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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买入新股可抑投机
周科竞

新股炒作此起彼伏，根源

在于上市之初供需不平衡，如

果能在上市前五日限制性买入

新股，将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新股投机。

以前新股上市连续涨停，

投资者要猜测到底有几个涨停

板，后来本栏建议新股上市首

日集合竞价取消涨跌停板限

制，然后首日交易以开盘价为

基础上下设置涨跌停板。其后

管理层出台创业板和科创板上

市首日不设涨跌停板，连续涨

停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前五日

的过度投机又出现了。显然，新

股上市本就没有历史套牢盘，

现在还不设涨跌停板，你不让

投机者去炒作怎么可能？

后来本栏又建议新股上市

首日实行有条件的T+0，即新股

上市首日初次买入的股票，在

当日可以卖出一次，但这次卖

出后的资金冻结，不可以当日

再买入股票，用意在于让买后

悔的投资者有止损出局的机

会，同时也让恶意炒作的资金

面临更多的抛压，之所以禁止

多次T+0交易，是担心再度引发

新的过度投机。

既然T+0有困难，那么如何

平抑新股上市前五日的过度投

机？不能增加卖方，那就只能减

少买方，本栏再出一个办法，即

限制投机者在新股上市前五日

买入过多的股票，例如规定每

名投资者，在新股上市前五日

每日最多只能买入1万股股票，

这个规模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却能

够阻止游资等投机者疯狂操控

股价，即允许合理的投机，不允

许违规。

那么每名投资者只能买入1

万股股票，会不会引发新股上市

首日交投不活跃？这个问题完全

没有必要担心，试想，作为新股

上市首日的卖方，每名投资者也

就是能卖出500股或者1000股，

又何曾见过交投不活跃？

事实上，游资也有办法搞到

不止一个账户，这个限制只是让

游资坐庄不那么通畅而已，这样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新股上

市前五日的投机氛围。

当然，如果想要彻底抑制新

股的过度投机，还是要从利益上

下手，例如规定如果新股上市

后的交易价格达到发行价格的

3倍以上，那么上市前的原始股

东可以不通过解禁和预告直接

通过二级市场不限量减持股

票，那么这一规定将大幅增加

坐庄新股的风险，因为一旦交

易价格超出天花板，那么大股

东和其他原始股东的抛盘将

蜂拥而至，同时这一办法还能

有效降低新股发行价格，因为

大股东真的希望能够尽早减

持股票。当然，对于普通投资

者来说，完全可以通过控制自

己的报单价格躲避这一风

险，例如某公司发行价格50

元，大股东放开减持价格150

元，投资者只需要在149.99元

申报卖出，这样就一定能够排

在原始股东前面，他们爱卖多

少卖多少，反正你能在他们前

面出逃。

IPO的“复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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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解禁市值居首

7月18日-22日这周A股解禁市值达

2433.48亿元，创年内新高。

经东方财富Choice统计，7月18日-22日

共有94股（剔除上市新股）面临限售股解禁，

单只个股来看，中微公司解禁市值居首，达

328.49亿元，解禁股份类型为首发原股东限

售股份。解禁市值超300亿元的还有澜起科

技，达321.12亿元。此外，杭可科技解禁市值

达204.1亿元。

另外，经统计，解禁市值超百亿元的还有

中国外运、西部超导、上海临港、华兴源创、南

微医学5股。上述个股中，除了上海临港解禁

股份类型是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之外，剩

余股份解禁股份类型均为首发原股东限售

股份。

从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来看，

宏和科技占比居首，达83.88%；其次是华兴源

创，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为82.14%；

杭可科技、南微医学、天准科技3股解禁股份

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也均在60%以上；仕净

科技、方邦股份、中国外运、澜起科技、沃尔

德、甘咨询6股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在50%-60%之间。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限售股解禁是一种选择权，不是必须执行

的权利，解禁规模也不等于实际减持规模。从

以往经验来看，限售股解禁对股价的影响具

有不确定性。“限售股股东的成本相比二级市

场价格存在较大折价空间，是否存在解禁动

力取决于股票市值是否被高估、其股东是否

有套现需求等方面。若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

很有信心或公司股价并不理想，那么解禁动

力也可能不足。”许小恒如是说。

多股大股东自愿延长限售期

7月22日科创板首批上市企业迎来三周

年，不少相关个股大股东也迎来解禁，不过中

国通号、心脉医疗、虹软科技等多股发布了关

于股东自愿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

中国通号7月16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公司首发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3年1

月21日。

据了解，中国通号2019年7月22日在科创

板挂牌上市，发行后总股本为105.9亿股，其

中限售股为74.37亿股，本次延长锁定期的限

售股数量为66.04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37%，原锁定期至2022年7月21日止。

此外，心脉医疗也表示，公司控股股东

MicroPort Endovascular CHINACorp.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微创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共计2名股东，承诺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首

发全部股份自2022年7月22日限售期满之日

起自愿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3年1月21日，

承诺锁定期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减持或

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上市前股份，亦

不会要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

经东方财富Choice统计，在7月18日-22

日面临限售股解禁的94股中，有49股为科创

板个股，占比达52.13%。另外就解禁市值前十

名来看，有7股是科创板个股。

独立经济学家王赤坤对北京商报记者指

出，受市场情绪影响，大规模解禁前后科创板

会出现一定的下行压力，不过目前科创板估

值处于低位，并且也有不少公司大股东延长

限售期，预计对市场压力有限。

北京商报记者马换换

部分企业选择变道

再度向A股发起冲击的IPO“复读生”们，较多

企业会选择更换上市板块。

以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容汇锂业”）为例，在前次科创板IPO终止后，

容汇锂业选择将上市板块更换至创业板。

上交所官网显示，容汇锂业科创板IPO于

2020年12月23日获得受理，排队近一年，2021年

12月10日，容汇锂业选择主动撤单，公司科创板

IPO也随之终止。时隔半年，容汇锂业奔赴创业

板，深交所官网显示，公司创业板IPO于今年6月

10日获得受理，7月7日进入已问询阶段。

招股书显示，容汇锂业主要从事深加工锂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电池级碳酸锂

和电池级氢氧化锂，是三元材料、磷酸铁锂、钴酸

锂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所必须的关键材料，并

最终应用于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池等锂离

子电池产品。

两次IPO时间间隔仅半年，但容汇锂业募资

“胃口”大幅增加，募资额从9.24亿元提高至30.6

亿元。募投项目也从仅有“年产6.8万吨电池级氢

氧化锂、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工程（一期工程）”一

个项目，增至有“年产6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及6.8万

吨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项目”“研发中心建设工程

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三个项目。

像容汇锂业一样转变上市板块的公司还有很

多，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北交所的成立和发展，北

交所也成为了诸多公司再度筹划上市的新赛道。

诸如近期北交所IPO获得受理的山西锦波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波生物”），曾

于2020年6月申报科创板，不过公司科创板IPO

于2020年12月28日终止。为何选择转战北交所？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锦波生物

董事会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并未有人

接听。

中国国际科促会投资分会副会长、战略投资

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表示，不同的上市板块定位

不同，创业板主要服务于成长型创新企业，科创板

主要面向硬科技企业，北交所则服务于创新型中

小企业。一般IPO企业再次申报变更赛道，可能主

要是认为公司定位更适合新申报的板块。

多家企业IPO接连告败

对于部分执着上市的“复读生”来说，再度闯

关命运并不相同，今年以来，陕西嘉禾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生物”）、武汉新华扬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扬”）等“复读

生”最终仍铩羽而归。

其中，嘉禾生物系最新IPO终止的“复读生”，

公司创业板IPO于7月14日变更为终止状态。

嘉禾生物前一段IPO经历则间隔较久。据了

解，2017年12月，嘉禾生物曾申报沪市主板IPO，

不过2018年3月，公司主动撤回了上市申请。

此外，创业板IPO于7月4日终止的美庐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曾有过一段IPO经历，彼时

欲登陆深市主板，不过于2021年2月终止。

与前述两度冲A失利的公司相比，新华扬则

是三战三败。据了解，新华扬最早曾在2012年申

报创业板上市，不过在当年终止审查；之后公司在

2017年再度冲击创业板，但在2018年也终止审

查。2021年9月，新华扬第三次向A股发起冲击，拟

登陆科创板，不过今年6月30日，新华扬第三次

IPO也走向了终止的结局。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对于非上市公司来

说，上市是一个极好的融资渠道，可以降低公司资

产负债率，同时可以通过市值增长获得更好的资

产估价。此外，部分公司在IPO前背负对赌协议，

也有可能是部分公司执着上市的原因。

不过，也有部分“复读生”在多次闯关下圆梦

A股，年内上市的万朗磁塑、鹿山新材、富士莱等

个股均有多次申报IPO的经历。

其中，鹿山新材、富士莱均于今年3月上市。3

月25日，鹿山新材正式于沪市主板上市，结束了

公司漫长的十年上市路。据了解，早在2012年，鹿

山新材就向A股发起冲击，不过最终未果。

资料显示，鹿山新材主营产品为绿色环保高

性能功能高分子材料，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客户提供粘接复合与功能型产品及综合解决

方案。

随后3月29日，富士莱登陆A股，公司主要生

产硫辛酸系列、肌肽系列、磷脂酰胆碱系列三大产

品。公司前度IPO曾于2018年被否。

万朗磁塑则上市于1月24日，公司主营业务

为磁性材料、高分子材料、模具、设备、磁性门封等

全产业链的研发与制造。在2018年，万朗磁塑同

样曾有过一段IPO被否的经历。

北京商报记者董亮丁宁

随着上市渠道的不断畅通，IPO排队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在排队

IPO的企业中，有这样一部分企业，它们并非首次闯关A股，而是曾有过

IPO未果的经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其中多名“复读生”选择更换上

市板块，重换赛道再出发。此外，“复读生”的命运并不相同，深圳市和宏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源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IPO之路

较为坎坷，多次闯关均宣告失败，而诸如鹿山新材（603051）、富士莱、

万朗磁塑等“复读生”则圆梦A股。

7月18日-22日解禁市值前五名个股一览

中微公司

解禁市值

328.49亿元
最新收盘价

114.3元/股

最新总市值

704.37亿元

澜起科技

解禁市值

321.12亿元
最新收盘价

54.13元/股

最新总市值

613.65亿元

杭可科技

解禁市值

204.1亿元
最新收盘价

70.19元/股

最新总市值

284.08亿元

中国外运

解禁市值

139.38亿元
最新收盘价

3.57元/股

最新总市值

264.21亿元
西部超导

解禁市值

123.94亿元
最新收盘价

96.32元/股

最新总市值

446.97亿元

2022年年内最大规模解禁周来袭。经东方财富数据Choice统计，在7月18

日-22日这周将有94股（剔除上市新股）面临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市值达

2433.48亿元，这周也是年内最大规模解禁周。其中7月22日科创板首批上市

企业迎来三周年，不少科创板个股大股东迎来解禁。经统计，中微公司

（688012）解禁市值居首，达328.49亿元，解禁市值超百亿元的还有澜起科技、

杭可科技等7家企业。

7月18日-22日解禁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前五名

公司 解禁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最新总市值

宏和科技 7.42亿股 83.88% 56.33亿元

华兴源创 3.61亿股 82.14% 124.9亿元

杭可科技 2.91亿股 71.84% 284.08亿元

南微医学 1.25亿股 66.8% 153.5亿元

天准科技 1.2亿股 61.79% 64.8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