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张江科学城，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

基地正持续延伸着辐射网络，通过层层递

进的上市企业储备库、培育库、推荐库，汇

聚一批优质科创企业，为科创板源源不断

输送着“硬核”上市资源。

3年多来，科创板已形成一股“长三

角力量”和一座“上海高地”。截至目前，

长三角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达205家，占

全国的46%；总市值2.98万亿元，占科创

板总市值的51%。其中，上海共有科创板

上市公司71家、总市值1.4万亿元、首发

融资1836亿元，总市值和首发融资规模

均位居全国各省市第一。

前不久，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举

办了一场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双碳时代发

展趋势专场沙龙，来自行业内的20多家

金融机构、长三角拟上市企业代表以线上

线下方式汇聚一堂，围绕绿色金融和绿色

科创融合发展，共话新机遇，探寻新路径。

自2019年4月启动运营以来，基地依

托线上信息管理系统和线下特色品牌活

动，吸纳创投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

149家头部机构成为联盟成员，对接国家

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各地上市公司协会等功能性

平台，推动产业、资本在平台上持续良性

互动。

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浦东正在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引领区，其中一项重点任务就要找准政

府和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水

平中的着力点。新区金融局将持续发挥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平台作用，加

强与上海证监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联动

协作，探索建立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推进优质企业

上市挂牌，为科创中心建设发挥重要支撑

作用。

在服务科创板注册制的同时，长三角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也是浦东新区扎实推

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浦东在其中充分发挥龙头作用，积

极呼应区域实体经济投融资和上市需求，

全面助力长三角企业对接科创板。

目前，基地建立了覆盖长三角的工作

网络，与南京、杭州、合肥等35个城市

结为联盟城市，实现长三角中心区

城市全覆盖，并在具有区域引

领的联盟城市中设立19个

分中心，通过各类线上

线下活动携手苏浙皖

协同发力，推动金

融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科创“长三角力量”和“上海高地”崛起

■本报记者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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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2019年11月3日，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要坚守定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

市，强化信息披露，合理引导预期，加强监管。

硬科技成色更加突出、试验田作用不断彰显

从无到有，科创板持续突破“创新边界”
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上市公司数量增至471家，总市值达

到5.61万亿元，指数体系扩容为1条核心

规模指数加上5条主题指数……一连串

从无到有的数据，印证着科创板开市3年

多来持续放大的强磁场效应。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大

任务，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

3年多来，科创板汇聚了一批市场认可度

高、研发实力雄厚、盈利能力突出的科技

创新企业，硬科技成色更加突出，试验田

作用不断彰显，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示范

效应持续释放，并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专注

于支持服务硬科技企业的主要市场板块。

硬科技内核迸发强劲新动能

开市3年多来，科创板以包容的姿态

不断突破“创新边界”，成色十足的硬科技

内核更是持续迸发强劲新动能，助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

截至8月31日，科创板全部459家公

司通过半年度报告、上市公告书等形式披

露了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业绩信息，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呈现

出较强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公司

共计实现营业收入5195.01亿元，同比增

长33%；实现归母净利润585.58亿元，同

比增长20%。超七成公司营收增长，85

家公司营收增长50%以上，31家公司营

收翻番，两成公司营收超过10亿元。

科创板始终聚焦高成长性行业，这些

高新技术产业的硬科技底色和研发创新，

为科创板的长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持

续迸发出强劲的新动能。

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金

额合计达到460.54亿元，同比增长2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为17%，63

家公司研发投入强度在30%以上；合计新

增发明专利超4800余项，平均每家公司

拥有发明专利数达到120项。

在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科创板产业

集聚效应和板块示范效应愈发凸显，重点

产业链业绩增长亮眼。目前，科创板集成

电路产业链公司达到73家，占A股同行

业上市公司约六成，已形成链条完整、协

同创新的发展格局。而在生物医药领域，

驻扎的公司数量达到101家，创新药、医

疗器械等细分领域的优势较为明显，体外

诊断行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

分别同比增长66%和46%。

中信建投董事总经理董军峰认为，3

年间，科创板在基础制度创新方面进行了

诸多改革，充分体现了科创板在制度创新

性、包容性方面的突破，为国内科技创新

企业快速发展插上强有力的翅膀。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

9月18日，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追

踪科创板两大重要主题指数——科创芯

片指数和科创材料指数的4只ETF产品

获得批复，意味着科创主题投资赛道再次

扩围，不仅满足了投资者的配置需求，而

且对于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和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设立以来，科创板坚持服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

展，坚持服务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推动一

大批“硬科技”企业登上资本市场的舞

台。随着改革效应不断放大，科创板正在

逐步打通创新堵点痛点，成为融通新发展

动能的新支点，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

高水平循环。

作为科创板的“主场”，截至8月底，

上海共有科创板上市公司71家、总市值

1.4万亿元、首发融资1836亿元，总市值

和首发融资规模均位居全国各省市第

一。上海硬科技企业展现了巨大潜能与

活力，2021年，上海科创板公司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8%和201%，逐

步成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新引擎；科创

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13%，远高于全

国2%的平均水平，创新优势进一步确

立。首家红筹“回A”企业、首家同股不同

权、首家带期权的上市企业等多项全国

“首单”落地上海。

对于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

环，科创板上市公司复洁环保的董事长黄

文俊很有感受度：“资本注入推动研发创

新更快实现，充足的资金使得公司有足够

信心和想象来进一步创造。”复洁环保每

年研发投入都达到营业收入的6%左右。

在节能降碳方面，公司专门建立了研究中

心，以助推自身进一步发展。

提升科技引领力和国际竞争力

9月16日，中国证监会官网发布了首

批获得科创板做市商试点资格的券商名

单，申万宏源、华泰证券、银河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东方证券、财通证券、国信证券

以及国金证券等8家榜上有名，这意味着

科创板又一率先试点的制度创新——做

市商正在稳步推进中。

3年多来，科创板始终在创新和完善

制度体系，为资本市场开辟了一块制度创

新的“试验田”，特别是包容性、适应性明

显提升。就在今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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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华东区A股

上市业务主管合伙人赵海舟表示，今年前3

个季度，科创板的新股融资总额和新股数

量超过了上海的主板市场，证明注册制改

革成为A股市场的强大后盾，持续助力科

创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行股票获得融资。

迈入第三年的科创板也在吸引越来

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国际化水平持续提

升。今年以来，科创板外资机构交易占比

9%，较2020年、2021年分别上升7个和2

个百分点。目前流通市值持仓金额超过

1000亿元，占比近5%，较2020年底上升

1.6个百分点，与2021年底持平。此外，

MSCI（明晟）、富时、标普三大国际指数纳

入越来越多的科创板优质股票，科创板

50指数国际影响力与认可度逐步提升。

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科创板呈现出

的高成长性、高流动性、亮眼的IPO融资

额以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强科创属性，

是他们眼中科创板所具有的“比较优

势”。瑞银证券公司研究部总监连沛堃表

示，通过融资帮助科创企业长远发展，对

于未来中国新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面向未来，提升科技引领力和国际竞

争力将是科创板改革创新的发力点。上

海证券交易所方面表示，科创板将努力成

为“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枢纽”

的长期可投资市场，努力打造一个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在

上海鸣锣开市，首批25家公司正式

上市交易。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