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IPO融资额突破6000亿元 平均每家公司108项专利

硬科技促高成长 “科创军团”规模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乔翔 倪铭

转眼间，科创板三岁了。 自首批25家公司登陆科创板以来，已有400多家科创公司在此启航，在此成长。

从零起步，科创板 IPO融资总金额已突破6000亿元大关；扬帆路上，5.6万亿元总市值标志着一项新的“航行纪录”就此镌刻；砥砺前行，平均每家公司108项专利彰显绚烂的科创成色。

引领创新，与时偕行。不仅是“科创军团”规模的稳步提升，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科创板更是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回望过去三年，科创板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高度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创板上市公司群体，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科创板坚持板块定位，突出“硬字当头” ，着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将“硬科技”理念贯彻到底。

稳步扩容：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聚焦“硬科技”企业是科创板的板块定位和建设初心。 在此背景下，科创板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截至2022年6月底，科创板共上市147家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97家高端装备公司、93家生物医药公司、39家新材料公司、31家节能环保公司和24家新能源公司。

数字背后是科创板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的逐步显现。 在多个面向科技前沿的“硬科技”领域，科创板汇聚了一批涉及产业链各环节、多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

截至2022年6月底，科创板集成电路领域公司数量达61家，占A股集成电路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实现了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覆盖，同时兼具半导体材料和设备制造等支撑环节，持续深耕创新链、完善供应链。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IDM一体化产业链公司，华润微表示，未来将围绕自身的核心优势，持续深耕产业链，努力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并结合内外部资源，进一步向综合一体化的公司转型。

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深耕芯片制造刻蚀领域的中微公司布局多元化产品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公司了解到，在逻辑集成电路制造环节，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正在开发更先进的刻蚀应用设备。 此外，公司和诸多一流的LED外延片厂商紧密合作，实现了产业深度融合。

在生物医药领域，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93家，涵盖癌症、艾滋病、乙肝、丙肝、水痘等疾病的治疗领域。 光伏、动力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在陆续登陆科创板。 在面向科技前沿的多个“硬科技”领域，一批关键技术攻关者，正借力资本市场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循初心，观成果。 专利层面的“喜报”不断涌现。 2021年，科创板公司合计新增发明专利7800余项，66家次公司牵头或者参与的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等重大奖项。

其 中 ， 安 集 科 技 化 学 机 械 抛 光 液 产 品 、 天 岳 先 进 半 绝 缘 型 碳 化 硅 衬 底 材 料 、 时 代 电 气 全 系 列 高 可 靠 性 IGBT 产 品 、 科 德 数 控 五 轴 联 动 数 控 机 床 产 品 等 ， 打 破 了 国 外 垄 断 局 面 ， 实 现 国 产 自 主 供 应 ， 为 相 关 产 业 链 自 主 可 控 提 供 有 力 支 撑 ， 彰 显“硬 科 技 ” 企 业 的 技 术 实 力 与 使 命 担 当 。

研发固本：“硬科技”成色进一步凸显

非艰苦奋斗无以立，非开拓创新无以成。 对于科创型公司而言，研发创新是生存之本。

过去一年，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保持高位。 截至2021年年底，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达到883.51亿元，同比增长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受访公司对于持续投入研发的态度十分明确。

“公司高度注重研发创新，将持续进行大额研发投入。 ”翱捷科技-U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自科创板上市以来，营业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研发方面持续保持高投入。”奇安信-U总裁吴云坤表示，尤其是在关乎公司未来发展的平台研发上，投资力度会更大，公司的技术实力将进一步提升。

从长远看，持续的研发投入是科创型公司在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在各自领域实现长足进步的科创板企业，大多都在前沿技术的布局和攻关上持续加码，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2021年，光伏产品制造商晶科能源研发投入26.37亿元，占营收比重6.5%。 技术突破方面，公司在电池片转换效率和组件功率方面已先后19次突破行业量产或实验室测试纪录，在N型TOPCon领域更是一年内4次打破世界纪录。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储备了炉外加料直拉单晶等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技术。

从事新型生物基材料研发的凯赛生物积极提升“脑力” 。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公司已经在调试阶段的年产4万吨生物法癸二酸项目是全球第一次利用生物法生产癸二酸产品，是继20年前首次产业化生物法长链二元酸以来对长链二元酸产品种类的进一步丰富。

视创新为发展第一动力的半导体硅片企业沪硅产业-U，成功解决了我国SOI材料的“有无”问题、实现300mm大硅片产业化“零”的突破。 目前，公司300mm产品已实现国内主要客户需求的全覆盖。

作为衡量“硬科技”成色的重要指标，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有14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录，分别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的32.7%、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市总数的35.7%。

人才“培元”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硬科技”产业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发展至今，科创板企业群汇聚了一支超过14万人的科研队伍，平均每家公司超过330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接近3成。

业内人士表示，半导体等高新技术属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且具有下游应用广泛、生产技术工序多、产品种类多、技术更新换代快、投资高、风险大等特点，杰出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是此类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持续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研发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科创板公司共有24家，其中有9家超过2000人，中国通号以4374名研发人员位列首位。 从研发人员占比层面统计，在研发人员超过300名的137家科创板公司中，有32家公司的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超过50%。 其中有9家占比超过80%，翱捷科技-U以89.35%排名居前。

重视人才方面，专注EDA工具自主设计和研发的概伦电子颇有体会。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较大比例的研发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此举意在增强研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 公司在科创板上市后，对于行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加强。 未来，公司将适时采用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多种方式进一步吸引并留住人才。 ”

深谙此理的科创板公司不在少数。 奇安信-U日前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拟进一步绑定公司技术骨干，稳步推进人才战略。 在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上，振华新材表示，未来将充分运用科创板灵活的股权激励制度，进一步实施范围更广泛的股权激励计划，以更好地凝聚人心、鼓舞员工士气，激发员工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建立员工持股平台、股票期权等长效激励制度同样成为生物医药企业留住人才的措施。

君实生物-U表示，科创板放宽了股权激励的限制，允许公司“带权上市” ，公司上市后采用了科创板推出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方案，与员工共同成长、相互成就，大幅提高了公司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能力，为创新研发提供智力保障。

和元生物则透露，目前正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方式，为基因治疗CDMO业务线储备人才。 同时，公司拟为将来的大规模GMP产能运行储备充足的工艺团队，继续充实研发团队，引进高端优秀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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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创新，与时偕行。 不仅是“科创军团”规模的稳步提升，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科创板更是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回望过去三年，科创板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逐步显现。高度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创板上市公司群体，

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科创板坚持板块定位，突出“硬字当头” ，着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将“硬科技”理念贯彻到底。

●本报记者 乔翔 倪铭

稳步扩容：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聚焦“硬科技”企业是科创板的板块

定位和建设初心。 在此背景下，科创板重

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

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截至2022年6月底， 科创板共上市

147家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97家高端装

备公司、93家生物医药公司、39家新材料

公司、31家节能环保公司和24家新能源

公司。

数字背后是科创板产业集聚和品牌

效应的逐步显现。在多个面向科技前沿的

“硬科技” 领域，科创板汇聚了一批涉及

产业链各环节、 多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

截至2022年6月底，科创板集成电路

领域公司数量达61家，占A股集成电路上

市公司的“半壁江山” ，实现了上中下游

全产业链覆盖，同时兼具半导体材料和设

备制造等支撑环节， 持续深耕创新链、完

善供应链。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IDM一体化产

业链公司，华润微表示，未来将围绕自身

的核心优势，持续深耕产业链，努力提升

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并结合内外部资源，

进一步向综合一体化的公司转型。

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深耕

芯片制造刻蚀领域的中微公司布局多元

化产品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公司了解

到，在逻辑集成电路制造环节，公司根据

客户的需求，正在开发更先进的刻蚀应用

设备。 此外，公司和诸多一流的LED外延

片厂商紧密合作，实现了产业深度融合。

在生物医药领域，科创板上市公司总

数达到93家，涵盖癌症、艾滋病、乙肝、丙

肝、水痘等疾病的治疗领域。光伏、动力电

池、工业机器人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在

陆续登陆科创板。在面向科技前沿的多个

“硬科技” 领域，一批关键技术攻关者，正

借力资本市场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

循初心，观成果。专利层面的“喜报”

不断涌现。 2021年，科创板公司合计新增

发明专利7800余项，66家次公司牵头或

者参与的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等重

大奖项。

其中，安集科技化学机械抛光液产

品、 天岳先进半绝缘型碳化硅衬底材

料、 时代电气全系列高可靠性IGBT产

品、 科德数控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产品

等，打破了国外垄断局面，实现国产自

主供应，为相关产业链自主可控提供有

力支撑，彰显“硬科技” 企业的技术实

力与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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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元”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硬科技” 产业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发展至今，科创板企业群汇聚了一支超过

14万人的科研队伍， 平均每家公司超过

330人，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接近3成。

业内人士表示，半导体等高新技术属

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且具有

下游应用广泛、生产技术工序多、产品种

类多、技术更新换代快、投资高、风险大等

特点，杰出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是此类

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持续巩固公司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据Wind数据统计， 截至去年年底，

研发人数在千人以上的科创板公司共有

24家，其中有9家超过2000人，中国通号

以4374名研发人员位列首位。 从研发人

员占比层面统计，在研发人员超过300名

的137家科创板公司中，有32家公司的研

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超过50%。其中有

9家占比超过 80% ， 翱捷科技 -U以

89.35%排名居前。

重视人才方面， 专注EDA工具自主

设计和研发的概伦电子颇有体会。 据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较大比例的研发

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此举意在增强研发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 公司在科

创板上市后，对于行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将进一步加强。 未来，公司将适时采用包

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多种方式进一步吸引

并留住人才。 ”

深谙此理的科创板公司不在少数。奇

安信-U日前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拟进一步绑定公司技术骨干，稳步推进人

才战略。 在长效激励机制的建立上，振华

新材表示，未来将充分运用科创板灵活的

股权激励制度，进一步实施范围更广泛的

股权激励计划，以更好地凝聚人心、鼓舞

员工士气，激发员工的认同感及归属感。

建立员工持股平台、股票期权等长效

激励制度同样成为生物医药企业留住人

才的措施。

君实生物-U表示， 科创板放宽了股

权激励的限制，允许公司“带权上市” ，公

司上市后采用了科创板推出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方案，与员工共同成长、相互成

就，大幅提高了公司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的能力，为创新研发提供智力保障。

和元生物则透露，目前正通过内部培

养和外部引进方式， 为基因治疗CDMO

业务线储备人才。 同时，公司拟为将来的

大规模GMP产能运行储备充足的工艺团

队，继续充实研发团队，引进高端优秀技

术人才。

研发固本：“硬科技” 成色进一步凸显

非艰苦奋斗无以立，非开拓创新无以

成。 对于科创型公司而言，研发创新是生

存之本。

过去一年， 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强

度保持高位。截至2021年年底，科创板公

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达到883.51亿元，

同比增长3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为13%。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受访公司对于

持续投入研发的态度十分明确。

“公司高度注重研发创新，将持续进

行大额研发投入。 ” 翱捷科技-U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自科创板上市以来， 营业收入

持续高速增长， 研发方面持续保持高投

入。”奇安信-U总裁吴云坤表示，尤其是在

关乎公司未来发展的平台研发上， 投资力

度会更大，公司的技术实力将进一步提升。

从长远看，持续的研发投入是科创型

公司在核心技术上不断突破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在各自领域实现长足进步的科创

板企业，大多都在前沿技术的布局和攻关

上持续加码，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2021年， 光伏产品制造商晶科能源

研发投入26.37亿元，占营收比重6.5%。技

术突破方面，公司在电池片转换效率和组

件功率方面已先后19次突破行业量产或

实验室测试纪录，在N型TOPCon领域更

是一年内4次打破世界纪录。 据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储备了炉外加料直拉单

晶等具有良好开发前景的技术。

从事新型生物基材料研发的凯赛生

物积极提升“脑力” 。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公司已经在调试阶段的年产4

万吨生物法癸二酸项目是全球第一次利

用生物法生产癸二酸产品， 是继20年前

首次产业化生物法长链二元酸以来对长

链二元酸产品种类的进一步丰富。

视创新为发展第一动力的半导体硅

片企业沪硅产业-U， 成功解决了我国

SOI材料的“有无” 问题、实现300mm大

硅片产业化“零” 的突破。 目前， 公司

300mm产品已实现国内主要客户需求的

全覆盖。

作为衡量“硬科技” 成色的重要指

标，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有141家科创

板上市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

人” 企业名录，分别占科创板上市公司总

数的32.7%、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上

市总数的35.7%。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苏振

光峰科技董事长李屹：

搭乘科创板东风 引领激光显示技术应用落地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之一，光峰科技

搭乘科创板东风实现了稳健成长。光峰科技创

始人、 董事长兼CEO李屹日前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科创板助力下，光峰科

技完成了激光显示技术应用多元化场景的挖

掘。未来公司将不断拓展激光显示技术的应用

场景，推动公司继续高质量发展。

科创板助力公司发展

“从一家在深圳南山的初创公司，到如今

业务遍布全球，离不开科创板的助力。 ” 谈及

上市三年来的感受，李屹表示，科创板引入资

本的力量， 推动国内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用

金融之水浇灌科技之树，未来将收获高精尖领

域的“硬科技” 果实。

据光峰科技披露，作为ALPD激光显示技

术的发明者，公司围绕激光荧光显示的底层技

术架构构建了强大的专利“护城河” ，切入激

光荧光技术路线的公司目前难以绕开光峰科

技的底层专利布局。 截至2021年年底，光峰科

技在全球共获得授权专利1434项。

从业绩表现看， 光峰科技2021年营业收

入为25亿元，同比增长28%；归母净利润为2.3

亿元，同比增长105%；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2

亿元， 同比增长208%； 公司整体毛利率为

34%，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光峰科技已经驶入

发展“快车道” 。

对于科创板的改革成效，李屹结合自身感

受表示， 科创板三年来做了很多创新实践工

作。 过去三年，科创板始终为硬核科技企业保

驾护航，这给了公司持续投入研发并大规模落

地商业应用的底气。

拓展应用场景

作为公司创始人，李屹兼任公司CEO，并

提出将推动人才梯队年轻化建设等举措。对于

经营层面的调整，李屹表示，公司在过去三年

良好发展的基础上，战略上进入了管理提升新

阶段，“同时做好管理团队年轻化建设， 给年

轻人更多发挥空间，未来有信心带领公司进入

高速增长期。 ”

李屹介绍， 作为激光显示行业领军企业，

光峰科技以核心原创的激光荧光技术为基底，

持续研发适用于不同应用场景的激光显示核

心器件，“核心技术+核心器件+应用场景” 的

发展战略更加清晰，如今已经形成家用、影院、

工程、 商教等产业化市场， 并拓展了车载、

AR、航空等赛道的应用。

在核心器件业务方面， 光峰科技在家用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 目前，公司家用核心器件业务

已经覆盖所有国内头部投影品牌， 与当贝、安

客、极米、惠普、泽宝、优派、海尔等公司达成合

作。 在车载显示领域，光峰科技去年被列入华为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优秀合作伙伴， 并为华为最

新座舱DEMO车提供车载天幕。目前，光峰科技

已成功与国内外部分整车厂商和一级供应商达

成合作。 在航空显示领域，光峰科技与空中客车

达成战略合作，探索不同的航空应用可能性。

“公司做核心器件， 对技术要求更加严

格，而研发能力是公司长期以来的强项。 ” 李

屹表示， 光峰科技的研发有两个特点： 一是

“打破砂锅问到底” ，善于探究事物本质，而不

是满足于结果；二是公司善于把技术和应用结

合在一起，使技术创新有应用场景。

坚守长期价值

“技术最终的使命，就是改善生活” 。对于

公司及行业未来发展，李屹表示，光峰科技的

战略发展路径就是用技术进步来探索新的应

用，寻找新的增量市场。目前，光峰科技正在不

断探索用技术手段让激光显示成本下降，让公

司真正成为“显示行业的驱动者” 。

李屹表示，更看重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因此

光峰科技不追风，也不追概念。 以公司新切入的

车载业务为例，公司早有战略布局，而不是“蹭

热点” ，将其商业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为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光峰科技确立

了四大举措：升级产品力，要对市场需求保持

充分敏感，同时推动极致降本，进而打造出更

多的爆款产品；持续推进人才梯队年轻化建设

和变革激励机制，让更多年轻的优秀管理人才

和专业人才脱颖而出，提升团队战斗力；创新

合作模式，与各领域的头部客户合作，快速抢

占新市场；保持破局者的敏锐，时刻对新兴市

场机会保持足够的嗅觉，实现快速破局。

34家科创板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晚21时，44

家科创板公司披露了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

告，34家预喜，预喜率达到77.27%。 受益于新

能源汽车、光伏、芯片等行业景气度提升，相关

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提振。

整体业绩增长良好

在上述34家预喜的科创板公司中，略增9

家、扭亏3家、续盈1家、预增21家。 已披露业绩

预告的科创板公司整体业绩增长良好。

7月21日晚，诺唯赞、力合微等8家科创板

公司披露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力合微预计，2022年

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287.36万元，同比增长

60.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00万元至3300万元， 同比增长85.22%至

103.74%。 公司积极开拓芯片相关产品市场，

订单充足且稳步增长。 同时，产能得到有效保

障，本期收入和利润有较大幅度增长。

从预计净利润增幅看，剔除扭亏公司，预

计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的公司有27家，

超过50%的有20家，超过100%的有12家。 大

全能源、昱能科技、井松智能、振华新材4家公

司预计净利润增幅下限均超过200%。

净利润规模方面，预计净利润下限超过1

亿元的公司有20家， 超过2亿元的有12家，大

全能源、三一重能、长远锂科、容百科技、诺唯

赞等8家公司预计净利润下限均超过5亿元。

锂电等产业亮眼

从行业角度看，光伏、锂电池、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的上市公司表

现较好，科创板公司显示出较强的“硬科技”

属性。 受益于光伏产业高速发展，硅料、光伏

组件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提振。

目前， 科创板汇聚了14家动力电池产业

链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

负极铜箔材料、中后段设备、整装电池生产等

环节。 其中，长远锂科、容百科技等公司预计

净利润大幅增长。

容百科技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亿元至7.6亿元，

同比增长121.18%至136.76%。公司表示，新能

源行业持续快速发展，下游需求旺盛，公司订

单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伴随公司新建产能逐

步释放，高镍三元正极产品的价格和产销量较

上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规模效应及供应链管

理的优化带动降本增效。

长远锂科预计， 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7.2亿元至7.8亿元， 同比增长

129.64%至148.77%。 公司表示，新建产能逐步

释放，产品产销量实现增长。 市场需求旺盛，进

一步推动产品价格上涨。 随着新产线的逐步投

产，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为保证公司稳

定有序推进生产， 经营部门通过实施择时与供

应商签订长单等采购策略， 公司在报告期内有

一部分原材料库存收益。

据统计，集成电路产业链方面，科创板已

经汇聚了63家公司，占A股同类公司的半壁江

山，涵盖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封装测试全产业

链，同时兼备半导体设备、材料、IP、EDA等支

撑环节。 目前已有13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预

计实现净利润的平均数超过1.54亿元，预计净

利润增幅的平均数大于46.31%。

随着芯片供应问题逐步缓解，部分与芯片

紧密相关的下游企业业绩出现复苏。

煜邦电力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400万元至2600万元， 同比扭

亏。 2022年上半年，随着上游供应商MCU等

芯片供应量持续增加，公司芯片采购紧张趋势

得以缓解，产能逐步释放，智能电力产品交付

客户进度加快， 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长；随着公司智能巡检业务合同额增长，收入

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华熙生物、厦钨新能两家科创板公司发布

了2022年上半年业绩快报。 东威科技、亚辉龙

发布了2022年半年报。

7月21日晚，VCP设备生产企业东威科技

披露2022年半年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约4.12亿元，同比增长17.8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312.38万元，同

比增长34.38%。 东威科技称，公司加强开拓市

场，拓展新领域，扩大销售，实现营业收入增

长。 同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降低成本费用，

增加其他收益，净利润同比增长较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