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创新 积蓄动能

多家科创板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报喜”

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正在密集发布中。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收盘，共有1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通过业绩预告和经营数据公告剧透2024年上半年业绩。 具体来看，业绩预期增长（包括扭亏为盈）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共17家，目前整体报喜比例超94%。

业内人士认为，科创板上市公司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其业绩增长离不开研发投入和创新驱动。 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将有助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黄一灵

多家企业预计净利增幅超100%

� � � � 7月10日晚，共有新益昌、南亚新材、晶晨股份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其中，新益昌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7.40%-54.20%；南亚新材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200万元到5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晶晨股份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5.98%左右。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目前披露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整体延续了此前的高增长态势。 截至7月11日收盘，共有18家公司发布相关数据，其中17家预增，占比超过九成。

在业绩预增公司中，以预计归母净利润增幅最低值统计，共有10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增幅超100%；归母净利润增幅在50%-100%之间的有3家。

分 行 业 看 ， 上 半 年 归 母 净 利 润 预 增 的 科 创 板 上 市 公 司 主 要 集 中 在 半 导 体 、 生 物 医 药 等 行 业 。 具 体 到 个 股 ， 生 益 电 子 、 澜 起 科 技 、 微 电 生 理 增 幅 超 前 ， 分 别 预 计 增 幅 （ 同 比 增 长 下 限 ） 达 876 . 88 % 、 612 . 73 % 、 595 . 92 % 。 此 外 还 有 南 亚 新 材 、 佰 维 存 储 、 诺 唯 赞 三 家

公 司 实 现 扭 亏 。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下半年甚至全年的业绩情况，亦有公司给出预测。 “随着全球消费电子整体市场的积极因素不断显现、公司积极销售策略和内部挖潜措施的持续发力、新产品的不断上市及销量不断扩大、新增市场不断开拓、公司经营还将继续保持积极增长。 公司预计2024年第三季度及2024年全年营收将同比进一步增长，具体业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晶晨股份进一步表示。

多重利好因素

整体而言，上述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的原因可以归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因素。

外部因素是市场需求恢复或增长。生益电子表示，随着市场对高层数、高精度、高密度和高可靠的多层印制电路板需求增长，公司产量、销量 、营业收入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毛利增长，带动净利润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 澜起科技称 ，今年以来，一方面 ，公司内存接口及模组配套芯片需求实现恢复性增长，DDR5下游渗透率提升且DDR5子代 迭

代持续推进，2024年上半年公司DDR5第二子代RCD芯片出货量已超过第一子代RCD芯片。

下游行业景气度的回升亦带动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倍增。 宏华数科表示，本期业绩实现增长，主要系下游行业需求稳步提升，传统印染设备逐步向数码喷印设备替代转型，公司订单增长，业务规模持续放量。

内 部 因 素 则 是 持 续 耕 耘 主 业 ， 包 括 优 化 产 品 结 构 、 市 场 渠 道 拓 展 等 。 例 如 ， 道 通 科 技 预 计 上 半 年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01 . 03 % 至 111 . 62 % 。 谈 及 业 绩 增 长 原 因 ， 公 司 称 系 充 分 挖 掘 细 分 领 域 市 场 ， 巩 固 公 司 在 全 球 诊 断 、 检 测 领 域 的 技 术 优 势 和 市 场 优 势 的 同 时 ， 加 大 新 能 源 业 务 市

场 渠 道 拓 展 ， 持 续 降 本 增 效 改 善 盈 利 。

上半年整体销量同比快速增加的心脉医疗表示，国内市场方面，公司持续开发地市级、县级医院市场。 国际市场方面，公司持续推动全球范围内与区域行业领先客户的合作，持续推进主动脉及外周介入产品在欧洲、拉美、亚太等地市场准入和推广工作，积极推动新产品在欧洲和日本的上市前临床试验。

受益于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等因素，微电生理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95.92%-827.89%，公司表示，TrueForce压力监测射频消融导管等高值耗材销售占比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电生理市场的竞争力。

加码研发力度

科创板上市公司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自开板以来，业绩高速成长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最为鲜明的标签之一。

事实上，对于科创板公司而言，净利润的“风向标”作用正在减弱，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商业转化能力等要素日益成为衡量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 例如，评估创新药企业的“市研率”就是以研发投入、研发管线的价值为基础评估企业的投资价值。 而科创板的设立和运行，逐步将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导向转变为持续经营能力导向。

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科创板公司合计研发投入322.7亿元，同比增长18.2%，超70家公司披露产品研发或商业化取得突破，助力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合计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539.2亿元，同比增长6.7%，超30家公司披露研发、生产项目正在加速落地，为长远发展积蓄动能。

在最新的业绩预告中，还有公司“剧透”研发情况。 佰维存储称，公司在存储解决方案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测和测试设备等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2024年半年度研发费用约为2.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70%。 晶晨股份上半年公司研发人员相较去年同期增加108人左右，公司发生研发费用6.74亿元左右，相较去年同期增加0.66亿元左右。

某资深会计专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科创板上市公司整体处在爬坡迈坎的关键阶段，业绩规模较小。 成长型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 短期来看，经营业绩的波动和变化不可避免。 长期看，技术创新将有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实践表明，在较为有效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价值或长期发展质量，与公司短期业绩相关性并不高，而是很大程度上与公司研

发创新能力以及技术转化能力等硬实力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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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双向奔赴

业绩说明会新现象新趋势涌现

●本报记者 黄一灵

2023年报业绩说明会已落下帷幕。 业

绩说明会作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开展投

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广受市

场关注。

数据显示，以沪市为例，共计1901家

沪市上市公司在上交所旗下官方路演平

台“上证路演中心” 举办2023年报业绩说

明会，其中包括1635场单家沪市公司业绩

说明会及47场集体业绩说明会，沪市公司

覆盖率达 86% ， 视频活动召开比例为

40%。

中国证券报记者关注到， 从数量到形

式再到内容， 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面临重

塑，正在从“完成规定动作” 到“发挥主观

能动积极办” 、从“仪式演讲” 向“坦诚交

流”转变，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双向奔赴已

成为业绩说明会的新标签。

召开业绩说明会蔚然成风

召开业绩说明会不仅是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重要缩影，也是上

市公司董事会和“关键少数” 关注、尊重

投资者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掌门人” 领

衔一众高管召开业绩说明会已成上市公

司“标配” 。

以沪市为例， 上证路演中心作为沪市

企业举办业绩说明会的聚集地， 近五年来

（2020年-2024年）分别有567家、1313家、

1753家、1883家、1901家沪市上市公司在

上证路演中心举办年度业绩说明会， 其中

视频活动召开比例分别为9%、30%、32%、

33%、40%。

业内人士认为， 各项数据的逐年增长

也说明，以召开业绩说明会为抓手，加强投

资者关系管理， 已成为上市公司拥抱新发

展理念的求新求变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 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业

绩说明会的主角，其参与度持续提升。 在上

证路演中心举办2023年报业绩说明会的沪

市公司中， 单场出席的高管平均人数为4.5

人，88%的上市公司由董事长或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等至少四

人出席，较去年提升7个百分点，为历年最

高。 华电国际、渝农商行、中信金属、国泰君

安、重庆银行、九州通、首创环保、民生银

行、 中国平安等上市公司超10位管理人员

出席业绩说明会。

集体业绩说明会数量增多

从单家到多家，业绩说明会的召开形式

也在持续扩容，行业性、产业链性、集团性及

区域性等集体性业绩说明会层出不穷。

据悉， 沪市2023年报季各类集体活动

共计47场，涉及近300家上市公司。 沪市主

板方面， 先后推出“新质生产力”“ESG”

“幸福生活” 主题周，并紧扣主题重点策划

了8场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科创板方面，组

织24场线上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包括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重点策划活动数量相

较上一年增长50%。央企方面，中煤集团、招

商局集团、中国建材集团、国投集团、中国船

舶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下属上市公司

通过现场问答、线上互动等方式与投资者展

开交流，向投资者分享经营情况。

某投资经理表示， 高密度的集体活动

帮助投资者在相对集中的时间窗口， 纵向

了解行业生态和发展动向， 横向比较经营

业绩和研发进展， 从而更透彻地了解公司

情况，更深入地进行互动交流。

从“完成规定动作”到“发挥主观能动

积极办” 、从“仪式演讲”向“坦诚交流” 转

变，可以看出，业绩说明会正在为上市公司

和各类型投资者互动交流提供“大舞台” 、

充当“扩声器” 。

投资者参与积极性提高

从投资者端来看， 业绩说明会形式的

多样化也正在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互动情况统计显

示， 上市公司2023年报业绩说明会平均回

复率在90%以上，维持较高水平；投资者与

上市公司互动问答数量累计近4万条，数量

同比增长23%；投资者单条提问内容平均长

度47字， 上市公司单条回复内容平均长度

177字，相比去年126字提升40%。

其中，“新质生产力”“核心技术”“降

本增效”“机器人”“品牌” 等话题成为互

动热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从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的转变方向；“ESG”

“低碳”“排放” 等高频词体现出公司、行

业以及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中的重视和

探索；“分红”“利润分配”“市值管理” 等

成为中小投资者最热议的话题。

近六成项目浮亏

年内落地定增盈少亏多

●本报记者 乔翔

据Wind数据统计，以定增股份上市日为口径，今年

以来已有85个定增项目落地， 绝大部分定增项目目前仍

处在限售期。 整体来看，按照7月11日收盘价计算，在今年

落地的定增项目中，以后复权口径统计，有49个项目目前

处于浮亏状态，占比接近六成。

从明细来看，在85个定增项目中，市价定增有63个项

目，锁价定增有22个项目。 在63个市价定增项目中，目前

已有43单定增项目处于浮亏状态，占比接近七成；在锁价

定增项目中，有接近三成项目目前处于浮亏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锁价定增中，实控人包揽自

家定增，其账面浮盈相对可观。 不过，由于“自己人” 参

与定增，其限售期也相对较长，解禁时能否维持浮盈还

有待观察。

“自己人” 浮盈可观

2024年3月21日，万辰集团定增股份上市。公告显示，

本次发行价格为11.3元/股，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由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王泽宁全额认购。 按照当前最新股

价计算，万辰集团此次定增项目浮盈超过80%。

南亚新材董事长、 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包秀银也在定

增项目中斩获了一定的浮盈。 今年2月初，公司定增股份

上市，发行价为16.42元/股，募资总额约1亿元，包秀银全

额认购。 按照最新股价计算，包秀银此次参与定增的浮盈

比例已超过60%。

南亚新材7月10日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显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5200万元到58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8861.58万元到9461.58万元，实现扭亏为

盈。 南亚新材表示，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拓展市

场与业务，产品销量、营业收入、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均存

在较大改善，盈利能力提升；同时享受增值税进项税额加

计抵减政策增加其他收益，带来盈利增长。

按照现有规则， 定增有两大核心要素———定价方式

和定价基准日。 定价方式有两种，即定价和竞价。 定价基

准日主要有两种，即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和发行期首日。 一

般而言， 上市公司或选择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

准日， 采用定价方式在方案披露时即确定价格， 称作锁

价；或选择以发行期首日为定价基准日，采用竞价方式发

行，价格跟着二级市场随行就市，称为市价。

“之所以采用定价发行方式的锁价定增可以呈现出

较大的浮盈， 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系召开董事会的时间

可控，不少方案一开始就锁定较低价格。 ” 有投行人士表

示， 由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与最终定增股份上市日间隔

时间较长，待定增股份正式发行时，股价只要有所上涨，

就能实现浮盈。

在南亚新材此次定增中， 其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2022年10

月18日。 至该定增股份今年正式上市时，虽然期间公司股

价波动较大， 但只要公司当前股价高于发行价就能实现

浮盈。

“锁价定增可以进一步确定定增价格和参与方，降

低不确定性。 ” 但在前述投行人士看来，大股东参与定

增，其限售期一般达到18个月，甚至有的长达36个月。

“换言之，从确定发行价到定增股解禁，在这前期的浮

盈很有可能会受市场波动影响。 因此，一般而言，公司

内部股东参与自家定增，核心还是追求与公司一同成长

的收益。 ”

近七成市价定增浮亏

有人欢喜有人忧，从整体情况看，今年落地的定增项

目，特别是市价定增项目出现大面积浮亏。

据Wind数据统计， 在今年已落地的85个定增项目

中， 按照后复权口径计算， 有49个项目目前处在浮亏状

态，占比近六成。 从明细来看，浮亏主要出现在市价定增

项目中，即在63个市价定增项目中，目前已有43单定增处

于浮亏状态，占比接近七成。

以曲美家居为例，今年1月26日，公司发布2023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发

行对象共计11名，发行价格为4.6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

为5.45亿元。 在申购报价阶段，曲美家居共收到了18份申

购报价单，报价区间为4.37元/股至5.01元/股。

竞价结果显示，本次定增最终有诺德基金、财通基

金、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UBS� AG，

以及魏巍、董卫国等牛散成功获配。 按照后复权口径计

算，目前该笔定增的整体浮亏已超过40%。 其中，魏巍、

董卫国的认购金额为5000万元、2500万元。

按照最新股价计算，参与鑫铂股份定增的牛散单

小飞也出现了浮亏。 根据定增股份上市公告，公司本

次发行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 16名 ， 发行价格为

27.92元/股。

从最终确认的名单来看， 单小飞认购约537.25万股，

认购金额约1.5亿元，成为此次定增中单一最大的认购方。

同时，财通基金、诺德基金、华夏基金、中信证券资管公

司、 兴证全球分别认购1.37亿元、1.3亿元、4100万元、

9000万元、2600万元， 华泰资管旗下五只产品分别认购

2500万元。

“锁价定增和市价定增的参与方投资侧重点有所差

异，一般而言，选择市价发行的定增方案，虽然价格随行

就市， 但锁定期只有6个月， 对参与方而言相对更加灵

活。 ” 有市场人士表示，参与市价定增的投资者更加在意

的是中期股价波动。 从目前来看，由于受市场波动影响，

已经有部分参与者出现较大程度的浮亏。

Wind数据显示，以定增股份上市日为基准，截至7月

11日，今年以来已有85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增，实际募资

总额为1000.37亿元；去年同期顺利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

有175家， 实际募资总额为3642.19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

比， 今年以来实施定增的上市公司数量和实际募资规模

均有所缩减。

加快创新 积蓄动能

多家科创板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报喜”

A股上市公司业绩预告

正在密集发布中。 Wind数据

显示，截至7月11日收盘，共有

1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通过业

绩预告和经营数据公告“剧

透” 2024年上半年业绩。具体

来看，业绩预期增长（包括扭

亏为盈） 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共17家，目前整体报喜比例超

94%。

业内人士认为， 科创板

上市公司作为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的生力军， 其业绩增

长离不开研发投入和创新驱

动。 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将

有助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持

续发展。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科创板上市公司多处于快速成长阶

段，自开板以来，业绩高速成长是科创板

上市公司最为鲜明的标签之一。

事实上，对于科创板公司而言，净利

润的“风向标” 作用正在减弱，研发投入、

技术创新和商业转化能力等要素日益成

为衡量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 例如，评估

创新药企业的“市研率” 就是以研发投

入、研发管线的价值为基础评估企业的投

资价值。 而科创板的设立和运行，逐步将

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导向

转变为持续经营能力导向。

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科创板

公司合计研发投入322.7亿元， 同比增长

18.2%，超70家公司披露产品研发或商业

化取得突破，助力形成新的收入增长点；

合计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出539.2亿元， 同比增长6.7%，超

30家公司披露研发、 生产项目正在加速

落地，为长远发展积蓄动能。

在最新的业绩预告中，还有公司“剧

透” 研发情况。 佰维存储称，公司在存储

解决方案研发、芯片设计、先进封测和测

试设备等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增

强核心竞争力，2024年半年度研发费用约

为2.1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70%。晶晨股份

上半年公司研发人员相较去年同期增加

108人左右， 公司发生研发费用6.74亿元

左右，相较去年同期增加0.66亿元左右。

某资深会计专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科创板上市公司整体处在爬坡迈坎

的关键阶段，业绩规模较小。 成长型企业

相较于成熟期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因素。 短期来看，经营业绩的波动

和变化不可避免。 长期看，技术创新将有

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实践表明，在较为

有效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价值或长期发展

质量， 与公司短期业绩相关性并不高，而

是很大程度上与公司研发创新能力以及

技术转化能力等硬实力密切相关。 ”

7月10日晚，共有新益昌、南亚新材、

晶晨股份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发布2024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其中，新益昌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47.40%-54.20%； 南亚新材预

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200万元到58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晶

晨股份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95.98%左右。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目前披露的

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整体延续了此

前的高增长态势。 截至7月11日收盘，共

有18家公司发布相关数据， 其中17家预

增，占比超过九成。

在业绩预增公司中，以预计归母净利

润增幅最低值统计， 共有10家公司归母

净利润增幅超100%；归母净利润增幅在

50%-100%之间的有3家。

分行业看，上半年归母净利润预增

的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半导体、

生物医药等行业。 具体到个股，生益电

子、澜起科技、微电生理增幅超前，分别

预 计 增 幅 （同 比 增 长 下 限 ） 达

876.88%、612.73%、595.92%。 此外还

有南亚新材、佰维存储、诺唯赞三家公

司实现扭亏。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下半年甚至全年

的业绩情况，亦有公司给出预测。 “随着

全球消费电子整体市场的积极因素不断

显现、公司积极销售策略和内部挖潜措施

的持续发力、新产品的不断上市及销量不

断扩大、新增市场不断开拓、公司经营还

将继续保持积极增长。 公司预计2024年

第三季度及2024年全年营收将同比进一

步增长，具体业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晶晨股份进一步表示。

整体而言，上述科创板上市公司上半

年业绩增长的原因可以归为内部和外部

两大因素。

外部因素是市场需求恢复或增长。

生益电子表示，随着市场对高层数、高精

度、 高密度和高可靠的多层印制电路板

需求增长，公司产量、销量、营业收入均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毛利增长，带

动净利润获得较大幅度的提升。 澜起科

技称，今年以来，一方面，公司内存接口

及模组配套芯片需求实现恢复性增长，

DDR5下游渗透率提升且DDR5子代迭

代持续推进，2024年上半年公司DDR5

第二子代RCD芯片出货量已超过第一子

代RCD芯片。

下游行业景气度的回升亦带动科创

板上市公司业绩倍增。 宏华数科表示，本

期业绩实现增长，主要系下游行业需求稳

步提升，传统印染设备逐步向数码喷印设

备替代转型，公司订单增长，业务规模持

续放量。

内部因素则是持续耕耘主业，包括

优化产品结构、市场渠道拓展等。 例如，

道通科技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101.03%至111.62%。 谈及业绩增

长原因，公司称系充分挖掘细分领域市

场，巩固公司在全球诊断、检测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同时，加大新能

源业务市场渠道拓展，持续降本增效改

善盈利。

上半年整体销量同比快速增加的心

脉医疗表示，国内市场方面，公司持续开

发地市级、县级医院市场。国际市场方面，

公司持续推动全球范围内与区域行业领

先客户的合作，持续推进主动脉及外周介

入产品在欧洲、拉美、亚太等地市场准入

和推广工作，积极推动新产品在欧洲和日

本的上市前临床试验。

受益于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等

因素，微电生理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595.92%-827.89%， 公司表示，

TrueForce压力监测射频消融导管等高

值耗材销售占比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了

公司在电生理市场的竞争力。

加码研发力度

多重利好因素

多家企业预计净利增幅超100%

2024年第一季度，科创板公司合计研发投入322.7亿

元，同比增长18.2%。

322.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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