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交所：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深交所10月24日消息，国家产融合作

试点城市“一城一策” 路演活动近日在青

岛市举办。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

大对重点产业链、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

业融资支持力度，服务更多科技创新企业

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发展壮大。

搭建多方对接服务平台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委省政府、 工业

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 青岛市

委市政府、深交所等单位联合组织，共吸

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市公司、 拟上市企

业、商业银行、投资机构等代表500余人

现场参加。

此次活动进一步汇聚各方优势资源，

搭建多方对接服务平台。 首先，聚焦山东

省、青岛市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举行专

场对接会， 涵盖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数

实融合重点项目、 专精特新高成长企业、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虚拟显示等

领域，为当地优势主导和重点支持产业引

入耐心创投资本。

其次， 发挥深交所市场平台功能作

用，全方位响应山东省发展需求，设置重

点产业投融资路演、智能制造与新材料项

目专项路演等多个环节。

第三，深入落实“并购六条” ，举办企

业上市融资与并购重组闭门路演，及并购

重组专题培训会，鼓励优质企业通过并购

重组登陆资本市场。

通过专题路演， 此次活动为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领域的17家优质重点企业提

供现场投融资对接服务；同时，还通过信

息展示为100余个优质项目提供宣传对

接。据悉，有10余家企业确立投资意向，后

续将通过上市培育、路演支持、产业对接

等方式推动相关企业全覆盖。

同时，深交所还举办了并购重组专题

交流会，为上市公司和重点优质企业提供

优质培训对接服务，近300人与会交流。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动能”

“一城一策” 路演活动是工信部联合

深交所等单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探索产融合作新模式新路径，在国家产融

合作试点城市搭建投融资对接平台的系

列品牌活动，有助于打通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金融服务生态链，促进金融“活水”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动能” 。

前期首场 “一城一策”（石河子站）

活动，已有新材料、低空经济领域优质企

业与金融机构实现对接，“一城一策” 交

流平台作用逐步显现。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深

交所将进一步完善产业培育体系和在地

化服务网络， 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布局，更

好支持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加大对

重点产业链、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融

资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股、债、

基、衍等多元化产品供给，形成各类资金

接续支持、循环投入的健康生态，服务更

多科技创新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发展

壮大，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资本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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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江苏南通举行

（上接A01版）中国证券报以发布“中证智能财保” 新产品为

契机，提出“信披错误清零计划” 的愿景和行动，助力上市公司适

应“两强两严” 监管要求，常态化、高质量做好信息披露各项工作。

本次论坛同时举办第二十六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揭

晓了2023年度金牛卓越企业家奖、2023年度金牛企业家成就奖、

2023年度金牛企业家创新奖、2023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

2023年度新质企业金牛奖、2023年度金牛小巨人奖、2023年度港

股金牛奖、2023年度金牛董秘奖、2023年度金信披奖九大奖项。

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是中国证券报打造的金牛系列评选活动

之一，创立于1999年，凭借严谨、客观、科学、透明的评选体系，着

力搭建中国资本市场最权威、专业、高效的交流和品牌展示平台，

致力于打造资本市场最具公信力的上市公司权威奖项， 成为引领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一面旗帜。

本次论坛由中国证券报与南通市人民政府主办。 第十四届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

长、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华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德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常务副会长孙念瑞等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下好创新协同一盘棋

“江海明珠”南通勇争先

（上接A01版）斗志昂扬拼经济、抓项目、优服务，“七虎竞南

通”的格局让南通经济发展动力澎湃、后劲十足。

从狼山脚下的一叶扁舟，到全球市场的踏浪而歌，交通通达使

南通发展经贸具备天然优势，开放成为其与生俱来的基因。

看“朋友圈” ，南通与全球203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经贸往来；

看外贸，2023年全年南通外贸进出口总额超3500亿元，2024年前8

月实现外贸进出口2538.9亿元，同比增长11.2%；看外资，南通与外

资携手走过41年，累计超过5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流入，在营外资

企业数量达3800多家……开放， 成为南通经济发展的关键 “密

码”和韧性源泉。

“自1985年以来，南通逐渐形成了以纺织、船舶制造、化工等

行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 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研究员、沿海沿江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陈长江表示，南通在改革

开放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随着产业升级和开放的不

断深化，逐渐以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 例如，电子信

息、海工装备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使南通的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国际

竞争力持续增强。

以创新增动力

9月26日，在国内同类型船舶中技术最先进、起重能力最大的

双臂架变幅式起重船“二航卓越”号举行交付仪式，从南通起航的

“大国重器”再添新成员。

逐浪深蓝，向“新” 而兴。拥江抱海的南通，船舶海工产业优势

得天独厚， 全国约1/10的船舶和1/4的海工装备制造规模在此集

聚。 亚洲最大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国内首制极地探险邮轮、全球

最大24000TEU级集装箱船等一艘艘“海洋明珠” 从这里出江入

海。 2023年，南通船舶海工产业总产值近18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18%；2024年全年预计突破2000亿元。

奋楫“智” 造，焕新升级。江苏大生集团建成“十四五”全国第

一个智慧纺纱工厂， 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30%， 生产效率提升

25%；罗莱生活建成智能绣花车间，生产效率提升25%，设备利用

率提升10%……“织” 造变“智” 造，越来越多的南通纺织企业在

智能化、绿色化赛道风生水起，勾勒出一幅产业升级的新画卷。

7月，上海交通大学南通先进技术研究院在南通高新区揭牌成

立；8月，南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实

施意见》；9月， 南通高新区雄安创新港在雄安新区揭牌……传统

产业焕新、新兴产业追新、未来产业领新，船舶海工、高端纺织、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阔步向前。 2024年前8月，南通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6%，

高于规上工业平均增速4.7个百分点。南通提出，到2025年，六大产

业集群产值力争超过13000亿元。

围绕优势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产创融合撬动智能制造，南通

正发挥地域优势与产业优势，促产业创新协同、引活水“资” 润江

海。 10月24日，以“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协同”为主题的2024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第二十六届上市公司金牛奖颁奖典礼举

办，吸引全国数百家优秀上市公司齐聚南通。同期开幕的第三届南

通投资大会聚焦资本赋能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为南通吸引优质

投资。 当天，总规模50亿元的南通产业链发展基金揭牌，江苏南通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项母基金发布，将为南通做优新兴产业、持

续壮群强链注入新动力。

以协同强活力

百公里之外，上海是链接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一江之隔，苏

州是中国最强地级市。 作为上海“1+8” 大都市圈长江北岸唯一城

市，南通和上海、苏南紧紧相连，“左右逢源” 。

近年来，南通积极抢抓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

多重机遇，持续推进深层次对接上海、宽领域融入苏南，取得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

在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构建方面， 南通聚力打造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八龙过江” 格局正加快形成；在产业创新共建迈向纵深

方面，近五年沪通两地产学研合作项目数以年均20%的速度递增，

总数超过1000项；目前已建有苏锡通科技产业园等19个跨江合作

园区。

聚焦进一步融入和服务上海，进一步深化跨江融合，加快提升

都市圈同城化水平，南通确立五个协同方向：产业协同，共同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科技协同，全力营造深度融合

的创新生态，持续推动县（市、区）和产业园区在上海、苏南开展

“飞地孵化”“离岸创新” 协作；绿色协同，统筹生态共保与绿色转

型；开放协同，主动承接上海、苏南开放功能，探索通过“联盟+联

动” 模式，用好江苏自贸区联动创新发展区政策，引入更多赋能产

业发展的创新举措；机制协同，积极开展区域一体化改革创新。

下一步，南通将加快跨江融合，推动与上海、苏州同城化，更好

发挥沿江向西、沿海向北传导辐射带动作用，奋力打造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重要支点。

长江口北岸，车流不息，舟行不怠。 锚定“下一个万亿” ，站在

发展“风口”的南通，正承担起助力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

区建设的历史重任。

2024东亚海洋博览会

在青岛举行

10月24日， 参观者在2024东

亚海洋博览会上参观。

当日，2024东亚海洋博览会

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幕。 本届展会

以 “从蔚蓝到未来———蓝色·海

洋·科技” 为主题，总展览面积约

60000平方米， 设立海洋新材料、

海工装备与海洋科技、 海洋应急

与救援产业和山东海洋发展成果

四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500余家

相关机构参展。

新华社图文

ETF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境内ETF市场经历了以下主要的发

展历程：

（1）起步阶段

2004年12月，国内第一只ETF（上证

50ETF） 成立。 2005至2006年， 上证

50ETF、深证100ETF、上证180ETF和中

小100ETF分别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

至此，国内ETF市场正式诞生并逐步发展。

（2）跨市场ETF诞生

2012年5月， 首批两只沪深300ETF

作为跨市场ETF正式上市， 开启跨市场

ETF新纪元。 同年8月9日，华夏恒生ETF

和易方达恒生H股ETF成立，两只ETF通

过QDII渠道投资于香港市场， 并于2012

年10月22日上市， 分别挂钩恒生指数、恒

生中国企业指数。

（3）品种拓展阶段

2013年3月5日，首只债券ETF（国泰

上证5年期国债ETF）正式成立。 同年7月

18日， 首批黄金ETF成立。 这一时期至

2019年，ETF进入品类拓展， 投资非中国

市场ETF、商品期货ETF陆续落地，行业

主题、 风格策略ETF也迎来蓬勃发展，受

到投资者的青睐。 2015年，国内首只ETF

期权———华夏上证50ETF期权上市交易，

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场内权益衍生品产品

体系。

（4）高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资本市场快速发展， 注册

制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持续

推进，ETF也迎来了高速发展。 ETF

纳入互联互通、ETF期权加速落地、

指数增强ETF试点、ETF互挂模式让

投资者可以使用的ETF工具更加灵活

多样。

中国的ETF市场经历了从起步阶段

到多样化发展的历程，涵盖了不同的资产

类别和投资主题。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

断开放和金融创新的推进，中国的ETF市

场将持续增长。

选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部编

著的《深交所ETF投资者问答》（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版）

■ 深交所ETF投资问答

三季报陆续披露

公募基金“反弹先锋” 持仓曝光

近日， 公募基金2024

年三季报陆续披露。 在A股

市场近期走强的背景下，

那些及时跟进且实现超额

收益的主动权益基金 （包

括普通股票型、 偏股混合

型、平衡混合型、灵活配置

型基金） 再度回归公众视

野。 从这些“反弹先锋” 的

持仓情况看， 北交所以及

科创板个股成为贡献业绩

的主要力量。

部分绩优基金经理在

三季报中表示，投资者此前

预期过于悲观，市场信心近

期得以修复。随着各项政策

陆续实施，未来股市行情值

得期待。

●本报记者 王鹤静

超七成主动权益基金实现正收益

9月24日以来， 上证指数累计涨幅接

近20%。 今年以来，超七成主动权益基金

已实现正收益。

在本轮行情中，多只主动权益基金业

绩强势反弹。 Wind数据显示，9月24日至

10月 23日， 同泰开泰A收益率高达

85.76%，位居主动权益基金榜首；易方达

基金、景顺长城基金、汇添富基金、华夏基

金、中信建投基金、嘉实基金旗下的北交

所主题两年定开基金收益率均大幅走高。

10月24日，同泰开泰A披露了2024年

三季报。 基金经理王秀在三季报中介绍，

该基金持仓集中于先进制造、 信息传输、

软件、信息技术服务、消费等方向，尤其是

北交所“专精特新” 的优质公司，整体仓

位维持在九成。

截至三季度末，同泰开泰A前十大重

仓股全部为北交所个股， 其中连城数控、

曙光数创、海泰新能等均为此轮行情中涌

现出来的“翻倍股” 。今年以来，该基金将

投资方向转向北交所市场，一季报显示其

前十大重仓股已全部切换至北交所标的。

此前北交所市场持续单边下跌，同泰开泰

A今年以来的收益率刚刚由负转正。

泰康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A基金经

理、泰康基金权益研究部负责人陆建巍在

三季报中提示， 作为小微企业的集中地，

北交所股票面临着估值和业绩的双重压

力。在9月最后一周的行情中，北交所股票

快速上涨，主要基于增量资金的流入。

科技主题基金业绩亮眼

除北交所外，本轮行情中表现最为亮

眼的是以半导体为首的科技板块。 在相关

板块的带动下，多只科技主题基金继年初

的人工智能行情后，业绩再度走强。9月24

日至10月23日，德邦鑫星价值A、万家自

主创新A、 银河创新成长A等收益率均达

到了60%左右。

围绕三季度的操作思路，银河创新成

长A基金经理郑巍山在三季报中表示，三

季度配置重点依然是具有创新属性的科

技领域， 主要投资方向为硬科技领域，配

置上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

万家自主创新A基金经理黄兴亮在

三季报中透露， 主要减持了机器人板块，

增持了性价比进一步凸显的芯片和软件

公司个股。该基金持仓主要包括半导体和

软件行业。

具体来看，截至三季度末，寒武纪均

位列德邦鑫星价值A、万家自主创新A、银

河创新成长A的前十大重仓股，中芯国际

也是万家自主创新A、 银河创新成长A的

前十大重仓股。 9月24日以来，中芯国际、

寒武纪分别大涨117.73%、99.99%， 股价

一度刷新历史新高。 此外，德邦鑫星价值

A三季度末重仓的罗博特科、 太辰光、源

杰科技在此期间股价也实现了翻倍。

此外，大摩数字经济A、东财数字经

济优选A等主题基金也紧跟科技行情。 截

至10月23日，这两只基金今年以来的收益

率已达到70%以上，位居主动权益基金前

列。根据已披露的三季报，三季度，大摩数

字经济A大举增持中际旭创、 新易盛、沪

电股份、天孚通信、海光信息、深南电路、

工业富联，新进持有歌尔股份、润泽科技、

英维克。

行情或更具持续性

作为此轮行情中的 “反弹先锋” ，上

述主动权益基金的基金经理在三季报中

分享了自己对于市场以及行业的观点。

黄兴亮表示，国内一系列增量政策密

集出台，包括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资本

市场政策等， 使投资者的热情迅速升温，

市场快速反弹。 黄兴亮认为，未来若各项

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陆续落地，A股上涨

将更具持续性。

部分基金经理较为看好半导体产业

的投资机会。“目前，全球半导体行业正处

于上行阶段，各种科技创新层出不穷。”郑

巍山表示，对该行业发展抱有充足信心。

9月24日以来， 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接近20%。今年以来，超七成主动权益基

金已实现正收益。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