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开市一周年扫描

132家企业上市 总市值逾2.7万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科创板运行将迎来一周年。 截至7月20日收盘，科创板上市企业132家，总市值规模超过2.7万亿元。

在当日举行的科创板一周年主题论坛上，上交所副总经理阙波表示，科创板一系列制度变革和试点接受了市场考验，运行平稳，符合改革预期。 整体看，科创板示范包容效应、高速融资效应和规范震慑效应都站上了新台阶。 阙波透露，正在研究推出鼓励更多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制度。

支持科创企业

上述132家科创板公司IPO计划合计募集资金1532.46亿元，实际募资总额2049.39亿元，极大支持了科创企业发展。 科创板成立之初的一大目的便是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循环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支持有发展潜力、市场认可度高的科创企业发展壮大。

中芯国际募资532亿元，中国通号募资105亿元，君实生物募资48亿元。 三家企业的融资额居前。

88家公司募资规模超预期。 例如，石头科技原计划募资14.5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新一代扫地机器人项目、商用清洁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石头智连数据平台开发项目等，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达45.19亿元。

中芯国际的超募情况同样突出。 中芯国际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周子学表示，超募资金将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用于主营业务，如研发投入或项目建设。

中芯国际从事的芯片制造业务资金需求巨大。 公司募资主要将用于12英寸芯片SN1项目，该项目目标建设一条月产能3.5万片的12英寸生产线，将芯片生产技术水平提升至14纳米及以下；此外，募资将为先进及成熟工艺研发项目储备资金。

科创板为研发型、成长型企业提供了快速的融资渠道。 从接收材料到审核、上市委会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到最终的发行上市，时间大幅缩短，效率不断提高。 比如，中芯国际6月1日获得受理，6月19日过会，6月29日注册获批，7月16日鸣锣上市，用时仅45天。

上交所日前表示，科创板审核注册工作已实现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全面进阶。 科创板审核问询突出重大性、针对性，突出为投资者提供有效服务，问询问题减量、提质、增效。 二轮问询后即提交中心审核会讨论和上市委审议的企业占比由17.7%提升到24%。

科技创造财富

从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只股票上市，到2020年7月20日科创板上市公司达132家。 这132家公司上市首日平均实现158.67%的开盘涨幅，开盘涨幅在200%以上的公司38家，占比28.8%。

从上市首日收盘价看，出现破发的仅有建龙微纳，上市首日收盘价为42.35元/股，发行价为43.28元/股。 截至7月20日，公司收盘价为54.26元/股，回到发行价上方。

国盾量子上市首日涨幅为923.91%，创出A股新股上市首日最大涨幅纪录。

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首日便诞生了首家市值千亿元的公司———中国通号。 过去一年，众多资金追捧科创板优质企业。 截至7月20日收盘，中芯国际、金山办公、沪硅产业、中微公司、澜起科技等5家公司市值超千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科创板市值超500亿元的公司为10家，超过百亿元的公司65家，市值不足50亿元的公司只有24家。

不少科创板公司的实控人身家超过百亿元，他们往往都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创始人。

7月20日，寒武纪上市，盘中市值一度超过1000亿元，截至收盘市值为850亿元。 公司实控人陈天石直接持股29.87%，对应身家254亿元。 赵燕通过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熙生物59%股份，华熙生物最新市值656.35亿元，其身家对应387亿元。

7月20日，估值1万亿元的独角兽蚂蚁集团宣布将在科创板和港交所同步发行上市。

上交所指出，这展现了科创板作为中国科创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优质科创企业的主市场，科创板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壮大的集聚引领效应不断增强。 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定位，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申报科创板，做优做大科创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硬科技”凸显

科创板企业注重研发与创新，“硬科技”特征凸显。

Wind统计数据显示，132家科创板企业2019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中位数为10%，金山办公等18家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过20%，天智航等10家公司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在30%以上。 百奥泰、神州细胞、寒武纪、君实生物等尚处于研发成长期尚未盈利的公司，其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过100%。

132家科创板公司2019年研发人员数量占比平均达到31%，成都先导、美迪西等20家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比在50%以上。

2019年，132家科创板公司人均创收115.55万元。 其中，石头科技人均创收达到784.5万元，澜起科技人均创收则达到520.28万元。

科创板包容性不断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 优刻得为首家“同股不同权”企业，泽璟制药为首家“未盈利过会”企业，华润微为首家红筹上市企业等。

据证监会数据，截至今年6月5日，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527万人。 科创板交易活跃度较高，交易秩序良好，市场博弈较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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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升电子聚焦

机载卫星通信后装市场

□本报记者 董添

盟升电子近日回复了科创板上市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落实函，主要涉及应收账款以及与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

厂商竞争的优劣势等方面问题。

盟升电子指出，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大型飞机航电

系统提供商的业务重心不在“后装”市场。“后装” 市场

需要与众多航空公司、设备集成商进行合作，协调成本较

高。 公司核心技术趋于成熟，在国内机载卫星通信“后

装”市场具有竞争力。

回复意见落实函

盟升电子称，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大型飞机航电系

统提供商，在“前装” 市场与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商形

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构建了较高的市场壁垒。公司机载

卫星通信产品定位于民航客机卫星通信设备 “后装”市

场，在“前装” 市场中短期不会与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

大型飞机航电系统提供商进行竞争。 在“后装”市场，机

载通信设备仅是民航客机整个航电系统中很小的一个部

分，卫星通信设备“后装”市场的规模与航电系统市场规

模相比差距较大。

盟升电子指出，对于松下航电、霍尼韦尔等大型飞机

航电系统提供商而言，“后装”市场的规模与其已有的规

模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其业务重心不在于此；同时，相较

于直接面向空客、波音的“前装”市场，从事“后装” 市场

业务，需要与国内众多航空公司、设备集成商进行合作、

协商，协调成本较高。 而公司核心技术趋于成熟，服务国

内民航客户具有响应速度快的优势。相比松下航电、霍尼

韦尔等厂商，公司在国内机载卫星通信“后装”市场具有

竞争力。

2020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4.7万元，同比

增长429.44%，主要在于下游客户需求上升，军品及民品

收入均快速增长；毛利率为62.96%，高于2019年同期的

45.76%，主要由于产品销售结构不同所致；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01.12万元，亏损同比收窄。 公司指

出，收入大幅增长，亏损幅度收窄，主要系研发费用及信

用减值损失变动所致。

募资项目围绕主业

公司此次拟发行不超过2867万股，不低于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的25%，全部为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

份；拟募集资金约5.08亿元，将投资于卫星导航产品产业

化项目、卫星通信产品产业化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

及补充流动资金。

盟升电子是一家专注于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终端产

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卫星导航、卫星通信等系列产品。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 实施卫星导航产品

产业化项目、卫星通信产品产业化项目，公司是从战略角

度出发，对现有卫星导航、卫星通信业务再提升，属于主

营业务的扩张和细化；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则是对公司研

发能力的升级和提升，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竞争力；

此外，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可以综合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

具体看， 卫星导航产品产业化项目将建设高标准制

造、试验场地，促进公司柔性化、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提

升公司卫星导航产品的产能以及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

卫星通信产品产业化项目将着力解决生产场地不足

问题，快速提升产品产能，同步建设中试线和量产自动化

生产线。 同时，引进系列先进的环境试验、射频测试等设

备，全面提升卫星通信产品的自我测试能力。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重点引进系列先进研发试验、

测试等产品，提高研发效率，实现对行业新技术的探索和

已有技术的产业化转化。 补充流动资金将改善公司资产

结构，保障主营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指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关键技术

为公司现有核心技术，或在现有核心技术基础上的延伸、

拓展或升级。项目实施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提示风险

招股说明书显示， 公司主要存在客户集中度高的风

险、武器装备生产任务承担及执行风险、国内卫星通信天

线市场发展不足预期的风险、境外销售的风险、毛利率波

动的风险、应收账款回款周期较长的风险、境外应收款项

收回风险、 军品暂定价格与审定价格差异导致收入及业

绩波动的风险等。

客户集中度高方面，公司指出，主要客户为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军工集团的下属

科研院所。 2017年度至2019年度，公司同一控制下合并

口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分别为72.13%、73.92%和

89.25%，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口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

分别为44.18%、58.64%和60.85%。

公司实际控制人向荣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司

317.14万股股份， 通过荣投创新控制3321.31万股股份，

通过盟升志合控制837万股股份，通过盟升创合控制279

万股股份。 向荣合计控制公司4754.45万股股份，占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的55.28%。

对于疫情的影响，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全面复

工，疫情对公司一季度的生产、研发活动有一定影响。 公

司采取了较有效的应对措施，疫情未对采购活动造成较

大影响。

2017年至2019年，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57.84%、64.89%和65.91%，呈上升态势。 公司产品具有

定制化的特点， 每年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和销售具体产

品。 报告期内，公司高毛利率产品销售占比不断提升，驱

动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提升。

新朝阳专注绿色农业生物科技

□本报记者 刘杨

成都新朝阳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新朝阳” ）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获得受

理。公司本次拟募资5.77亿元，用于土壤环境

修护与生物刺激剂作物有机营养产业化项

目、农业新型生物技术的创制与研究项目、绿

色防控营销网络项目。

注重科技成果转化

根据招股书， 新朝阳是一家专注于绿色

农业的生物科技公司， 是行业领先的植物源

生物农药科技企业。

公司以自主研发的天然植物源提取物结

合生物工程技术为核心， 形成了多项独创核

心技术，获得境内外78项发明专利和26项有

机绿色农业投入品认证。

新朝阳表示，注重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

产品覆盖农作物整个生长周期， 主要产品具

有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特性，主要包括生

物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病虫草害绿色防

控农药）、 植物源生物刺激剂综合营养类产

品及土壤调理剂。

新朝阳成立于1999年5月。 截至招股说

明书签署日，何其明、韩冰夫妇合计控制公司

52.20%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何其明担

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何其明、韩冰夫妇。

公司表示， 成立之初就重视土壤调理

剂市场，2002年即获得用于土壤团粒结构

修复功能的土壤调理剂登记证。 公司在土

壤调理剂领域拥有核心技术， 并获得了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开发了土壤团

粒结构（板结）、酸化、土壤重金属修复等

系列产品。 由于土壤调理剂产品对于土壤

的调理和修复需要一定时间， 土壤耕地质

量提升也是渐进的过程， 因此土壤调理剂

产品效果不能在短时间内体现， 使得农户

对于土壤调理剂产品的接受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 公司存在土壤调理剂产品市场开拓

的风险。

毛利率较高

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1-3月，公司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840.98万元、1.38亿元、

2.16亿元和5977.1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990.93万元、2551.86万

元、7128.98万元和2585.94万元。

公司生物农药、 植物源生物刺激剂综合

营养类产品及土壤调理剂销售毛利率较高。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58.89%、63.44%、66.60%和68.16%。

同时，基于对我国生物农药、生物刺激剂

及土壤调理剂行业长期看好， 国际行业巨头

将不断进入国内市场， 导致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公司表示，如果不能继续抓住市场发展机

遇，实现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持续提

高在生物农药、 生物刺激剂和土壤调理剂行

业的综合竞争力， 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

报告期内，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6.34%、6.68%、10.34%和5.57%。 截至

2020年3月31日， 公司拥有专职研发人员54

人。 其中，博士、硕士23人。

新朝阳表示， 公司的生物技术研究院设

置了生物调控技术、生物防控农药、土壤修护

与营养技术三个创制中心以及作物免疫基因

编辑技术实验室，构建以段留生、徐明岗、国

锦琳、 李建中4名专家作为首席科学家进行

指导的研发体系。此外，公司携手国内高校和

行业科研机构，设立了院士（专家）创新工作

站、 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成都市产

学研联合实验室， 为公司的持续创新提供技

术支持。

新朝阳表示，未来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聚焦以作物为导向， 创新环境生物学前沿技

术， 系统研发解决作物全程绿色健康管理中

的重大农业病虫草害， 提高农产品食品质量

安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农业健康、可持续

和高质量发展。

加大技术推广力度

本次公司拟募资5.77亿元， 投向土壤环

境修护与生物刺激剂作物有机营养产业化项

目、农业新型生物技术的创制与研究项目、绿

色防控营销网络项目。

公司表示，计划通过3-5年时间，不断进

行新技术、新产品成果转化，加大绿色农业全

程生物植保技术的推广力度， 持续提升公司

技术、品牌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知

名度， 成为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全程绿色

植保服务商。

公司特别提示了包括新产品开发、技

术泄密、市场竞争、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

风险。

新产品开发方面， 根据我国生物农药产

品登记政策的要求， 公司主要产品植物生长

调节剂和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农药的登记周期

在三年以上， 新产品的登记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准确地

把握市场需求， 或研发能力不能及时适应市

场需求，或在研产品研发失败，将对公司市场

竞争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产品成本中各类原材料

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超过80%。 公司的原

材料种类较多，主要为花粉、花粉提取物以及

各类助剂、辅助材料。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将

直接影响公司的利润水平。 如果未来原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 而公司不能有效地将原材料

价格上涨的压力转移或不能通过技术工艺改

进、创新，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将对

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

年1-3月， 公司依法享有所得税税收优惠的

金额分别为61.67万元、298.20万元、485.90

万元和264.31万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分别为

2.58%、9.91%、5.71%和8.78%。 公司表示，如

果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公司不再享

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将对公司的利润水

平造成不利影响。

“硬科技”凸显

科创板企业注重研发与创新，“硬科

技” 特征凸显。

Wind统计数据显示，132家科创板企

业 2019年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中位数为

10%， 金山办公等18家企业研发投入占营

收比超过20%， 天智航等10家公司研发投

入占营收比在30%以上。 百奥泰、 神州细

胞、寒武纪、君实生物等尚处于研发成长期

尚未盈利的公司， 其研发投入占营收比超

过100%。

上述132家科创板公司2019年研发人

员数量占比平均达到31%， 成都先导、美

迪西等 20家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占比在

50%以上。

2019年，132家科创板公司人均创收

115.55万元。 其中，石头科技人均创收达到

784.5万元， 澜起科技人均创收则达到

520.28万元。

科创板包容性不断提升， 吸引了越来

越多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

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 优刻得为首家

“同股不同权” 企业，泽璟制药为首家“未

盈利过会” 企业，华润微为首家红筹上市企

业等。

据证监会数据，截至今年6月5日，开通

科创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527万人。 科创板

交易活跃度较高，交易秩序良好，市场博弈

较为充分。

� 科创板运行将迎来一周

年。 截至7月20日收盘，科创

板上市企业132家，总市值规

模超过2.7万亿元。

在当日举行的科创板一

周年主题论坛上，上交所副总

经理阙波表示，科创板一系列

制度变革和试点接受了市场

考验，运行平稳，符合改革预

期。 整体看，科创板示范包容

效应、高速融资效应和规范震

慑效应都站上了新台阶。阙波

透露，正在研究推出鼓励更多

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制度。

□本报记者 杨洁

证券简称 净利润变动区间 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 所属行业

心脉医疗

1800

万元

~12300

万元 增长

38.80%~44.68%

医疗保健

广大特材

8500

万元

~9200

万元 增长

27.48%~37.98%

钢铁

东方生物

46304.48

万元 增长约

1294.10%

生物科技

金宏气体

7695

万元

~8600

万元 增长

1.96%~13.95%

化工原料

天合光能

36824

万元

~40845

万元 增长

158.32%~186.52%

半导体

泽达易盛

2700

万元

~2900

万元 增长

5.24%~13.03%

软件

博汇科技

1231

万元

~1526

万元 增长

2.80%~27.44%

软件

云涌科技

3044.43

万元

~3244.43

万元 增长

165.45%~182.89%

软件

松井股份

3652.57

万元 增长

13.48%

精细化工

支持科创企业

上述132家科创板公司IPO计划合计募

集资金1532.46亿元，实际募资总额2049.39

亿元，极大支持了科创企业发展。 科创板成

立之初的一大目的便是畅通科技、资本和实

体经济的循环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

转化，支持有发展潜力、市场认可度高的科

创企业发展壮大。

中芯国际募资532亿元，中国通号募资

105亿元，君实生物募资48亿元。 三家企业

的融资额居前。

88家公司募资规模超预期。 例如，石头

科技原计划募资14.52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

后将用于新一代扫地机器人项目、商用清洁

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石头智连数据平台开

发项目等，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达45.19

亿元。

中芯国际的超募情况同样突出。中芯国

际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周子学表示，超募资金

将按照相应法律法规用于主营业务，如研发

投入或项目建设。

中芯国际从事的芯片制造业务资金需求巨

大。公司募资主要将用于12英寸芯片SN1项

目， 该项目目标建设一条月产能3.5万片的

12英寸生产线， 将芯片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至14纳米及以下；此外，募资将为先进及成

熟工艺研发项目储备资金。

科创板为研发型、成长型企业提供了快

速的融资渠道。 从接收材料到审核、上市委

会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到最终的发

行上市，时间大幅缩短，效率不断提高。 比

如， 中芯国际6月1日获得受理，6月19日过

会，6月29日注册获批，7月16日鸣锣上市，

用时仅45天。

上交所日前表示，科创板审核注册工作

已实现从“1.0版本” 向“2.0版本” 的全面

进阶。科创板审核问询突出重大性、针对性，

突出为投资者提供有效服务， 问询问题减

量、提质、增效。二轮问询后即提交中心审核

会讨论和上市委审议的企业占比由17.7%

提升到24%。

科技创造财富

从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只股票上市，

到2020年7月20日科创板上市公司达132

家。 这 132家公司上市首日平均实现

158.67%的开盘涨幅， 开盘涨幅在200%以

上的公司38家，占比28.8%。

从上市首日收盘价看，出现破发的仅有

建龙微纳， 上市首日收盘价为42.35元/股，

发行价为43.28元/股。截至7月20日，公司收

盘价为54.26元/股，回到发行价上方。

国盾量子上市首日涨幅为923.91%，创

出A股新股上市首日最大涨幅纪录。

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开市首日便诞

生了首家市值千亿元的公司———中国通号。

过去一年， 众多资金追捧科创板优质企业。

截至7月20日收盘，中芯国际、金山办公、沪

硅产业、中微公司、澜起科技等5家公司市

值超千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科创板市值超500亿元

的公司为10家，超过百亿元的公司65家，市

值不足50亿元的公司只有24家。

不少科创板公司的实控人身家超过百

亿元，他们往往都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创

始人。

7月20日，寒武纪上市，盘中市值一度

超过1000亿元， 截至收盘市值为850亿元。

公司实控人陈天石直接持股29.87%， 对应

身家254亿元。 赵燕通过华熙昕宇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华熙生物59%股份，华熙生物最新

市值656.35亿元，其身家对应387亿元。

7月20日，估值1万亿元的独角兽蚂蚁

集团宣布将在科创板和港交所同步发行

上市。

上交所指出， 这展现了科创板作为中国

科创企业“首选上市地”的吸引力和国际竞

争力。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战略和优质科创企业的主市场， 科创板经过

一年多的实践， 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壮大的集

聚引领效应不断增强。 上交所将坚守科创板

定位，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申报科创板，做

优做大科创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部分科创板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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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开市一周年扫描

132家企业上市 总市值逾2.7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