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价值发现、承销保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70家券商“护航”科创板乘风破浪

本报记者 胡雨

科创板迎来开市三周年。 作为市场重要参与机构，券商在价值发现、承销保荐等方面为科创板企业上市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收盘，共有70家券商为已上市及正在排队上市科创板的公司提供服务。

通过承销保荐、跟投等业务，不少券商在参与科创板市场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业务规模壮大。 正值科创板开市三周年之际，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这一利好性政策落地，业内人士认为这有望实现市场和券商的双赢，相对而言头部券商更具优势。

承销保荐与跟投增厚券商收益

3年前的2019年7月22日，首批25家公司集体登陆科创板市场，彼时共有14家券商出任这些公司的承销保荐券商；3年后截至2022年7月21日，已上市及正在排队上市科创板的公司累计突破800家，从事科创板承销保荐业务的券商扩容至70家。

Wind 数 据 显 示 ， 科 创 板 主 承 销 商 中 ， 中 信 证 券 、 中 金 公 司 、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三 家 “中 ” 字 头 券 商 占 据 行 业 前 三 位 ， 服 务 的 已 上 市 及 未 上 市 公 司 数 量 均 超 过 70 家 ； 海 通 证 券 、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 招 商 证 券 等 头 部 券 商 服 务 的 已 上 市 及 未 上 市 科 创 板 公 司 数 量 均 超 过 30 家 ， 位 居 行 业 前 列 。

在头部券商“强者恒强”的同时，对于一些具有特色竞争优势的券商而言，科创板开市以及后续不断建设完善令其具备了部分与头部券商“掰手腕”的实力。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民生证券服务的已上市及未上市科创板公司数量超过40家，在前述70家券商中入围前十；国金证券、国元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等多家券商累计服务的公司数量也达到了两位数。

“科创板开市三年，支持‘硬科技’的示范效应逐渐放大。 ”作为一家总部坐落在苏州的券商，东吴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苏州共有科创板企业46家，在全国各城市中位列第三，由东吴证券提供保荐承销服务的企业就有8家。 “作为苏州本土券商，东吴证券将继续贯彻‘坚持根据地、融入长三角 、服务中小微’ 的战略导向，助推优质科创企业全面对接资本市场。 ”

科创板跟投制度也使得不少券商能从投资角度分享优质公司价值。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科创板今年以来有近60家公司完成发行上市，其中有超过40家公司为其跟投券商带来了账面浮盈。 中信建投证券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晶科能源，截至7月21日收盘，其账面浮盈已超过3.77亿元。

做市业务有望实现“双赢”

就在科创板迎来开市3周年之际，日前上交所发布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及配套业务指南，在2022年5月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基础上，从做市服务申请与终止、做市商权利与义务、做市商监督管理等方面对科创板做市业务细则作出规定。

在东兴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刘嘉玮看来，科创板做市业务的开展有望实现市场和券商“双赢” 。 “在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科创板做市业务的开展有望为券商投资条线提供更多的风险对冲机会，降低主动投资风险敞口，稳定投资收益，预计科创板做市将成为券商重点发展的业务方向之一。 同时，做市有望提升科创板流动性和交易活跃度，实现板块和做市商的双赢，潜在业务空间或超预期。 ”

“引入做市商制度是注册制改革下的必然趋势。 ”在兴业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孙寅看来，引入做市商机制已具备一定市场基础，从试点资格要求来看，资本实力、交易能力和风控水平俱佳的头部券商更具优势。 对于券商板块后市表现，孙寅认为，市场回暖提振交易情绪和证券行业盈利修复预期，看好券商板块业绩修复和估值错配下的配置价值。

年内新上市科创板公司券商跟投浮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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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已上市及未上市科创板公司数量前十券商

图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券商跟投子公司

账面浮盈（万元）

（截至7月21日收盘）

688223.SH 晶科能源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37717.47

688348.SH 昱能科技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2134.60

688072.SH 拓荆科技-U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2248.25

688281.SH 华秦科技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1684.26

688120.SH 华海清科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10679.06

688052.SH 纳芯微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 10255.12

688349.SH 三一重能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802.56

688261.SH 东微半导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6891.04

688238.SH 和元生物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6652.00

688297.SH 中无人机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5727.98

今年以来新上市科创板公司券商跟投浮盈排名

积极布局重点开拓科创板业务

海通证券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林倩

海通证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姜诚

君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创板设立三年来，注册制

改革蹄疾步稳，其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北交所相继试点、成功实

施，为注册制全面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显著

的积极变化。

姜诚君指出，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以来，海通证券投行积极响

应，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为投行业务开展的核心

指导思想，在科创板业务领域积极布局、重点开拓，取得了显著成效。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科创板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的先河， 为全市场实行注

册制奠定了基础，也为未来资本市场的改革探明路径。 ” 姜诚君表

示，对科创企业而言，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下，符合国

家发展战略、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都可以在信

息充分披露的基础上顺利上市，交给市场去检验和评判。此项改革有

助于为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合理配置资源，改善以往未盈利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对投资者而言，姜诚君认为，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降低了科创型企

业市场准入门槛，激励投资者参与科创企业投资，为其提供良好的投

资标的。它有利于培养我国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在这些科创型企业中

找到真正具有前景的企业，分享其发展成果，获得投资收益。

三年来，科创板保持了发行上市常态化，已有400余家科创板企

业成功挂牌上市，募集资金超过6000亿元。 姜诚君表示，这有力支持

了实体经济发展，“硬科技” 企业登陆科创板有效促进了A股市场结

构优化，也使得广大投资者分享了改革成果。目前科创板已形成了多

维度、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可

借鉴样本，为全市场实施注册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保荐承销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在科创板公司保荐承销数量方面， 海通证券在全市场处于领先

地位。 海通证券提供的数据显示，自科创板开始受理IPO申请以来，

截至2022年6月30日，被上交所受理的拟上科创板企业中，有73家是

被海通证券保荐的，市场占比8.94%，排名第二；科创板累计挂牌IPO

企业中，海通证券保荐的有37家，市场占比8.58%，排名第四。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海通证券保荐的科创板公司募集资金

1083.38亿元，市场占比17.38%，排名第二；总市值排名前十的科创

板上市公司，海通证券保荐的占两家，分别是排名第一位的中芯国际

和第九位的中微公司。

在项目储备方面， 截至2022年6月30日， 海通证券在审科创板

IPO项目20家，市场排名第二。 此外，海通证券还储备了一批科创板

项目，将根据项目不同阶段进行培育、申报，为未来两年的投行业务

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具体业务特色方面，姜诚君表示，公司自科创板设立以来，紧

抓“硬科技” 的市场定位，完成了多个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项目，

在集成电路及生物医药领域成功打造了“海通品牌” 。

在集成电路领域，海通证券已具备领先的行业竞争力，公司保荐

的科创板集成电路行业企业涵盖了材料、设备、制造、封测、设计等上

下游领域，其中包括多家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明星企业，如中微公

司、沪硅产业、中芯国际。在生物医药领域，海通证券的行业竞争力不

断得到提高， 服务的医药类企业从细分角度包括了创新药、 化药、

CRO、CMO、医疗器械、检测早筛、互联网药店等众多领域，涵盖复

旦张江、奕瑞科技、南模生物、君实生物、之江生物、睿昂基因、迈威生

物、和元生物等医药龙头公司。

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目前，投行业务模式、业务理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姜诚君表示，投

行服务客户不再唯企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而论，而更多的是在国

家重点支持的行业领域内深入挖掘早期优质企业， 为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头部券商凭借综合的金融服务能力将占据更多

市场份额，这会进一步加速券商市场分化，催生“航母级” 投行。

姜诚君指出，在注册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投行业

务体系未来亟需完善的方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推动“行业

专业化”转型，投行从业人员亟需深化对新兴行业的认知、提高自身

专业能力；二是进一步向“一体化” 发展，在合规基础上促进研究资

源、销售资源和投行业务体系等多方面的有效协同，以适应注册制下

市场化的定价发行方式；三是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体系建设，坚守合

规执业底线，切实发挥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

作为头部综合型券商， 海通证券坚持从投行本源出发， 通过

“投、融、保、研”联动，投行部门以行业和区域双线布局，聚焦TMT、

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行业领域，围绕全产业链挖掘

重点企业，近三年来服务了一批核心技术突出、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

创新企业，投行品牌价值突出，客户认可度高。与此同时，海通证券立

足上海总部，辐射长三角、华东地区，设立江苏和浙江区域部，着力夯

实传统优势区域，并在广深、中部、西部等潜力区域不断加强布局，推

进属地化精准深度服务。

展望未来，姜诚君表示，公司将继续以打造“中国标杆式投资银

行”为目标，聚焦新兴产业体系和未来先导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对

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保持高度敏感，积极服务、培育和壮

大更多“硬科技”“三创四新”“专精特新” 企业，与企业、与中国资

本市场共同成长。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

逆市领涨 科创板有望持续走强

●本报记者 吴玉华

7月21日，A股市场震荡调整， 上证指数、深

证成指、 创业板指分别下跌0.99% 、0.94% 、

0.50%，上证指数跌破3300点，沪深两市日成交

额达1.02万亿元。 在市场调整之时，科创板表现

一枝独秀，科创50指数上涨1.10%，多数科创板

股票以上涨迎接7月22日科创板开市三周年的

到来。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国内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更有利于成长股上涨，科创板中占比较高的行业

产业景气度高，在盈利的带动下，科创板有望持

续企稳走强。

表现一枝独秀

7月21日，沪深市场成交额小幅放大，其中

沪市成交额为4206.97亿元， 深市成交额为

5975.13亿元。 沪深两市上涨股票数为1594只，

其中82只股票涨停； 下跌股票数为3071只，2只

股票跌停。 此外，北交所有16只股票上涨，7月21

日A股合计超1600只股票上涨。

在7月21日个股跌多涨少的情况下，科创板

表现一枝独秀，科创50成分股中，上涨股票数达

33只；整个科创板437只股票中，有256只股票上

涨。科创板7月21日成交额达578.99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显著放量；科创板成分股方邦股份、祥生

医疗20%涨停，中微公司、思瑞浦、澜起科技等股

价涨逾6%。

从资金面来看，Wind数据显示，7月21日两

市主力资金净流出335.14亿元，1650只股票获得

主力资金净流入，3075只股票遭遇主力资金净流

出，而科创板仅遭遇主力资金净流出3.39亿元。

申万一级行业中，电子、汽车、传媒板块主力

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为3.73亿元、0.89亿

元、0.24亿元。 有色金属、电力设备、基础化工板

块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出23.67

亿元、16.68亿元、10.62亿元。

个股方面，洛阳钼业、露笑科技、京山轻机主

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入13.24亿元、

4.51亿元、4.28亿元。 天齐锂业、赣锋锂业、盐湖

股份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出

11.67亿元、11.52亿元、8.24亿元。

科创板股票中，容百科技、金山办公、中芯国

际主力资金净流入规模超过3000万元，极米科技、

华海清科、 厦钨新能等多只股票主力资金净流入

规模超2000万元，有186只科创板股票获得主力资

金净流入，占比超过四成。

科创50指数估值有望提升

在7月22日迎来开市三周年之际， 科创板

在7月21日逆市上涨，领涨市场。 自4月27日创

下853.21点低点以来，科创50指数已累计上涨

27.92%， 反弹幅度超过同期上证指数和深证

成指。

对于科创板，建泓时代投

资总监赵媛媛表示，最近科创

板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体现出

一定相对收益优势。主要原因

是：第一，科创板三周年之际，

科创板参与门槛下调等政策

利好值得期待；第二，科创板

7月解禁高峰即将过去；第

三，最近利率下行提高市场对

成长股的偏好程度； 第四，最

近外资流入减慢，对大盘股的

估值提升减弱。以半导体设备

为代表的中报催化板块，以能

源信息化、鸿蒙代表的主题催

化板块都值得关注。

“当前国内宽松的流动

性环境更有利于成长股上涨。

由于科创板中占比较高的行

业 （新能源光伏、 电子半导

体）景气度较高，中报业绩确

定性较强，在盈利走强的带动

下，科创50指数估值有望持续

提升。 ”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董忠云认为。

对于市场担心的科创板

解禁问题， 浙商证券首席策

略分析师王杨认为“影响有限” ，原因在于，

“大非” 解禁后股价往往易涨；“小非” 解禁

虽有影响，但1-4月市场已进行调整，且7月

“小非” 解禁规模占比较低。

在价值发现、承销保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70家券商“护航” 科创板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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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雨

科创板迎来开市三周年。作为市场重要参与

机构，券商在价值发现、承销保荐等方面为科创

板企业上市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Wind数据

显示，截至7月21日收盘，共有70家券商为已上市

及正在排队上市科创板的公司提供服务。

通过承销保荐、跟投等业务，不少券商在参

与科创板市场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业务规模壮

大。 正值科创板开市三周年之际，做市交易业务

实施细则这一利好性政策落地，业内人士认为这

有望实现市场和券商的双赢，相对而言头部券商

更具优势。

承销保荐与跟投增厚券商收益

3年前的2019年7月22日， 首批25家公司集

体登陆科创板市场， 彼时共有14家券商出任这

些公司的承销保荐券商；3年后截至2022年7月

21日， 已上市及正在排队上市科创板的公司累

计突破800家，从事科创板承销保荐业务的券商

扩容至70家。

Wind数据显示，科创板主承销商中，中信

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三家“中” 字

头券商占据行业前三位，服务的已上市及未上

市公司数量均超过70家；海通证券、国泰君安

证券、招商证券等头部券商服务的已上市及未

上市科创板公司数量均超过30家， 位居行业

前列。

在头部券商“强者恒强” 的同时，对于一些具

有特色竞争优势的券商而言， 科创板开市以及后

续不断建设完善令其具备了部分与头部券商“掰

手腕”的实力。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民生

证券服务的已上市及未上市科创板公司数量超过

40家，在前述70家券商中入围前十；国金证券、国

元证券、东吴证券、东兴证券等多家券商累计服务

的公司数量也达到了两位数。

“科创板开市三年，支持‘硬科技’ 的示范

效应逐渐放大。 ” 作为一家总部坐落在苏州的券

商，东吴证券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目前苏州共有科创板企业46家， 在全国各城市

中位列第三， 由东吴证券提供保荐承销服务的

企业就有8家。 “作为苏州本土券商，东吴证券

将继续贯彻‘坚持根据地、融入长三角、服务中

小微’ 的战略导向，助推优质科创企业全面对接

资本市场。 ”

科创板跟投制度也使得不少券商能从投资

角度分享优质公司价值。 Wind数据显示，截至7

月21日， 科创板今年以来有近60家公司完成发

行上市， 其中有超过40家公司为其跟投券商带

来了账面浮盈。 中信建投证券子公司中信建投

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晶科能源， 截至7月21日收

盘，其账面浮盈已超过3.77亿元。

做市业务有望实现“双赢”

就在科创板迎来开市3周年之际，日前上交

所发布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及配

套业务指南，在2022年5月证监会发布的《证券

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 基础

上，从做市服务申请与终止、做市商权利与义务、

做市商监督管理等方面对科创板做市业务细则

作出规定。

在东兴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刘嘉玮看

来，科创板做市业务的开展有望实现市场和券商

“双赢” 。“在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科创板做市

业务的开展有望为券商投资条线提供更多的风

险对冲机会，降低主动投资风险敞口，稳定投资

收益，预计科创板做市将成为券商重点发展的业

务方向之一。 同时，做市有望提升科创板流动性

和交易活跃度，实现板块和做市商的双赢，潜在

业务空间或超预期。 ”

“引入做市商制度是注册制改革下的必然

趋势。 ” 在兴业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孙寅看

来，引入做市商机制已具备一定市场基础，从试

点资格要求来看，资本实力、交易能力和风控水

平俱佳的头部券商更具优势。 对于券商板块后

市表现，孙寅认为，市场回暖提振交易情绪和证

券行业盈利修复预期，看好券商板块业绩修复和

估值错配下的配置价值。

券商简称 服务公司数量（家）

中信证券 114

中金公司 88

中信建投 79

海通证券 75

国泰君安 69

华泰联合 67

民生证券 44

招商证券 30

安信证券 27

国信证券 23

服务已上市及未上市科创板公司数量前十券商

数据截至2022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