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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打新规则调整

吸引更多有实力机构进场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北京证券交易所日前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细则，将余股配售规则由“按时间优先”调

整为 “按申购数量优先， 数量相同的时间优

先” 。 业内人士认为，调整余股配售规则之后，

中小投资者参与打新将有更多选择， 也有望吸

引更多有资金实力的投资者。

提高发行效率

本次发布的发行承销规则明确了北交所

证券发行承销的主体制度安排，延续了精选层

的多元化定价机制，即公开发行股票允许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人基本情况和市场环

境等，自主选择直接定价、竞价或询价等方式

确定发行价格。 专家称，这有助于提高发行效

率，实现市场化定价。

参与北交所网上打新的投资者需要注意

的是，北交所设立初期，公开发行并上市网上

申购仍采用全额资金缴付机制，后期根据制度

运行情况和市场需求择机选用保证金申购、市

值申购或其他申购方式。

同时，当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

上发行数量时，北交所会根据网上发行数量和

有效申购总量的比例计算各投资者获得配售

股票的数量。其中不足100股的部分，汇总后按

申购数量优先，数量相同的时间优先原则向每

个投资者依次配售100股，直至无剩余股票。

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允许发行人引入

战略投资者，发挥价值引导效应，提高发行效

率； 允许高管和核心员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等参与战略配售， 形式灵活；允

许设置超额配售选择权，维护价格稳定；采用

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不得超过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15%。

调整余股配售规则

在整体平移精选层发行承销主体制度的

基础上，北交所也进行了一些规则调整。其中，

比较大的调整是余股配售规则，即将余股配售

规则由“按时间优先” 调整为“按申购数量优

先，数量相同的时间优先” 。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说：“精选层

设立时，由于新三板市场相对不活跃，为了保

障精选层公开发行时的股东分散度，提高中签

股东人数， 特制订了与沪深A股差异化的100

股起步及余额按时间优先配100股的特色打新

制度。 结果，不少投资者在参与精选层网上打

新时凭借速度优势选择只申购100股。 调整之

后，只申购100股的投资者不会再轻松中签了，

也不用起早抢先辛苦设单了。这体现了北交所

的信心、底气和进步。 ”

力量资本总经理朱为绎表示，余股配售规

则调整将带来三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投资者

不会再“闭眼” 打新了，他们会对招股书进行

认真研究后有选择地参与；二是吸引更多有资

金实力、有研究能力的机构参与打新；三是发

行人、券商、投资者之间会围绕发行价格进行

更充分博弈。

另一处比较大的调整是扩大了适用范

围。 北交所设立后，融资工具不断丰富，上市

公司发行股票、 可转债等均纳入发行承销规

则适用范围。 同时，配套增加上市公司再融资

相关要求。

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11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

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

显现，全球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 如何应对气

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我们面临的时

代课题。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

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遵循。 各方应该在已有

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加强合作，确保格拉斯

哥大会取得成功。

第二，聚焦务实行动。 行动，愿景才能变为

现实。各方应该重信守诺，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和愿景，并根据国情尽己所能，推动应对气候变

化举措落地实施。 发达国家不仅自己要做得更

多，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

第三， 加速绿色转型。 要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相

协同的新路径。

习近平强调， 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持续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盲目发展，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 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 近期，中国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还将陆续发布

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煤炭、电

力、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出台科

技、碳汇、财税、金融等保障措施，形成碳达峰、

碳中和“1+N” 政策体系，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施工图。

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人讲，“以实则治” 。中

方期待各方强化行动，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世界领导人峰会于11月1日至2日在格拉斯

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

约方大会期间举行。

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盈利能力持续向好

沪市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逾3万亿元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截至10月31日，除中芯国际外的上交所上

市公司均已披露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沪市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3.92万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3.14万亿元。

总体来看，沪市主板公司展现较强发展韧

性，生产经营在“稳” 的主基调上，保持高质量

发展势头， 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发

展。科创板公司立足科技创新，深耕科创主业，

研发投入强度继续保持高位，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践行者。

科创成色不断增强

前三季度， 科创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4839.57亿元，同比增长45.08%；归母净利润

合计630.20亿元，同比增长64.01%；扣非归母

净利润507.96亿元，同比增长39.25%。

从增速分布看，营业收入方面，九成公司

实现营收增长，38家公司实现收入翻倍。 净利

润方面，七成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增长，80家

公司增幅在100%以上，最高达290倍。

在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科创板公司整体

维持较强盈利质量。 前三季度，科创板公司毛

利率中位数达43%，近四成公司毛利率在50%

以上，39家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5

个百分点；净利率中位数为15%，超三成公司

净利率在20%以上，70家公司净利率较上年

同期大幅提升5个百分点。

伴随前期研发成果落地， 科创板19家上

市时未盈利企业的产品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

业绩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科创板未盈利企业

营业收入合计为216.11亿元，同比增长126%，

显著高于科创板整体水平；归母净利润合计为

30.50亿元，较同期大幅减亏26.41亿元。

科创板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科创成色

不断增强。 前三季度，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

计金额达376.68亿元，同比增长40%，投入金

额已接近2020年全年水平。

近九成主板公司盈利

前三季度，沪市主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3.4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3%；实现归母净

利润3.08万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2.95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7.14%和33.45%。其中，第三季

度沪市主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7万亿元、

归母净利润1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5.75%、

2.23%。

沪市主板共有1467家公司盈利， 占比

89%，较去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 其中，超六

成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三成公司增幅超过

50%。 亏损公司184家，较去年同期减少25家，

19家上半年亏损的公司在三季度实现扭亏；

亏损金额合计940亿元，同比减少3.5%。

分行业看，战略新兴行业表现明显优于传

统产业，而环保、新能源发电等行业公司受益

于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落地见效，实现业绩快速

增长。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新能源发电上游的

光伏设备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36.11%； 下游

新能源发电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幅均

超20.56%；环保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27.09%、33.78%。

沪市主板公司大多属于国民经济传统支

柱型企业。 从三季报成绩单看，沪市主板实体

企业增速更快，盈利质量持续改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合计实现营业

收入26.21万亿元，同比增长26.49%，实现净

利润1.35万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1.23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52.69%、81.27%，增幅均远高于

沪市整体水平。实体类公司净利润占沪市主板

的比例达43.85%，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7.21个

百分点。

实体企业业绩高增长，得益于经营效率提

升和负债水平下降。 数据显示，实体类公司净

资产收益率7.89%， 较去年同期增加2.16个百

分点； 应收账款周转率达7.25次， 同比提升

1.03次，赊销回款能力明显增强；经营现金净

流量同比增加50.26%， 与净利润比例为1.18，

体现了较强的盈利变现能力。 三季度末，实体

类公司有息负债占总负债比例38.87%， 较年

初降低1.51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资产负债率

52.3%，低于沪市实体类企业整体水平。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初见成效

从微观来看，上市公司业绩提升是公司潜

心专营主业的正向反馈；从宏观来看，则是中

国经济韧性十足的表现。 此外，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工作初见成效，符合预期。

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随后，上交所

制定 《推动提高沪市上市公司质量三年行动

计划》，全面推进落实国务院意见，大力推动

沪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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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法务人员全程参与

混改投资并购等重大项目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