门槛提高，下

游客户需要逐步接受的过程。

而在废塑料裂解装备方面， 国内废塑料回

收的分类处理体系尚未建立， 国家对废塑料产

品的处理措施尚未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管理

程度， 国内废塑料大量流入二次加工造粒、焚

烧、填埋等处理环节。

普遍增长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

季度，38家科创板公司收入利润整体实现双

增长，共计实现营业收入683.04亿元，平均同

比增长率17.98%；净利润为84.91亿元，平均

同比增长率高达70.58%。 其中，29家公司实现

利润同比增长。

具体看，航天宏图、睿创微纳收入实现翻

番，分别增长224%和133%。净利润方面，增速

超过100%的公司9家，传音控股、中微公司和

交控科技增速均超过300%， 分别为732%、

399%和325%；山石网科、航天宏图扭亏为盈；

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

“科创板企业成长性明显。 ” 上海一家大

型私募研究总监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从目

前已经披露的情况看，科创板企业普遍具有净

利率高、销售费用低等特点，说明企业产品核

心竞争力较强。

Choice数据显示，柏楚电子、澜起科技等

5家科创板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在40%以上，柏

楚电子销售净利率高达68%。38家科创板公司

的平均销售净利率在21%以上。

从行业情况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

源等重点行业公司业绩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成为科创板公司业绩增长的中坚力量。新能源

行业表现最为亮眼，实现营业收入55.71亿元，

同比增长37%；实现净利润8.04亿元，同比增

长44%。其中，嘉元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73亿

元，同比增长49%，实现净利润2.68亿元，同比

增幅高达152%。

备受关注的集成电路行业表现不俗，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60.56亿元和13.23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18%和35%。 其中，睿创微纳表

现较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3%，净利润同比

增幅达143%。

生物医药行业值得关注。海尔生物实现营

业收入7.28亿元，同比增长18%，净利润同比

增幅达到79%；心脉医疗和南微医学的营业收

入同比增幅均超过40%，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

达到48%和39%。轨道交通行业的交控科技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41%，净利润增幅高达325%。

注重研发

科创属性是衡量科创板公司的重要标准

之一。 从三季报数据看，科创板企业保持较高

的研发投入。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38家企业前

三季度总计投入研发费用40.31亿元。其中，10

家前三季度研发费用金额超过1亿元，12家公

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15%，平均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2.69%。

申万宏源分析师林瑾梳理发现，多数科创

板企业细分行业地位突出。 其中，细分行业市

占率前三或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26

家，占比过半。 晶晨股份、中微公司、心脉医疗

等公司在细分市场份额居行业首位。

“投资科创板公司业绩增速是一方面，核

心要观察其是否在全球范围拥有核心竞争力。

很多科创板公司拥有这样的潜力。 ” 一家大型

公募的投资经理表示。

以昊海生科为例，公司全球拥有231名研发

人员，占员工总数的17.34%，拥有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两个国家级

研发平台以及四个省部级技术及研发转化平台

和一个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并在中国、美

国、英国建立了一体化的联动研发体系，初步形

成国际、国内一体化的研发布局。 公司产品及技

术两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获得发

明专利40余项。 2017年6月，由昊海生科牵头申

报的“新型人工晶状体及高端眼科植入材料的

研发”项目成功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并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

“希望这些公司上市后，充分利用资本市

场的资源，将自己在各个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步

扩大，最终成为成熟的、全球领先的科技型企

业。 ” 前述公募投资经理表示。

前述私募投研人士坦言，并不是特别在意

科创板公司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更多关注公

司的技术、产品和团队是否更具有成长性和竞

争力。 昊海生科执行董事兼董事长侯永泰在

10月30日的上市仪式上就表示，“将持续专注

于现代新型生物医用材料的新技术研发和转

化、专业化产品市场服务，增强公司的自主创

新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分化显现

部分科创板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出现波动，

企业盈利分化显现。

天准科技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2.95亿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19.0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41.81万元， 同比

下降80.12%。 对于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公司

表示，收入的季节性变化和费用持续增长。 另

外，公司前三季度来自主要客户苹果公司及其

供应商的收入不如预期，收入结构变化导致产

品综合毛利率下降。

沃尔德前三季度净利润下降10%，主要系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长较大。晶晨股份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32亿元， 同比下滑

27%，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放缓以及公司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同比增加7277

万元。

“科创板企业业绩分化在预期之中。‘小

而美’ 的企业通常面临收入规模小、客户类型

相对单一等问题。 在上下游行业波动时，业绩

变化会体现的更加明显。 应该关注长期趋势，

交易时适当考虑短期业绩波动的影响。 ” 前述

私募研究总监表示。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表示，科创板公司属于

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成长期公司。在成长早期

阶段，业绩波动较大属于正常情况。 伴随后续

政策支持及高研发支出占比作用显现，预计将

出现盈利稳定及环比改善的态势。

“科创板企业资质好， 但抗风险能力较

差，业绩波动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对于上市公

司而言，要更多考量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 前

述公募投资经理坦言，“投资者也要有足够的

风险管理能力，适应科创板企业的特点，理性

投资。 ”

科创板企业三季报透视

29家公司净利增长 研发投入持续高强度

□本报记者 孙翔峰

� 截至10月30日晚间，

科创板38家企业全部披

露了前三季度业绩。 整体

业绩实现较快增长，38家

企业共实现净利润84.9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达

70.58%。 企业研发投入

持续保持高强度， 平均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为12.69%。

市场人士认为， 科创

板企业整体业绩符合预

期。从长期看，应当关注企

业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扩大

技术、产品优势，发挥资本

活水的威力。 对于业绩分

化的情况， 投资者需要做

好投资决策，理性投资。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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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新华社图片 制图/苏振

部分科创板企业三季报主要财务指标

证券名称

营业总收入

同比增长率（%）

营业收入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亿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研发费用

（亿元）

研发费用/

营业总收入

天奈科技

27.6332 3.0081 0.9101 99.2521 0.1568 5.2128

瀚川智能

6.0448 2.5557 0.3554 25.5023 0.1757 6.8761

柏楚电子

48.8536 2.7803 1.9102 61.8057 0.2052 7.3797

安博通

22.8130 1.2726 0.2202 128.5355 0.2092 16.4388

方邦股份

4.0686 2.3098 1.0514 4.5831 0.2261 9.7878

铂力特

34.8524 1.7630 0.2620 187.4443 0.2360 13.3837

天宜上佳

2.1848 4.4023 2.1111 1.7228 0.2759 6.2670

心脉医疗

43.2200 2.4759 1.1253 47.9038 0.2951 11.9197

微芯生物

34.5453 1.2862 0.2083 38.4066 0.3989 31.0178

安集科技

16.7272 2.0527 0.4628 46.2879 0.4123 20.0843

嘉元科技

48.5220 11.7327 2.6829 152.3909 0.4335 3.6948

南微医学

41.1901 9.6058 2.2702 38.9026 0.4564 4.7516

晶丰明源

7.0404 6.1397 0.6920 3.4202 0.4682 7.6260

杭可科技

4.2694 9.9933 2.8535 14.3143 0.5319 5.3228

航天宏图

224.3916 2.7807 0.0220 103.1610 0.6074 21.8429

交控科技

40.8861 8.9983 0.4734 325.3704 0.6228 6.9217

N

赛诺

14.1332 3.1012 0.6576 2.8818 0.6393 20.6128

睿创微纳

133.2066 4.0224 1.0116 143.4097 0.7155 17.7866

乐鑫科技

59.9203 5.2665 0.9556 49.2543 0.7801 14.8120

海尔生物

17.7955 7.2829 1.3334 78.6959 0.8180 11.2315

西部超导

30.8085 9.8343 1.1186 11.7710 0.9251 9.4067

容百科技

49.6348 30.9782 1.5914 2.5774 1.3059 4.2156

山石网科

40.9727 4.1504 0.2125 148.1261 1.3607 32.7837

光峰科技

37.4762 13.5177 1.2413 12.9626 1.3739 10.1635

虹软科技

23.1618 4.1288 1.4172 19.6330 1.4284 34.5956

中微公司

24.7450 12.1752 1.3492 399.1356 1.5828 13.0000

澜起科技

10.6419 13.8435 7.4351 31.9872 1.9694 14.2259

传音控股

6.7234 168.5531 13.0061 732.0327 5.5678 3.3033

中国通号

10.0685 281.2091 28.1228 15.2238 9.0817 3.2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