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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科创板迎来开市3周

年。3年里，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

增长至439家，总市值突破5.5万亿

元，IPO融资额超6000亿元。科创

板也集聚了一批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科创企

业，硬科技成色逐步显现。科创板

稳步试点注册制，在发行、上市、信

息披露、交易、退市、再融资、并购重

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硬科技”企业集聚地
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鸣锣

开市，翻开中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

的新篇章。

而随着昨天国博电子和隆达股

份的成功上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

量也因此扩容至439家。

如今的科创板已经在整个A股市

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安永的

报告就指出，2022年上半年，上交所科

创板IPO融资额首次超过主板，A股前

十大IPO中，5家来自科创板，上交所

也凭借328亿美元的融资额位列全球

第一，占全球总量的34%。

科创板上市公司呈现“高成长”

属性。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2021

年，科创板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为28%，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为70%，增幅领先A股其他板块。

从行业来看，如今的科创板上

市公司基本都集中于六大战略新兴

行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和高端装备制造行业为上市公司

数量最多的三大行业，分别达到

162家、92家、76家。科创板已经成

为生物医药公司在美国、中国香港

之外的全球主要上市地。

“硬科技”是这些上市企业的共

同标签。根据统计，截至7月21日

的437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四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相关公司数量分别

为161家、89家、72家、57家，占比

分别为36.84%、20.37%、16.48%、

13.04%，合计占比超86%。

“科创板成立短短3年，已成为

科技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体现了

我国资本市场的高水平发展及科技

产业的巨大潜力。”花旗中国商业银

行部总经理张旭表示，“随着我国经

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预计对全球

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加，未来

花旗希望助力更多科创板企业走向

广阔的国际市场。”

注册制改革“试验田”
自打“出生”以来，制度改革就

是科创板身上最亮的一张名片。3

年来，科创板稳步试点注册制，在

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

再融资、并购重组等方面进行一系

列制度创新，各项制度安排经受住

了市场检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表示，“科创板开市3年整体运

行平稳，在新股发行、交易制度等

方面做了有益尝试，有力地支持了

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同时通过

注册制改革试点积累了大量经验，

为我国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改革仍在继续。7月15

日，上交所发布相关规则和配套业

务指南，对科创板做市交易业务作

出更加具体细化的交易和监管安

排。上交所表示，科创板做市商机

制的推出是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

制度、进一步发挥科创板改革“试验

田”作用的重要举措，当前引入做市

商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科创板股

票流动性、增强市场韧性，更好推进

板块建设。

上交所副总经理刘逖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面对稳步推进注册制改

革的新形势，上交所将继续保持改

革定力，坚持“硬字当头”的板块定

位，进一步发挥好“试验田”的作用，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刘逖提出，

科创板将持续优化上市审核标准，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推进“开门办审

核”；此外，还要强化发行定价市场

化约束机制，研究推动创新交易机

制落地实施，完善持续监管相关制

度规则，提升市场获得感与制度吸

引力。

本报记者 杨硕

本报讯（记者 袁玮）“潮涌浦

江”投资上海全球分享季之“政银助

企、金潮拍岸、共绘虹图”北外滩优

化营商环境大会昨天在北外滩举

行。会上，围绕营商环境优化，重点

介绍了本轮疫情以来虹口区贯彻落

实中央及市区助企纾困、重振经济

相关政策的主要成效，发布了虹口

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试点5.0版方

案，并特邀一批市、区营商环境体验

官开展全过程参与和监督。同时，

充分发挥政府有效作为，积极推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成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等14家银行发布虹口振

兴经济普惠金融授信额度，并集中

发放了“政银助企 三贷联动”首批

贷款。会上，还举行了瑞华健康保

险、天演资本等重点金融企业签约

入驻北外滩的仪式。

近年来，虹口区始终将坚持扶

持发展“2+4产业”和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作为提升区域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上半年，面对疫情严

重冲击，虹口区经济运行表现较强

韧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1.31亿

元，同比增长2.67%，增速位居中心

城区第1位（也是全市16个行政区

增速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区）；金融服

务业、航运服务业两大主导产业逆

势增长，区级税收实现66.53亿元，

同比增长134.1%，占全区税收比重

达到64.4%，比去年同期提高35个百

分点，引领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虹

口区从优化营商环境1.0到4.0，每一

次都是以实际行动为企业送去更多

实惠和便利，此次发布的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5.0版方案，结合北外滩开发

建设和“2+4”重点产业发展，主要包

括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企业服务、工

程建设四个领域共112项举措。其

中，落实上海市方案72项举措，体现

虹口特色40项举措，还包括11项优

化北外滩营商环境举措。

目前，“上海北外滩、浦江金三

角”的金字招牌已然擦亮。6月以

来，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会在世界

会客厅举行，举办北外滩重点项目

签约大会等专场活动，累计370亿元

投资落地，中国供销粮油、紫金矿业

投资等优质项目纷至沓来，高能级

商贸综合体-上海华贸中心项目落

户北外滩。虹口正以超常规的行动

和举措提振信心，全力推动经济恢

复重振，同时通过构建开放共享的

营商新环境，让国内外优秀企业、创

新创业人才齐聚虹口、共绘“虹”图。

近日，申城高温天气持续。烈日酷暑下，河道保洁员们坚守岗位，在河面和岸边

挥汗如雨清理保洁，用汗水守护一河清水，默默地为河道环境清洁奉献力量。

图为近日在金山区海云路旁的景观河道上，保洁人员在“蒸笼”般的河面上进行

打捞作业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成妍 记者 江跃中）自6

月恢复营业以来，上海环

球港客流及销售额稳步提

升，总体恢复情况良好，针

对女装、餐饮等品类焕新

升级，上海环球港通过品

牌引进及现有门店升级，

逆势新开13家品牌门店，

向广大商户传递积极信

号，增强其发展信心。

目前，上海环球港已

陆续引入了BLUEGLASS、

殼空间、手挞柠檬茶等人

气品牌。MICHAELKORS、

TommyHilfiger、OVV、aojo、

百 思 图 、天 美 意 、

FLAGLAD等店面升级焕

新开业，在丰富场内时尚

品牌、满足广大消费者潮

流品质生活需求的同时，

展现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提振消费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

新开业商户中包括上海首

店品牌——殼空间（cas:

pace）。该商户是来自日

本东京的原创设计快时尚

品牌，是一家以原创3C艺

术空间为概念的线下实体

店。不同于传统的3C数

码配件店的运营模式，殼空间线

下商店更像一个艺术展览，打造

着3C数码配件行业空前且开创

性的线下新模式，而本次上海环

球港上海首店的开业也是一次创

新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舒适的

体验以及概念化视觉带给

客人全方位的产品感官感

受，为大家带来独特有趣

的购物体验。”门店负责人

介绍道。

一直以来，上海环球

港是首店的青睐之地，一

乐拉面、X11等全国首店，

TOPTOY、巴奴火锅等上

海首店均在上海环球港受

到市场追捧，并逐渐在其

他区域开拓业务。据悉，

今年下半年会继续积极引

进首店品牌，迎来更多优

质首店开业。不少品牌坦

言，商场能够实现快速恢

复，离不开政府相关扶持

政策和环球港管理团队的

努力。

在疫情封控期间，环

球港管理团队积极应对，4

月开始，商场在做好防疫

措施的同时，创新开拓出

“环球店小二”业务——

用自有物流为全市范围

提供保供服务。在此过

程中，环球港充分利用自

身私域流量及“环球店

小二”团队，引导社区居

民对优选商品团购下

单，同时以自身运力为

依托，在线上和线下架起了一

座物资对接的桥梁。此业务的

推出深受社会及广大消费者好

评，对商户而言也可谓是雪中

送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疫

情造成的损失。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据上海

海关统计，今年6月份上海市加工贸

易进出口总值达612.7亿元，环比5

月回升64.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9.2%。

尽管受疫情影响，上海关区部

分加工贸易企业积极应对保持增长

态势，有194家企业在4-5月依然维

持较高产能，实现进出口值逆势同

比增长，占比达17.8%。其中装备制

造行业、机电、服装轻纺、集成电路、

化工行业分别占比25.3%、12.1%、

11.6%、10%、10%。展讯通信等设计

及封测集成电路企业，在4月疫情严

峻形势下产能均维持在九成左右。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实现同比

两位数增长，增强了高端制造业企

业对市场预期信心。飞机、船舶、汽

车、集成电路等现代装备业和先进

制造业企业普遍认为，尽管疫情对

行业发展造成挑战，但在现有产业

基础和相关政策作用下，企业有能

力有效应对。据上海市集成电路行

业协会副秘书长石建宾介绍，疫情

期间上海芯片制造重点企业始终保

持产能，其中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为

18家大型封装测试企业，大多采用

附加价值较高的先进封装技术，稳

定订单效果明显。

总市值突破5.5万亿元 IPO融资额超6000亿元

科创板开市3年交出亮眼成绩单

北外滩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举行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112项举措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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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上海市加工贸易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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