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总市值超5万亿元 热门赛道受市场关注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收盘，科创板总市值为5.02万亿元，较2020年9月30日总市值3万亿元增加2.02万亿元，增长幅度达67.17%。 机构普遍预计科创板引领的结构牛市将逐步开启。 对科创板而言，牛市基础有产业崛起、基金低配、估值合理，边际驱动是财报落地、资金分流。

总市值突破5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科创50指数报收1368点。 前三季度科创50指数累计小幅下跌1.75%，跑输上证指数、深成指和创业板指。 前三季度科创板共有126家公司成功IPO，合计融资1153.1亿元。 随着上市家数的不断增加，涵盖340多家上市公司的科创板已成为A股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9月30日收盘，科创板总市值为5.02万亿元，较2020年9月30日总市值3万亿元增加2.02万亿元，增幅达67.17%。 2021年前三季度，科创板总成交额累计达7.53万亿元，单只个股的平均成交额为220.93亿元。 科创板最新平均市盈率为62.12倍，高于上证主板和深证主板，低于创业板。 从个股涨幅来看，2021年以来，20多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价翻倍。 需要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有30多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破发” ，业绩不佳是破发的主要原因。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科创板引领的结构牛市将逐步开启。 对科创板而言，牛市基础有产业崛起、基金低配、估值合理。 在牛市基础上，从估值修复走向后续“戴维斯双击”的驱动因素有：中报落地使其配置价值显性化以及热门赛道资金分流寻求配置。 具体配置方向上，半导体产业链步入高景气阶段，可关注科创板中的优质半导体龙头，可重点挖掘“专精特新”赛道明星企业。

上 述 研 报 指 出 ， 就 半 导 体 而 言 ， 以 科 创 板 中 总 市 值 在 100 亿 元 以 上 的 半 导 体 公 司 为 样 本 ， 结 合 Wind 盈 利 预 测 ， 整 体 法 下 ， 2019 年 、 2020 年 、 2021 年 、 2022 年 预 测 的 盈 利 增 速 分 别 为 12 % 、 158 % 、 77 % 、 24 % 。 就 专 精 特 新 这 条 线 索 ， 科 创 板 中 入 选 专 精 特 新 的 公 司 有 93 家 ， 占 全 部 科 创 板 公 司 的 28 % ， 显 著 高 于 主 板 3 % 的 占 比 ， 以 及 创 业 板 13 % 的 占 比 。

产能影响业绩

从业绩预告看，截至10月7日晚，A股共有1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9家预喜。 其中，略增3家，扭亏1家，预增5家。

从 预 增 内 容 看 ， 下 游 需 求 旺 盛 是 业 绩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 。 纳 微 科 技 预 计 2021 年 前 三 季 度 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 . 08 亿 元 至 1 . 1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3 . 33 % 至 198 . 64 % 。 业 绩 变 动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我 国 生 物 制 药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 对 性 能 优 异 、 供 应 稳 定 、 价 格 合 理 的 国 产 分 离 纯 化 色 谱 填 料 和 层 析 介 质 产 品 产 生 了 迫 切 需 求 。 公 司 依 托 纳 米 微 球 底 层 制 备 技 术 创 新 优 势 ， 已 积 累 形 成 较 齐 全 的 产 品 种 类 和 丰 富 的 客 户 基 础 ， 支 撑 公 司 业 绩 快 速 增 长 。 期 内 大 分 子 生 物 药 物 用 亲 和 层 析 介 质 、 离 子 交 换 层 析 介 质 等 产 品 的 销 售 较 上 年 同 期 有 较 大 幅 度 增 长 。

也有部分科创板上市公司由于产品尚未达到商业化标准，报告期内预计继续亏损。 上海谊众-U指出，公司紫杉醇胶束仍在注册上市申请审评阶段，尚未实现商业化生产和销售，预计 2021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200万元至-2500万元，仍处于亏损状态 。

不少科创板上市公司近期透露，通过前期的积累，短期内产品有望量产。 安集科技在近期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指出，公司在半年报中披露的一些经营性进展和研发进展将在下半年中得到进一步延续，部分经过前期论证的产品可能会有小量订单，部分已有小量订单或者已经量产的产品也会持续销售，实现增量。 公司同时提醒，目前客户端产品论证的周期有缩短的趋势。 产品论证周期结束后，产品的逐步放量需要一个过程。 客户端产品论证周期一般需要12个-18个月。

多举措应对产能紧缺

为了应对行业产能紧缺，不少科创板上市公司通过增加产能、调整结算方式等途径，保证产品交付。 这在半导体行业和新能源车产业链行业上市公司中较常见。

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晶丰明源在近期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指出，在行业上游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除保持原产能外，公司新增晶圆供应商也开始贡献新的产能。 为更好地锁定长期产能，公司采取向部分供应商预付货款的方式进行结算。 同时，公司通过设立产品型号及客户优先级、调整客户结算方式、严禁经销商炒货等方式调整产品结构，保证产品交付。

晶丰明源介绍，公司是一家电源管理驱动类芯片设计企业，主营业务为模拟半导体电源管理类芯片的设计、研发与销售。 2021年上半年，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实现营业收入10.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实现归母净利润3.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7%；综合毛利率为47%，较上年同期增加22个百分点。 在上游产能紧缺、下游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下，基于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保证产品交付、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研发投入及提升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相比之下，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对扩大产能的意愿相对较弱。 部分传统行业科创板上市公司强调，虽然行业内的公司借助高景气周期加大产能，但未来比拼的仍然是技术竞争。

硬质合金切削刀具制造商华锐精密在近期披露的9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指出，在今年上半年行业景气度较好的背景下，国内同行业竞争对手加速了新产能建设 ，但未来刀具企业的竞争仍然体现在技术竞争上。 公司竞争优势具体包括研发、生产、装备 、渠道和市场五个方面的优势。 在生产方面 ，公司是国内硬质合金数控刀片行业内少数具备硬质合金数控刀片完整生产工序的企业，这有利于公司把控产品的生产良率，同时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从目前看，刀具行业景气度较高，目前公司的订单饱满 。

华锐精密强调，随着公司在航空航天、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加工解决能力的提升以及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公司有望增加由原有境外厂商占据的高端制造领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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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达电子获首轮问询

经销商情况为重点

●本报记者 熊永红 吴勇

日前， 雅达电子冲刺科创板获首轮问询， 涉及公司技术先进

性、经销商、收入、费用、专利等方面问题。

雅达电子主要从事智能电力监控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以及电力监控系统集成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家对于智能

电网建设的大力投入和支持， 为电力监控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

力支撑。

销售给前员工经销商的产品毛利率低

在首轮问询中，雅达电子的经销商方面情况受到重点问询。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2018年至2020年），雅达电子通过

前员工经销商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总经销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7.94%、79.50%和76.45%， 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3.83%、

24.58%和22.32%； 部分前员工经销商开拓的客户不愿意与经销

商签署合同，要求与雅达电子直接签署合同；该类前员工要求保

留员工身份以便他们对外开拓业务，于是，公司保留该类员工的

员工身份。

首轮问询要求雅达电子说明销售给主要不同前员工经销

商的产品毛利率情况，与其他经销商、直销客户的毛利率是否

存在差异及原因。

雅达电子回复称，报告期内，公司共存在7家前员工经销商。

其中，深圳云帆、南京雅爱达和艾门达斯为主要前员工经销商，向

上述三家经销商的销售金额合计分别为4046.63万元、5485.84万

元、6109.98万元， 占前员工经销商收入比例分别为95.64%、

94.11%、93.72%。 公司直销客户毛利率、其他经销商毛利率高于

主要前员工经销商毛利率。 在工业建筑与市政领域，深圳云帆及

南京雅爱达毛利率低于艾门达斯的主要原因是，艾门达斯整体采

购金额略低，因此价格和毛利率相对较高。

雅达电子指出， 公司生产的电力监控产品系定制化产品，同

一类型的产品在技术参数、功能实现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

价格有所差异。 经销商根据其客户需求采购不同型号的产品，产

品结构的差异导致其产品均价存在差异。同时，深圳云帆、南京雅

爱达和艾门达斯与公司合作年限为8年以上， 其向公司采购金额

较高，采购量较大，且该三家经销商需承担其销售区域范围内终

端客户的产品安装指导、售后服务等职能，因此销售价格具有一

定优势，毛利率略低。

深耕电力监控领域

雅达电子此次冲刺科创板，拟公开发行不超过4178万股（含

4178万股），募集资金将用于智能电力仪表建设项目、电力监控装

置扩产项目、传感器扩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项目。本次募投项目

实施后，公司预计年新增电力监控仪表产品131万台、电力监控装

置产品106万台和传感器产品602万台。

雅达电子介绍，自设立以来，公司紧跟电力监控行业技术发展

和市场需求变化，研发出具有核心技术的电力监控仪表、电力监控

装置、用电安全保护装置和传感器等智能电力监控产品。

公司产品先后被应用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奥运场馆

鸟巢及水立方、上海世博园、大亚湾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广

州地铁、深圳地铁等重要场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铁塔的通信基站和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万国数据

等知名企业的数据中心， 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

场地位。

分析人士指出，电力监控行业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电力用户

端对电力监控产品的需求。 例如，数据中心、通信基站、新能源充

电桩、轨道交通、工业建筑与市政建设等领域，其配电系统正在不

断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其中，电力监控产品在配电系统的

各个环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雅达电子表示，电力监控行业随着电力用户端的信息化和

智能化普及，相关产品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市场容量也将逐

步增大。以通信基站基础设施市场为例，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底，中国移动电话基站数达931万个，全年净增90

万个。

“电力监控产品作为通信基站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监测基站供电系统正常运行起着重要作用。其中，5G通信

基站配置的电力监控产品种类较普通基站更多，每个基站在原

有的基站电力配置基础上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套配电监控装置，

用于5G设备用电管理。 ” 雅达电子称。

受益行业发展的景气度，报告期内，雅达电子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1.77亿元、2.37亿元、2.92亿元； 实现归母净利润1914.41万元、

4681.73万元、7043.83万元。

市场前景广阔

此次公司募投的电力监控装置扩产项目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司

产品体系，加强在电力监控装置的产品供应与服务能力，抓住新基

建产业与新兴行业快速发展机遇。

雅达电子表示，数据中心作为中国的“新基建” 核心产业之

一，对供配电系统的稳定性及可靠性要求很高。供配电系统作为数

据中心的一部分， 需要通过电力监控装置来保证供配电系统的正

常运作。基于国家“新基建”产业发展的利好趋势以及数据中心建

设的增长，未来电力监控装置市场需求空间广阔。

招商银行研究院指出，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产业，在各

个国家低碳发展的进程规划中，电力行业都必须先于整个经济

体实现低碳甚至脱碳发展。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测算，以

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标，未来40年，我国能源活动的碳排放

减排任务高达87亿吨， 在总体减排任务中占比过半。 为了达

到这一减排目标，能源消费需要电能替代，而电能的生产需要

大规模发展清洁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相配套，电力系统需要

持续升级转型。

分析人士表示， 电力系统的持续升级将为电力监控装置市场

的发展提供动力，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纳米镀膜领域领先企业菲沃泰冲刺科创板

●本报记者 刘杨 见习记者 张科维

9月30日，纳米镀膜领域领先企业江

苏菲沃泰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菲沃泰” ） 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公司拟募资16.64亿元，用于总部园区项

目、 深圳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

资金。

菲沃泰表示， 公司将通过新产品的开

发与突破、新领域的应用与实践，力争成为

全球纳米薄膜综合解决方案领导者。

深耕纳米材料领域

菲沃泰致力于研究和发展适应复杂

应用环境的纳米材料技术，主要从事高性

能、多功能纳米薄膜的研发和制备，并基

于自主研发的纳米镀膜设备、材料配方及

制备工艺技术为客户提供基于纳米薄膜

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公司的纳米薄膜产品

系以自主研发的行星式转架真空纳米镀

膜设备为平台，依托特定的镀膜材料配方

及工艺，为客户产品制备能够实现特定需

求的纳米薄膜。

自成立以来， 公司高度注重前瞻性技

术开发工作， 掌握了PECVD镀膜设备、材

料配方及制备工艺方面的多项核心技术，

使公司产品品质能持续满足下游客户的需

求。目前，公司研发的纳米薄膜制备技术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技术， 能够

在不同基材上实现疏水、疏油、防尘、防腐

蚀、防硫、耐盐雾、增透、减阻等各类功能，

取得了产业下游客户的高度认可。

对于未来发展战略， 菲沃泰表示，公

司将基于化学气相沉积和低温等离子体

技术，针对市场需求，不断开发高性能、多

功能纳米薄膜定制化解决方案，巩固消费

电子领域市场优势， 拓展在安防设备、汽

车电子、医疗器械等下游市场的应用。 通

过新产品的开发与突破、新领域的应用与

实践，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业务

规模，力争成为全球纳米薄膜综合解决方

案领导者。

客户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内（2018年至2020年及2021年

一季度），菲沃泰营业收入分别为6991.02万

元、1.43亿元、2.38亿元、6131.33万元。 同期，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494.71万元、3168.57万

元、5555.00万元、530.54万元。

招股书披露，2021年1-3月，菲沃泰前

五大客户中， 来自小米的营业收入为

2934.66万元，占比最高，达47.86%；来自

华为的营业收入次之， 为1026.25万元，占

比16.74%。 两者合计占比为64.6%。 2020

年， 华为为公司第一大客户， 收入为

9722.97万元，占比最高，达40.88%；小米

次之，收入为7637.62万元，占比32.11%。

两者合计占比为72.99%。 公司称，自2020

年第三季度起，受华为手机减产影响，菲沃

泰对华为的销售收入逐渐下降。

招股书显示，报告期内，菲沃泰的纳米

薄膜制备技术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 耳机

及其他消费电子产品。 由于下游消费电子

行业的集中度较高， 因此公司的客户集中

度较高， 来自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当

期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86.49% 、

80.59%、84.45%和73.67%，来自华为和小

米的合计营业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分

别为55.41%、61.09%、72.99%和64.60%。

行业发展空间大

根据招股书， 纳米材料因其不同于宏

观材料的特殊性质，在光学、机械、磁学、电

子、 化学和生物学等各个领域有着广阔的

应用前景。纳米薄膜由于材料组分、膜层结

构丰富多样，能实现的功能较多，在下游领

域有着良好的可扩展性， 因而在新产业中

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除电子消费品以外，

理论上所有有防水防腐蚀需求的电子产品

整机、 模组及其印制电路板均可能通过纳

米薄膜技术进行防护。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我国纳米

材料产业规模已由2016年的692.3亿元增

至2020年的1614.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23.58%，预计2021年我国纳米材料市场

规模可达1848.2亿元。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

据显示， 全球新材料产业近年来保持快速

增长， 由2016年的2.06万亿美元增长至

2019年的2.82万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11.04%。 2019年，全球新材料产业规模

达到2.8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

华创证券研报指出， 新材料核心特征

在于新且小。着眼未来，自给率抬升驱动的

电子化学品、低碳经济驱动的电池材料、传

统原料的深加工预计会成为产生大市值公

司最为集中的领域。

菲沃泰表示，新材料与消费电子、信息

技术、能源、医疗器械、生物等高新技术领

域融合加速，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国际竞争

日趋激烈。目前公司已经在安防设备、汽车

电子、 医疗器械等多种新行业进行了开发

和推广。未来，随着纳米薄膜适用性的逐步

提升，公司将不断推进新工艺、新技术、新

设备在产业中的应用， 以满足客户多样化

需求。

总市值突破5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

末，科创50指数报收1368点。 前三季度科

创50指数累计小幅下跌1.75%，跑输上证

指数、深成指和创业板指。 前三季度科创

板共有126家公司成功IPO， 合计融资

1153.1亿元。 随着上市家数的不断增加，

涵盖340多家上市公司的科创板已成为A

股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9月30日收盘，科创板总市值为

5.02万亿元， 较2020年9月30日总市值3

万亿元增加2.02万亿元， 增幅达67.17%。

2021年前三季度， 科创板总成交额累计

达7.53万亿元，单只个股的平均成交额为

220.93亿元。 科创板最新平均市盈率为

62.12倍，高于上证主板和深证主板，低于

创业板。 从个股涨幅来看，2021年以来，

20多家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价翻倍。 需要

指出的是，截至目前，有30多家科创板上

市公司“破发” ，业绩不佳是破发的主要

原因。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科创板引领的结

构牛市将逐步开启。 对科创板而言，牛市

基础有产业崛起、基金低配、估值合理。在

牛市基础上，从估值修复走向后续“戴维

斯双击” 的驱动因素有：中报落地使其配

置价值显性化以及热门赛道资金分流寻

求配置。 具体配置方向上，半导体产业链

步入高景气阶段，可关注科创板中的优质

半导体龙头，可重点挖掘“专精特新” 赛

道明星企业。

上述研报指出，就半导体而言，以

科创板中总市值在100亿元以上的半

导体公司为样本，结合Wind盈利预测，

整体法下 ，2019年、2020年、2021年、

2022年预测的盈利增速分别为12% 、

158%、77%、24%。 就专精特新这条线

索， 科创板中入选专精特新的公司有

93家，占全部科创板公司的28%，显著

高于主板3%的占比，以及创业板13%

的占比。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收盘，科创板总市值为5.02万亿元，较2020年9月30日总市值3万

亿元增加2.02万亿元，增长幅度达67.17%。机构普遍预计科创板引领的结构牛市将逐步开启。对科创

板而言，牛市基础有产业崛起、基金低配、估值合理，边际驱动是财报落地、资金分流。

●本报记者 董添

多举措应对产能紧缺

为了应对行业产能紧缺， 不少科创

板上市公司通过增加产能、 调整结算方

式等途径，保证产品交付。 这在半导体行

业和新能源车产业链行业上市公司中较

常见。

半导体行业上市公司晶丰明源在近

期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指

出，在行业上游供应紧张的情况下，除保

持原产能外， 公司新增晶圆供应商也开

始贡献新的产能。 为更好地锁定长期产

能， 公司采取向部分供应商预付货款的

方式进行结算。 同时，公司通过设立产品

型号及客户优先级、调整客户结算方式、

严禁经销商炒货等方式调整产品结构，保

证产品交付。

晶丰明源介绍，公司是一家电源管理

驱动类芯片设计企业，主营业务为模拟半

导体电源管理类芯片的设计、 研发与销

售。 2021年上半年，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

强，实现营业收入10.66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77%；实现归母净利润3.36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3457%； 综合毛利率为

47%，较上年同期增加22个百分点。 在上

游产能紧缺、 下游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下，

基于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保证产

品交付、调整产品结构、加大研发投入及

提升管理能力等方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相比之下， 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对扩

大产能的意愿相对较弱。 部分传统行业

科创板上市公司强调， 虽然行业内的公

司借助高景气周期加大产能， 但未来比

拼的仍然是技术竞争。

硬质合金切削刀具制造商华锐精密

在近期披露的9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中指出， 在今年上半年行业景气度较

好的背景下， 国内同行业竞争对手加速

了新产能建设， 但未来刀具企业的竞争

仍然体现在技术竞争上。 公司竞争优势

具体包括研发、生产、装备、渠道和市场

五个方面的优势。 在生产方面，公司是国

内硬质合金数控刀片行业内少数具备硬

质合金数控刀片完整生产工序的企业，

这有利于公司把控产品的生产良率，同

时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 从目前

看，刀具行业景气度较高，目前公司的订

单饱满。

华锐精密强调， 随着公司在航空航

天、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加工解决能力的

提升以及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转型，

公司有望增加由原有境外厂商占据的高

端制造领域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产品

价格。

产能影响业绩

从业绩预告看，截至10月7日晚，A股

共有1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前

三季度业绩预告，9家预喜。 其中，略增3

家，扭亏1家，预增5家。

从预增内容看，下游需求旺盛是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纳微科技预计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8亿元至1.18亿元， 同比增

长173.33%至198.64%。 业绩变动的主

要原因是，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快速发

展，对性能优异、供应稳定、价格合理的

国产分离纯化色谱填料和层析介质产

品产生了迫切需求。 公司依托纳米微球

底层制备技术创新优势，已积累形成较

齐全的产品种类和丰富的客户基础，支

撑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期内大分子生物

药物用亲和层析介质、离子交换层析介

质等产品的销售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

度增长。

也有部分科创板上市公司由于产品

尚未达到商业化标准， 报告期内预计继

续亏损。 上海谊众-U指出，公司紫杉醇

胶束仍在注册上市申请审评阶段， 尚未

实现商业化生产和销售， 预计2021年

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2200万元至-2500万元，仍处于亏损

状态。

不少科创板上市公司近期透露，通

过前期的积累，短期内产品有望量产。 安

集科技在近期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中指出， 公司在半年报中披露的一

些经营性进展和研发进展将在下半年中

得到进一步延续， 部分经过前期论证的

产品可能会有小量订单， 部分已有小量

订单或者已经量产的产品也会持续销

售，实现增量。 公司同时提醒，目前客户

端产品论证的周期有缩短的趋势。 产品

论证周期结束后， 产品的逐步放量需要

一个过程。 客户端产品论证周期一般需

要12个-18个月。

科创板总市值超5万亿元 热门赛道受市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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