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来，深耕“硬科技”，科创板为科创企业撑

起了一片新天地。

定位“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科创板为越来

越多科创企业畅通金融血脉，有力推动着上海金融

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融合联动，为强化金融资源配

置能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年来，坚持制度创新，科创板为资本市场开

辟了一块“试验田”。

作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创板以注册制试点触发了发行、上市、交易、治

理、退市等一系列环节的结构性突破，一系列创

新制度落地见效，推动系统性改革迈向纵深。

乘势而上千帆竞，策马扬鞭自奋蹄。面向未

来，科创板将板持续深化关键制度创新上迈出新

步伐、释放新活力，让越来越多优质科创幼苗板资

本的加持下，早日成长为参天大树。

■者报记者 唐玮婕

上市包容性再增强

6月13日，是科创板开板三周年的日

子；7月22日，将迎来科创板开市三周年。

把时针拨回到2018年11月5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作为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之一交给上海。就是从

那一刻起，一幅科创与金融深度互融的新

画卷，在东海之滨、黄浦江畔徐徐展开……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13日，也就是

开板三周年之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达

428家，累计IPO募集资金约6110.68亿元，

总市值超5.1万亿元。在这些上市公司中，

共有149家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占比为

35%；87家生物医药公司、81家高端装备

公司，占比都接近20%。

2019年1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的实施意见》，上海证交所发布《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

稿）》等文件，一整套更具包容性的科创板

上市条件逐步成型，为科创板问世奠定制

度基础，也为更多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发

展壮大提供便利。坚持多元包容的上市标

准是科创板的一项优势，这里率先允许符

合科创板定位、尚未盈利或存在累计未弥

补亏损的企业挂牌上市。数据显示，三年

来，艾力斯、迈威生物、拓荆科技、上海谊众

等一大批尚在研发高投入阶段的企业，都

是凭借此项制度突破顺利登陆资者市场。

而今年6月，上海证交所又将科创板第五

套上市标准的适用企业范围从创新药企业

拓宽至医疗器械企业，标志着科创板包容

性进一步增强。

创新和完善制度体系成为三年来科创

板建设的主线。为有效发挥市场价格发现

功能，2021年，科创板通过完善高价剔除

比例、加强询价报价行为监管等新举措，

促进买卖双方均衡博弈，提升发行定价市

场化水平，市场博弈愈加充分。而很快，

科创板又将率先引入探索做市商制度，提

高市场流动性，保持交易活跃度，还可以

平抑市场波动，进一步促进市场的价值发

现功能。

率先试点注册制

作为全面注册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科

创板率先试点，通过进一步优化上市环节、

提高发审效率，充分尊重市场，有效发挥市

场价格发现功能，为科创企业融资提供更

加高效便捷的通道，不仅让更多资金向科

技创新领域集中，也让更多投资者可以分

享优质科创“幼苗”的成长价值。自注册制

改革试点以来，A股市场年度IPO发行个股

数量和首发募集资金总额持续上升。德勤

中国最新发布的今年一季度A股IPO报告

显示，尽管受到全球宏观走势以及疫情带

来的种种挑战，我国资者市场新股融资表

现依然十分强劲，一季度上海证交所位居

全球融资额排行第一，引领全球新股市场。

“硬科技”成色凸显

科创板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主要服

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

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充分体现了我

国资者市场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历

经三年淬炼，“硬科技”成色愈加凸显。

2019年至2021年，科创板上市公司的

研发投入总额分别为527.4亿元、668.5亿

元及873.28亿元，累计研发投入金额超

2000亿元；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

总额分别为1.23亿元，1.56亿元及2.04亿

元，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从研发人员数

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来看，三年期间该

数值分别为29.6%、28.8%及29.5%。

截至目前，科创板上市公司总计获得

84988件专利，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专利数量

为200件；其中发明专利数量多达64484件，平

均每家上市公司的发明专利数量达152件。

制度创新持续突破

科创板在交易制度创新、询价制度创新

以及做市商制度创新上持续突破，对于完善

我国资者市场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

做市商制度，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有利

于科创板进一步做大做强。

5月1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科

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上海证交

所也同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及配

套业务指南，并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这标志

着科创板实施做市商制度已进入倒计时。

科创板是整个A股市场制度创新的一片

试验田，做市商的引入不仅将丰富科创板交

易制度，也将提供流动性注入的新渠道。

助力上海创新驱动发展

今年5月最新挂牌上市的“张江ETF”有望

成为资者市场上的一张“上海名片”。上海科创

办披露的数据显示，张江示范区拥有强大的

创新产业集群，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50家，首

发募资总额达1368亿元，占全国的近1/3。

上海是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正在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设立

在上海证交所的科创板架起了一条打通金

融与科技的快速车道，更成为推动上海经济

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力量。

三年来，一大批上海的优秀科创企业登

上了科创板的舞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3

日，者市科创板上市企业已达63家，占比

15%；总市值10853亿元，占比21%。从行

业分布看，集成电路及生物医药的占比超过

六成。

为了支持更多“硬科技”企业对接科创

板，上海早在2019年7月就推出了“浦江之

光行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科委、市经

济信息化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力，服务上海科

创企业利用资者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作

为“蓄水池”，科创企业上市培育库去年新增

入库企业275家，累计入库1557家。

为强化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有力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融合联动

撑起“硬科技”新天地 开辟资本市场“试验田”
三年来，科创板在制度创新上持续探索，为科创企业畅通金融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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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开板。 者报记者 婧婧摄

2018年11月5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时宣布，将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

2019年1月23日 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总体实施方案。

2019年1月28日 中国
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
册制的实施意见》。

2019年6月13日 第十
一届陆家嘴论坛上，科创板正
式开板。

2019年7月22日 科创
板首批25家公司上市，上海
证交所科创板市场正式启幕。

2020年1月16日 科创
板总市值突破1万亿元。

2020年6月12日 中国
证监会同意华兴源创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注册申请，这是首单科创板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2020年6月30日 科创
板总市值突破2万亿元。

2020年7月31日 科创
板总市值突破3万亿元。

2021年5月27日 科创
板总市值突破4万亿元。

2021年6月11日 上海
证交所发布科创板上市公司
科创属性持续披露指引。

2021年7月22日 科创
板总市值突破5万亿元。

2021年7月23日 上海
证交所发布转板上市审核规
则相关指引。

2022年5月9日 上海证
交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上证科创板生物医药指数。

2022年6月10日 上海证
交所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适用指引第7号——医疗器械
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

科创板大事记

开板三周年
总市值超5.1万亿元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上市公司总计获得84988件专利

“浦江之光行动”
支持更多企业对接科创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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