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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

田，科创板运行即将一周年。

在过去一年里，科创板在风云变幻

的市场中，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

计学教授、鹏瑞金融学教席教授、

中欧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芮萌看

来，开板一周年之际，科创板无疑

达到了当初外界的预期，尽管目前

它还不算完美。

回顾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比例过低依然是经济发展的

短板。因此科创板的推出，从一开

始便肩负着补短板的重任。而刚刚

起步一年，尚不完美的科创板，自

身同样存在有待弥补的短板和进步

空间。

今年6月的陆家嘴论坛会议上，

科创板的“短板”怎么补？
　　补短板，不断优化资本供给与制度供给，这便是科创板的未来之路。

记者｜王仲昀

示科创板整体成交量其实不算低，

尤其是考虑到市场中一度超 10% 的

换手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目前

科创板的流通股还比较少。目前，

111 家企业，总市值超过了 1.5 万亿，

但流通股只有 1000 多亿，这说明虽

然整体成交量不低，但整体盘还是

比较小。”

整体盘不够大，因此也就和外

界认为科创板目前头部企业较少，

缺乏足够“明星企业”联系起来。“我

们可以把现阶段科创板的体量理解

为一片湖，湖泊里你看不到航空母

舰，只有水域够大，才能装得下重

量级的航母，这里所说的航母，在

资本市场里就是指那些巨头企业。”

芮萌对《新民周刊》说道。

科创板运行一周年，上市企业

的地域性同样明显。截至 6 月 17 日，

111 家已上市科创板企业中，22 家

位于江苏，占比 19.8%，囊括了科创

板近五分之一的上市公司。除江苏

外，北京和广东分别揽下 19 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占比均为 17.1%。此外，

上海和浙江也不甘落后，分别贡献

了 16 家和 11 家科创板企业，江浙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和上交所理事长

黄红元都介绍了一些科创板未来的

发展方向，比如吸引长期投资者，

推出再融资管理制度。补短板，不

断优化资本供给与制度供给，这便

是科创板的未来之路。

需要更多长期投资者参与

一年来，科创板所产生的聚集

效应必然使得它能够吸引和激发更

多具有创新高科技的企业，在未来

培育更多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创

新企业。与此同时，这种聚集效应

在外界看来，目前使得科创板的整

体成交量不够高。对于这一点，在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芮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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