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 首发募集资金 上市板
天能股份 48.73亿元 科创板
华利集团 38.87亿元 创业板
重庆银行 37.63亿元 主板
贝泰妮 30.1亿元 创业板
尤安设计 24.16亿元 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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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
逾900家企业排队IPO

周科竞

数据显示， 目前逾900家企
业在排队IPO，有观点认为新股
又出现了堰塞湖， 但本栏认为，
注册制之后，不能与此前的堰塞
湖情况简单对比，因为上市门槛
有所降低，故满足条件的公司也
增多了，排队企业数量增加也就
可以理解，但投资者也要小心新
股发行速度加快的风险。

过去投资者担心，新股堰塞
湖积攒了700多家等待发行，后
来管理层使用常态化的新股发
行方式，成功消化了一大堆排队
新股，而后创业板和科创板实行
了注册制，但是现在排队新股数
量又增加到了900家以上， 难道
新股堰塞湖又创了新高？在本栏
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
随着新股发行门槛的降低，符合
发行硬指标的新股越来越多，虽
然现在排队公司数量超过以前
的峰值，但是新股的体量普遍更
小，这就是说，现在的新股大多
是一些小市值的小公司，这些公
司所需要的募集资金并不多，故
虽然数量庞大， 但是对于二级
市场的压力却不大。其次，现在
的A股市场整体规模已经更大，
所以新股发行的压力所产生的
压强也就变得更小， 故投资者
并不会感受到新股发行所带来
的压力。

此外，现在的新股发行上市
成功率并没有过去那么高，虽然
排队新股数量很多，但是考虑到
管理层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的审查很严，那么就会有部分公
司无法成功通过审核或者无法

成功注册，那么这900多家最终能
够成功发行上市的公司数量就
不会有那么多，这也是投资者觉
得压力不大的一个原因。

但是，毕竟有900多家排队企
业，而沪深主板未来也要实行注
册制，那么如果管理层为了保证
主板注册制顺利推进，不排除加
速消化排队公司数量的可能，假
如新股发行短期加速，虽然从长
期看对市场的压力可以最终被
消化，但是短期的冲击一定还是
会有，因此投资者在选择股票的
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短期新股发
行加速的风险。

一般来说，质地优良的优质
蓝筹股抗风险能力更强，毕竟在
市场资金短期紧张的情况下，大
资金一定会优先持有优质蓝筹
股，而业绩不佳的垃圾股一定会
优先被抛弃。

不过新股发行加速对于二
级市场投资者来说也不全是坏
事， 毕竟打新的机会大幅增加，
投资者中签新股能够预期获得
新股收益，所以新股发行还是能
够补贴二级市场投资者，故即使
投资者看到指数走势平稳，但收
益依旧有可能是增加的。

现在的注册制尚没有在主板
市场实施，当未来全部股票实行注
册制之后， 那时投资者在认购新
股的时候也要仔细审查， 并非所
有新股都能获利，业绩不好、成长
性差的新股有可能上市即破发，
如果是不受投资者欢迎的新股，
还有被投资者放弃申购导致发行
失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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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跑 年内A股迎新143只

涨停谢幕 退市工新上演“末日”豪赌

粤系新股数居首

以区域分布进行统计，年内上市的新股

中，粤系新股数排名居首。

据Wind数据统计，2021年1月1日-4月

26日，共有143家企业实现A股上市。单月来

看，2021年1-3月各月，分别对应新上市的股

票数量为33股、28股、39股。4月1日-26日，新

上市的股票数量达43股，其中东箭科技、华利

集团、罗曼股份均在4月26日上市，系今年上

市的新股中“股龄”最小的个股。

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从区域分布来看，

今年上市的143股分属于重庆市、浙江省、广

东省等18个省（市）。按照上市的企业数量进

行排名，粤系的新股数最多。具体而言，今年

广东省新增上市企业数量有29家，占到目前

年内已上市新股数量的比例约20.28%。

浙江省排在广东省之后，今年A股新增的

143名成员中，有26家企业所在省份为浙江

省，江苏省也占了24个席位。经北京商报记者

统计，年内新上市的143股中，广东省、浙江

省、江苏省合计上市的企业数量占到年内上

市新股数量的比例超半数。上海市、北京市今

年新增上市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2家、11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IPO数量排名居前的省（市）经济发

达，本身有一定的企业基础数量，同时资本比

较密集。

在投融资专家许小恒看来，新上市企业

家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活力密切相关。经济发

达省（市）不仅IPO公司数量多，某种程度上强

大资金资源也对该地区行业内的优质公司起

到加持作用。

截至4月26日，海南省、河北省、湖南省、

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年内新增上

市企业各为1家。

首发合计募资超千亿

今年上市的新股，首发募集资金的情况

如何也受到市场的关注。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已经上市的143

股，首发合计募集资金约1049.22亿元。同样

按照区域进行统计，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

上海市四地上市的企业首发募资金均超百

亿。其中IPO数量领跑的广东省，首发募资也

同样排名居前。

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今年广东省新增

的29家上市企业合计首发募资约259.68亿

元，占年内143只上市新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

的比例约24.75%。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年

内新增的上市企业合计首发募集资金分别约

208.44亿元、113.58亿元、112.93亿元。另经北

京商报记者统计，今年在广东省、浙江省、江

苏省、上海市四地上市的新股合计首发募资

约694.63亿元，占年内143只上市新股首发募

集资金总额的比例约66%。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省（市）年

内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多为1家，因此企业的首

发募资额也较少。诸如，海南省、湖南省、河北

省、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年内均新增1家

上市企业，且新增的上市企业首发募资额在5

亿元以下，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以约2.13亿元

数额“垫底”。

单只个股来看，今年上市的143股中，有

22股首发募集资金在10亿元以上。其中，生益

电子、之江生物、达瑞电子、贝泰妮等9股首发

募集资金超20亿元。其中属于浙籍的天能股

份首发募资额最高，为48.73亿元。华利集团、

重庆银行分别以38.87亿元、37.63亿元的首发

募资额分列第二、第三。贝泰妮以30.1亿元的

首发募资额位列今年内上市新股的第四，这也

是目前云南省年内唯一一家新增的上市企业。

另经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上述首发募集

资金超20亿元的9股中，有4股所属省份为广

东省。

逾七成在科创板、创业板

从上市板来看，今年上市的新股更多地

倾向于创业板、科创板。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上市的143股中，

有51股选择在创业板上市，50股选择在科创

板上市。经北京商报记者计算，年内在创业

板、科创板上市的股票占年内上市新股数量

的比例约70.63%。

盘和林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监管鼓励

创新企业上市，市场对于科技企业相当宽容，

而科创板和创业板多是科技企业，其上市本身

障碍少。且在这些板块上市，上市公司自身的

科技感得以提升，会获得更好的成长性评价，

所以创业板和科创板是企业上市首选。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认为，主要原因是创

业板注册制改革，以及科创板注册制试点延续。

从区域分布来看，粤系公司站稳创业板

的C位。数据显示，今年选择在创业板上市的

新股中，广东省的企业数量有16家。今年新增

的科创板成员中，广东省、江苏省则平分秋

色，各有9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谈及年内A股IPO市场会如何发展时，盘

和林认为，2021年，科创板和创业板将继续吸

引上市公司，同时，IPO省市排名并不会发生

根本性改变，但未来上市企业数量会有所减

少，IPO节奏会趋缓。因为资本市场正在从追

求融资规模，转变为追求资产质量，监管未来

对IPO企业信披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于投资者而言，市场选择和淘汰公司

会加速，市场会越来越分化，投资者打新也会

有风险，要注意挑选标的投资。”王骥跃如是

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以涨停价0.45元/股收盘

作为退市工新在A股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公

司4月26日以涨停价0.45元/股收盘。

交易行情显示，4月26日，退市工新低开

2.44%，开盘后在几笔大额买单下，公司股价迅速

拉升，并一度触及涨停板。之后，退市工新保持高

位震荡态势，截至当日收盘，退市工新最终收于涨

停价0.45元/股，成交金额1151万元，总市值为

4.66亿元。

股价大涨背后，究竟谁在豪赌退市工新？

4月26日晚间，上交所披露了当天的盘后公

开交易信息，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退市工新当天交

易以中小散户为主。

数据显示，4月26日，退市工新的前五大买入

席位分别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区仙

霞路证券营业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解

放路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城西大街证券营

业部、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聚贤街证券营

业部，买入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下，分别为80.08万

元、69.97万元、65.73万元、39.54万元、35.75万元。

前五大卖出席位也均为营业部，且卖出金额

均不超70万元。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退市整理期是为方便已被决定退市公司的投资者

退出而做出的交易安排，对于该阶段而言，投资者

需要谨慎投资，切勿盲目跟风炒作。

实际上，今年4月以来，退市工新股价涨幅明

显，并且有多个交易日股价出现大涨行情。经东方

财富数据统计，在4月7日-26日这14个交易日，退

市工新区间累计涨幅达80%，而同期大盘跌幅为

1.2%。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多次致电退

市工新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始终未有

人接听。

系年内首家财务类退市企业

与近期退市企业不同，退市工新触发的是

财务类退市标准，公司也是年内首家财务类退

市企业。

回溯退市工新历史公告，由于2018年、2019

年连续两年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2020

年5月29日起暂停上市。之后公司披露的2020年

年报显示，当年末公司净资产仍为负值，约为-59.77

亿元，还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退市工新的上述行为触及终止上市情形，因

此在今年3月5日上交所决定退市工新终止上市。

经Wind统计，今年以来已先后有退市刚泰、

退市金钰、*ST宜生、*ST成城、天夏退等多家企业
从A股摘牌，但上述企业均系面值退市。

资料显示，退市工新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老

牌企业，早在1996年就登陆A股，公司主营业务为

商业服务业。但伴随外埠商业纷纷抢滩，退市工新

自2014年起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无论净利还是扣

非后归属净利润均开始处于亏损状态。

具体来看，在2014-2020年的七年间，退市工

新仅2016年实现归属净利润为正值，其余年份均

为负值，仅2017年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为正

值，其余年份为负值。

以最近四年来看，2017-2020年，退市工新实

现归属净利润分别约为-5.31亿元、-36.94亿元、

-38.14亿元、-20.24亿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

利润分别约为8083万元、-34.86亿元、-26.82亿

元、-9.04亿元。

另外，退市工新2021年一季度财务情况也

不乐观，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9980万元，对应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约为

-8651万元。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以财务数据来看，退市工新持续盈利能

力堪忧，这也是公司进入老三板后首先要破解

的难题。

资金占用等问题尚待解决

走到退市的地步，退市工新身上并非只有业

绩槽点，公司还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诸多烦

心事。

据了解，2005年6月-2018年9月21日，退市

工新彼时董事长张大成任职工大集团董事长，而

在2016年12月-2017年12月期间，退市工新累计

向关联方工大集团提供资金10.16亿元，形成关联

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6亿元，但退市工新却并

未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件。

此外，2015年12月-2018年1月期间，退市

工新及其下属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含对子公

司的担保）共计18笔，累计金额达63.1亿元。而

上述对外担保情况，退市工新也未履行内部审

议程序，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目前，

退市工新存在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仍未

解决完毕。

退市工新最新披露的2021年一季报显示，截

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资金占用本金余额为7.7亿

元；公司为控股股东工大高总及关联方工大集团

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30.38亿元。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认为，违规占用资金、违

规担保近年来频频发生，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而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意见》中，也曾重点提及要解决上市公

司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突出问题。

另外，退市工新的烦心事还不止于此，受债务

逾期、诉讼、仲裁及执行案件的影响，公司基本账

户在内的多个账户已被冻结，公司和子公司资产

及公司持有子公司股权被查封、冻结，存在被强制

执行的风险。

与此同时，退市工新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目前融资难度大、流动性短缺。退市工新也表

示，上述情形已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构成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作为一家在黑龙江本土发家的企业，退市工新（600701）最终落得个退市的下

场。4月26日，退市工新迎来最后一个退市整理期，但公司当日却出人意料地冲上了

涨停板，并在当日收于涨停价0.45元/股。股价涨停背后，谁在豪赌退市工新无疑引

发市场关注。通过查看上交所当日晚间公布的盘后公开交易信息，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主要是中小散户在豪赌与博弈。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投机炒作退市股的风险很

大，无异于刀口上舔血，中小投资者应尽量避免参与。

4月26日，A股市场新增3名成员，至此年内已有143股圆梦A股。从区域分布来

看，年内上市的143家企业分别来自18个省（市），其中广东省领跑。今年初至4月26

日，广东省已有29家企业实现资产证券化，占年内上市企业的比例超两成。

年内上市新股首发募资前五名情况一览

年内上市新股按区域排名前五名情况一览
（截至4月26日）2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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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