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21只科创板股票价格翻倍

“科创牛”两大核心DNA浮现

● 本报记者 牛仲逸

7月5日，科创50指数上涨2.45%，大幅领先市场其他主要指数。 年初以来，其累计涨幅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科创50指数强劲表现背后，是一批科创板的趋势牛股正活跃在A股市场。

机构人士表示，科创板聚焦科技、医药、高端制造三大产业，代表着中长期经济发展方向。 未来，科创板有望孕育更多牛股。

驱动逻辑清晰

科创板俨然已成为A股市场最炙手可热的牛股“摇篮” 。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21只科创板股票价格翻倍，明微电子、热景生物和林微纳位居前三位，股价累计涨幅分别为544.37%、336.55%、200.23%。 此外，还有27只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超过50%，其中翔宇医疗、芯碁微装、康希诺-U、华锐精密股价累计涨幅均超过90%。

梳理上述48只牛股，两个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不少股票是细分领域中的龙头股，比如锂电行业中的容百科技、LED驱动芯片龙头明微电子等。 二是多个新赛道涌现，相关股票在A股市场具备稀缺性，比如工业软件领域的柏楚电子、机器视觉领域的奥普特、硬质合金刀具领域的华锐精密、科学服务产业领域的泰坦科技、阿拉丁等。

今年以来，科创50指数累计上涨13.13%。 在机构人士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前期调整充分，估值端有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多数成分股一季报业绩继续高增长，成长特征明显。

浙商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杨表示，在科创板股票的产业分布上，电子核心产业、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新型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等占比较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将逐步体现到板块业绩上。

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不少投资者认为，当前科创板走势类似于2013年的创业板。 经历2011年至2012年持续调整后，2013年创业板开启主升浪行情。 那么，这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

从成长性驱动因素看，华泰证券认为，当前科创板与2013年创业板的可比度不高。 科创板成长驱动因素为研发创新，而彼时创业板成长驱动因素还包含并购重组，差异在于业绩兑现的时长和不确定性，并购重组驱动所带来的业绩兑现更快、短期确定性更高。

“长期来看，产业周期是决定科技股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因此，将两者作比较实际上是比较产业周期的演进阶段。 ”天风证券策略团队表示，2013年至2015年，创业板正处于3G产业向4G产业推进的过程中。 当前产业周期正处在5G硬件端向应用场景传导过程中，物联网、VR/AR、无人驾驶等虽然拥有广阔应用空间，但当前尚未形成趋势性需求。

该团队表示，从目前的产业周期传导情况来看，在下游应用端全面落地之前，科创板仍然以结构性机会为主，可以关注景气度较高但股价表现一般的半导体行业；产业趋势明确但还未形成真正全面上涨方向的领域，如VR、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等，目前仍然以主题性机会为主，但大的市场投资机会已经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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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红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红金额：由0.168元（含税）调整为0.� 16799元（含税）

2021年3月30日，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68元（含税），预计派送金额为311,278,795.30元（含税，按照2020年12月31

日总股本计算），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公司将维持利润分配

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年6月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航信转债” 到期赎回结果及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0），自2021年6月15日起，“航信转债” 停止转股并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自2021

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15日，公司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新增股份数量为34,666股。因此，公

司总股本由2020年12月31日的1,852,849,972股变为1,852,884,638股。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

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16799元（含税），即调整后每股现金红

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311,278,795.30÷

1,852,884,638≈0.16799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

利×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0.16799×1,852,884,638≈311,266,

090.34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

体日期。

综上所述，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799元（含税），利润分配总额为311,266,090.34元（本次利

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保留五位小数计算产生的差异所致），占公司2020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11%。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证券代码：

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1-03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方正集团重整进展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2021年5月6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方正集团重整的公告》《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方正集团重整进展的公告》（以下简称“相关公告” ），

披露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代表珠海国资）、本公司、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

合体将参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方正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重整主体” ）实质

合并重整（以下简称“本次重整”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

寿” ）代表本公司参与本次重整并已签署本次重整之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

协议》” ）。

二、本次重整的最新进展情况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重整投资协议》为基础制定的《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已于2021年5月28日经重整主体召开的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1年6月28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20）京01破13号之五，

以下简称“民事裁定书” ）依法批准并生效，民事裁定书于2021年7月5日送达北大方正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平安人寿将与各方积极推进《重整投资协议》及重整计划约定的各项

后续工作。

本公司将就本次重整后续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

于买卖或投资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证券时务请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

2021-026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1年7月2日以电子邮件和微信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7月5日召开，采取了通讯表决方式。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陈锡明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任高级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常务高级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 提名， 聘任吴晶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经理。

（吴晶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管人选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数：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5日

附件：吴晶先生简历

吴晶，男，中国国籍，1981年9月出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201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企业管理硕士专业，研究员级工程师。 曾在中国航

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航天科工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20年

5月至2021年6月任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长城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中电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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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人民币24,864,748.79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案件尚未审结，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

不确定。

一、诉讼概况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司” ）此前已收到赵洁、周静华2名投资者

对公司、时任董事长提起的虚假陈述诉讼，详见公司2021年4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

法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收到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7）。

2021年6月10日至2021年7月5日，公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关于民事诉讼

的《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在2021年6月10日至2021年7月5日期间，法院共受理30起案件，其中29名投资者以虚假陈述为由起

诉公司，1名投资者以虚假陈述为由起诉公司、 公司时任董事长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起诉金额合计24,

864,748.79元。

三、原告方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合计24,864,748.79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四、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昊华能源2015年收购鄂尔多斯市京东方能源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导致昊华能源存在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原告受到投资损失，依据《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

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五、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公司收到法院发来的相关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法院累

计已受理相关原告诉虚假陈述案件32起，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24,953,878.02元。

公司积极与代理律师商讨相关应诉方案，鉴于前述案件尚未审结，公司暂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数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诉讼

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5日

原油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机构分歧加剧

●本报记者 张枕河

今年上半年 ， 纽约油价累计上涨

51.4%，布伦特油价累计上涨44.15%，原油

相关股票和ETF也表现抢眼。 进入下半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

国的增产计划迟迟未出台，不确定性促使油

价继续走强。

当前，机构观点出现明显分歧，认为油

价仍有上涨空间者有之，认为油价已经见顶

者有之。 在此背景下，上半年活跃的“炒油

族” 何去何从？ 加仓还是出货成为近期必须

考虑的问题。

“难产” 的增产

维也纳当地时间7月1日，“欧佩克+”

部长级会议如期举行。市场此前预计，欧佩

克及其盟友将达成一致，从8月起开始提高

产量，增长幅度可能为每日40万至50万桶。

然而，当日会议未能就8月原油增产幅度达

成一致。在7月2日继续进行的会议上，与会

主要产油国仍未达成共识， 增产谈判陷入

僵局。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于7月5日再

次讨论原油增产幅度。 沙特阿拉伯等国提

出，今年8月至12月日均原油供应量每月环

比增加40万桶， 但阿联酋则认为应加大增

产规模。 据媒体报道，阿联酋要求“欧佩克

+” 提升该国用于计算减产的基线产量以换

取更大规模增产。 如果无法达成新的协议，

阿联酋准备接受维持8月产量不变。 阿联酋

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7月4日在社交

媒体推特写道： 阿联酋支持8月起增加原油

产量，但不愿受“延长现行协议” 所规定的

配额约束。

业内人士指出，即便此次增产协议“勉

强落地” ，年内的增产计划仍面临不少变数，

因为产油国之间的分歧早已存在，未来随着

经济复苏、原油供需等因素变化，这种分歧

甚至有可能加剧。 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

克产油国在2018年12月达成一项协议，主要

产油国自2019年1月开始削减原油日均产

量，初步设定期限为6个月，以2018年10月原

油日均产量为基准， 这一协议后续多次延

长。 据媒体报道，为增加原油产量，阿联酋在

去年年底时甚至有脱离欧佩克与非欧佩克

产油国机制的想法。

机构观点分化

当前业内机构对于原油市场前景态度

分化。

有机构认为，需求复苏、小幅增产将进

一步支撑油价。

美国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预测，随着旅

行需求反弹，全球原油基准油价在明年可能

上涨至100美元/桶。

部分机构认为，需求可能并没有那么旺

盛，增产幅度也存在变数。

原油市场研究分析机构VandaInsights

近日提示，由于美国经济回暖，投资者对全

球石油复苏抱有很高期望， 但这些预期可

能“过于乐观” 。 该机构认为，原油市场仍

存诸多不确定性， 未来不排除价格下行风

险。虽然全球原油需求延续增长趋势，但区

域性疫情仍在。近日，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

席卷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国重新收

紧防疫政策。

展望原油市场行情， 高盛集团表示，由

于其他地区供应风险隐现，2022年前 “欧佩

克+” 需要更多石油产量来平衡市场。原油和

上游行业的前景比石油产品和下游行业的

前景更强劲。

半年报披露临近 机构盯上高景气行业

●本报记者 赵中昊

Wind数据显示，最近一周（6月29日

至7月5日）获券商“买入” 评级的股票共

有235只， 由46家券商的298名研究员推

荐。 这235只股票大多属于电子、化工、机

械设备等行业。

电子和化工板块获青睐

Wind数据显示， 上述235只股票中，

127只股票被出具目标价格。 记者按7月5

日收盘价计算，恒力石化距最高目标价预

期涨幅为179.02%，排名居首；其次是紫金

矿业，预期涨幅是109.37%；第三是中国巨

石，预期涨幅是81.76%。

此外，距券商给出的最高目标价预期

涨幅超70%的股票还有金发科技、 洽洽食

品、科华数据、新安股份。

从行业分布（申万一级）看，有34只

股票属于电子行业， 数量最多；23只股票

属于化工行业， 数量居第二；21只股票属

于机械设备行业，数量居第三；属于医药

生物和食品饮料的股票各有18只，数量居

第四。

从上述股票近一周走势看， 明微电子

表现最佳，累计涨幅为52.54%，属于电子

行业； 其次为富满电子， 累计涨幅为

44.39%，同属电子行业；第三为金辰股份，

累计涨幅为40.08%，属于电气设备行业。

沿两条主线布局

华西证券认为， 未来市场系统性风险

有限，A股仍具备“结构性行情” 特征，建

议沿景气主线布局。

东兴证券建议，积极利用半年报披露

窗口期，寻找高景气度能够持续的细分行

业。 具体来看，三季度处于“内外需共振、

基本面良好以及流动性稳定” 的较优环境

组合，成长板块配置价值更高，可重点关

注电子、新能源、机械、化工和军工板块；

四季度行业组合偏向防御，建议关注低估

值、 业绩增速不高但稳定性强的行业，包

括金融、地产、建筑和公用事业。

行业配置上， 华西证券建议沿两条主

线布局：一是高成长性，如新能源、医药等

行业； 二是半年报业绩有望维持高增速的

行业，如钢铁、化工等。 此外，重视“碳中

和” 内涵拓展。

兴业证券认为， 配置层面，“成长”依

然是核心主线，建议“淘金” 半年报业绩超

预期的绩优股，如汽车、化工、机械、交运、

有色金属等行业具有阿尔法属性的优质核

心资产。

驱动逻辑清晰

科创板俨然已成为A股市场最炙手可热

的牛股“摇篮” 。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21只科创

板股票价格翻倍，明微电子、热景生物和林微

纳位居前三位， 股价累计涨幅分别为

544.37%、336.55%、200.23%。此外，还有27只

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超过50%，其中翔宇医疗、

芯碁微装、康希诺-U、华锐精密股价累计涨

幅均超过90%。

梳理上述48只牛股，两个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不少股票是细分领域中的龙头股， 比如

锂电行业中的容百科技、LED驱动芯片龙头

明微电子等。 二是多个新赛道涌现，相关股票

在A股市场具备稀缺性， 比如工业软件领域

的柏楚电子、机器视觉领域的奥普特、硬质合

金刀具领域的华锐精密、 科学服务产业领域

的泰坦科技、阿拉丁等。

今年以来，科创50指数累计上涨13.13%。

在机构人士看来， 这一方面是由于前期调整

充分，估值端有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多数成

分股一季报业绩继续高增长，成长特征明显。

浙商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杨表示， 在科创

板股票的产业分布上，电子核心产业、生物医

药、智能制造、新型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等占比较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这将逐步体

现到板块业绩上。

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不少投资者认为， 当前科创板走势类似

于2013年的创业板。 经历2011年至2012年持

续调整后，2013年创业板开启主升浪行情。那

么，这两者是否具有可比性？

从成长性驱动因素看，华泰证券认为，当

前科创板与2013年创业板的可比度不高。 科

创板成长驱动因素为研发创新， 而彼时创业

板成长驱动因素还包含并购重组， 差异在于

业绩兑现的时长和不确定性， 并购重组驱动

所带来的业绩兑现更快、短期确定性更高。

“长期来看， 产业周期是决定科技股超

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因此，将两者作比较实

际上是比较产业周期的演进阶段。 ” 天风证

券策略团队表示，2013年至2015年， 创业板

正处于3G产业向4G产业推进的过程中。 当

前产业周期正处在5G硬件端向应用场景传

导过程中，物联网、VR/AR、无人驾驶等虽

然拥有广阔应用空间，但当前尚未形成趋势

性需求。

该团队表示， 从目前的产业周期传导情

况来看，在下游应用端全面落地之前，科创板

仍然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可以关注景气度较

高但股价表现一般的半导体行业； 产业趋势

明确但还未形成真正全面上涨方向的领域，

如VR、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等，目前仍然以

主题性机会为主， 但大的市场投资机会已经

在酝酿中。

今年以来21只科创板股票价格翻倍

“科创牛” 两大核心DNA浮现

●本报记者 牛仲逸

7月5日，科创50指数上涨2.45%，大

幅领先市场其他主要指数。年初以来，其

累计涨幅同样处于领先地位。 科创50指

数强劲表现背后， 是一批科创板的趋势

牛股正活跃在A股市场。

机构人士表示，科创板聚焦科技、医

药、高端制造三大产业，代表着中长期经

济发展方向。未来，科创板有望孕育更多

牛股。

震荡市融资客加仓机械设备等板块

●本报记者 吴玉华

7月5日，上证指数上涨0.44%，深证成

指上涨0.33%，创业板指上涨0.55%。Wind

数据显示，7月前两个交易日，有9个申万

一级行业板块获得融资客加仓。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果认为，

下半年A股市场仍是震荡市， 短期建议静

待市场整固结束和热门板块交易降温。

9个行业获加仓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两市两

融余额为 17681.99亿元 ， 融资余额为

16160.49亿元，融券余额为1521.49亿元。7

月1日-7月2日， 两市融资余额累计减少

121.07亿元。 6月两市融资余额累计增加

585.68亿元

具体来看，7月1日两市融资余额减少

100.34亿元，7月2日减少20.73亿元。 从市

场表现来看，7月前两个交易日A股连续调

整，7月1日上证指数下跌0.07%，7月2日下

跌1.95%。

分行业来看，7月前两个交易日，有9个

申万一级行业板块获得融资客加仓， 其中

机械设备、食品饮料、休闲服务行业板块融

资净买入额居前， 净买入金额分别为6.98

亿元、4.90亿元、1.39亿元。与此同时，电子、

非银金融、 计算机行业板块融资净卖出额

居前， 净卖出金额分别为30.09亿元、21.55

亿元、13.78亿元，合计净卖出65.42亿元。

宁水资本研究员沈声才表示， 近期大

盘回调主要是由于市场预期发生变化，一

些老牌的龙头上市公司股价纷纷破位下

跌。经过前两年大幅上涨之后，这些公司的

估值正处于均值回归过程中。

后市料保持震荡

Wind数据显示，7月前两个交易日，

融资客加仓金额最大的5只股票是天齐锂

业、五粮液、汇川技术、利元亨、科达制造，

净买入金额分别为5.68亿元、5.43亿元、

3.22亿元、2.67亿元、2.62亿元。从市场表现

来看，除五粮液股价下跌外，其他4只股票

近两日股价悉数上涨， 科达制造累计上涨

20%。

而7月前两个交易日融资客减仓金额

最大的5只股票是比亚迪、TCL科技、 闻泰

科技、兆易创新、中国宝安，净卖出金额分

别为4.78亿元、3.93亿元、3.42亿元、2.94亿

元、2.64亿元。

沈声才预计， 大盘将维持区间震荡状

态，短期内突破上行机会不大，市场以结构

性机会为主。 投资者可以关注半年报业绩

超预期概率大的品种，如煤炭、铜、铝、基础

化工、半导体等。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龙

表示，市场波动会加大。投资者可关注新能源

汽车、半导体、光伏、医药等优势行业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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