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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扩容 个股需苦练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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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港通大扩容，A股再迎重
磅利好。对于A股上市公司而言，互
联互通的扩容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市值、日均成交金额等硬性考核指
标会成为常规的考题，想要在每次
考试中都及格，或者及格后想要保
持住资格，都需要上市公司苦练内
功，否则一旦长久性地被排除在沪
深股通之外， 将可能与A股股民渐
行渐远。

如果说A股是资本市场的大舞
台，那么沪深港通就好比是照在“C
位”的聚光灯，谁都想站在聚光灯
下，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具备相应
的资格。

全面注册制本就会推动市场
的优胜劣汰，而互联互通的扩容就
像催化剂， 让这种化学反应加速，
结果就是，以沪深股通为界，A股个
股已经被分成了两大类，沪深股通
标的股和非标的股。

同样是上市公司的股票，但两
者却大有不同。沪深股通标的股能
被更多的资金关注，包括北上的资
金。如果牛市来了，沪深股通标的
股在更多资金的青睐下，可能会涨
得更高，走得更稳；如果熊市来了，
沪深股通标的股不容易出现非理
性下跌，毕竟持股资金都以中长线
价值投资为主。

相比之下，非标的股则颓势尽
显。由于整体市值较低，且日成交
资金很小，所以以价值投资为主的
机构投资看不上，多数是投机资金
小打小闹。碰上牛市，可能涨一涨，
但最终可能涨幅跑输大盘，毕竟投
机资金难成大器。 一旦碰上熊市，

跌幅可能异常凶猛，毕竟日成交金
额普遍偏低，缺乏流动性，加之业
绩一般没亮点，随时可能出现闪崩
的情况。

上市公司要做大做强，就必须
想方设法跨入沪深港通的阵营。这
就势必要面对市值、日均成交金额
两道常规的考题。要想考试及格顺
利上岸，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就是要
苦练内功———做强公司经营业绩，
有了稳定、优异的业绩，就能吸引
更多投资者的关注，股价的不断上
涨直接导致市值的水涨船高。

成为沪深股通标的股，不仅能
在资本池中获得更多的流量曝光，
而且还增加了自身的安全边际。诸
如，对于沪深股通标的股而言，1元
面值退市、市值退市指标，会变得
相对遥远。上市公司最惧怕的两件
事，一是被冷漠，二是退市。如果能
成为沪深股通标的股，遇到以上两
者的概率会小很多。

为了能够站在沪深港通的“聚
光灯”下，获得更多股民的“灯牌”，
个股会不断提升拓展自身的盈利
能力，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减少违
法违规的行为，毕竟风险警示股和
退市警示股属于一票否决的类型，
这根红线谁也不敢触碰。

当然，顺利成为沪深股通标的
股也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要
知道定期考察机制和临时调整机
制是沪深股通标的股绕不开的考
试。拥有资格只是第一步，想要保
住资格才是真正的考验，想要在沪
深股通阵营里过得安心，注定不能
躺平，只能是全方面苦练内功。

平移完毕 全面注册制开启“纳新”

261家IPO企业完成平移

根据沪深交易所官网显示，截至3月4日，
合计已有261家主板IPO企业完成平移。

2月17日，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制度
规则发布实施，A股全面注册制正式落地。根
据规定，沪深交易所于2月20日-3月3日，接收
证监会沪深主板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在审
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3月4日起，开始接收主
板新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

在2月20日-3月3日期间， 主板IPO企业
平移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沪深交易所合计共
受理234家主板IPO企业的首发申请， 其中上
交所受理129家、深交所受理105家。

不过，3月4日，上交所官网显示，当天仍
继续受理了福贝宠物、梦创双杨、人本股份等
27家主板IPO企业首发申请。 截至3月4日，沪
深交易所合计共受理261家主板IPO企业平移
工作，深交所105家、上交所合计156家。

经同花顺iFinD统计，3月3日这天沪深交
易所受理平移企业最多，达65家，沪深交易所
分别受理39家、26家；其次是3月2日，共受理
62家主板IPO企业首发申请，沪深交易所分别
29家、33家；3月1日则共受理37家企业主板
IPO申请。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科技产业投资分会
副会长兼战略投资智库执行主任布娜新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3月1日起，沪

深交易所受理主板IPO平移企业的速度明显
加快， 远超2月20日-28日的受理速度。“由于
工作强度太大， 导致3月4日也出现了平移受
理企业。”布娜新如是说。

8家过会企业面临“重考”

在261家平移企业中， 出现了8家过会企
业，这些公司IPO面临“重考”。

经统计，明泰控股、毛戈平化妆品、东莞证
券、时代装饰、宏业基岩、大牧人、宏石激光、江
顺精密8家企业前期已经获得证监会审核通
过， 不过未向其他过会企业一样等待核发批
文上市，而是平移至交易所继续审核。

在上述8家公司中，明泰控股、毛戈平化
妆品获上交所受理； 剩余6家公司IPO获深交
所受理。

据了解，在前期证监会下发的注册制过渡
期安排中，已过会企业有两项选择，可以向证
监会提交申请， 明确选择继续在全面实行注
册制前推进行政许可程序， 并按照现行规定
启动发行承销工作， 也可以选择申请停止推
进行政许可程序，在全面实行注册制后，向上
交所、深交所申报，履行发行上市审核、注册程
序后，按照改革后的制度启动发行承销工作。

根据统计， 彼时共有25家IPO过会企业，
其中通达创智、彩蝶实业、联盛科技等多数企
业继续推进IPO， 并拿到了证监会核发批文，
公司上市或等待上市。 资深产业经济研究人

士王剑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按照过会企业自身意愿， 基本会按既定程序
推进，过会后距离上市其实就是临门一脚，只
差批文，这个相对来说时间不会太长。

对于8家企业平移至交易所受理一事，王
剑辉进而指出，注册制下，这些企业还要继续
履行一套完整的审核程序，IPO时间成本较
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8家企业过会时间均
较早，多数在一年左右。

这两家过会企业未见身影

在已过会平移企业中，未见三赢兴、乔丹
体育的身影。

招股书显示，三赢兴专注于光电摄像模组
和生物识别模组，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2021年开始
冲击深市主板上市，2022年4月上会获得通
过。而据深交所官网，平移企业中未有三赢兴。

此外，乔丹体育也未出现在平移企业阵容
中，该公司是IPO市场的过会“钉子户”。

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 乔丹体育
IPO在2010年9月15日获得受理，之后在2011
年11月25日上会获得通过。 从受理至过会历
时一年有余，乔丹体育处在当时IPO审核的正
常赛道上，彼时也被视为“体育用品第一股”。
但令市场未曾料到的是， 原本近乎板上钉钉
的上市路，乔丹体育却遭遇了“黑天鹅”，一直
没有拿到IPO“入场券”。

据了解，“商标案”一直被视为是阻挡乔丹
体育IPO的重要因素，2012年2月，“飞人”迈克
尔·乔丹以“争议商标的注册损害其姓名权”等
为由， 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提出申请， 请求撤销乔丹体育在多个商
品类别上注册的“乔丹”“QIAODAN”等多项
商标。

针对公司未平移的具体原因等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致电三赢兴、 乔丹体育方
面进行采访，不过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全面注册制落地两周时间，主板IPO企业已陆续平移至交易所受理，后续主板

IPO将开始纳新。经统计，截至3月4日，交易所共受理261家主板IPO企业上市申请，

其中深交所105家、上交所156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261家企业中，有毛戈平化

妆品、东莞证券、时代装饰、宏石激光等8家企业是已过会企业，这也意味着注册制

下上述企业面临IPO“重考”。此外，在平移企业中，未出现三赢兴、乔丹体育两家过

会企业身影，其中乔丹体育是IPO市场过会“钉子户”。业内人士指出，按照注册制过

渡期规则，两家企业IPO恐已折戟。

高发行价背后

3月6日即将登陆创业板的绿通科技，为
今年以来发行价格最高的新股， 也是今年以
来第一只百元新股。

上市公告书显示， 绿通科技发行价格定
于131.11元/股，经计算，投资者中一签需缴约
6.56万元。

该发行价对应的绿通科技2021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73.75倍，高于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
均市盈率43.97倍，也高于可比上市公司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净利润
的平均静态市盈率60.14倍。

招股书显示， 绿通科技是一家从事场地
电动车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
要产品分为高尔夫球车、 观光车、 电动巡逻
车、电动货车、配件。其中2022年上半年，公司
逾八成收入来自于高尔夫球车业务。

不过，绿通科技指出，近年来，场地电动

车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现有大型制造
商对市场争夺加剧， 具体体现为通过不断降
低销售价格、提升产品性能、保证服务覆盖等
手段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场地电动车行业中
小企业较多，盘踞各个区域市场。

高发行价下， 绿通科技本次发行遭投资
者弃购金额较高。据了解，绿通科技本次发行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约为655.3万股，网
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约为8591.61万元。网
下投资者并无弃购情况。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全部由保荐机构包销， 绿通科技保荐机构
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绿通科技的弃购
金额在年内上市新股中最高。 在绿通科技之
下，格力博、裕太微、百利天恒、江瀚新材四股
遭投资者弃购的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 分别
约为3637.8万元、3041.59万元、2903.83万元、
2252.23万元。

这四股中， 裕太微首发价格为92元/股，
在年内上市新股中仅次于绿通科技。值得一
提的是，裕太微上市首日股价大涨，当日收

涨152.7%，仅次于英方软件，为今年年内涨
幅第二高的新股。不过上市后，裕太微股价
开始出现下滑，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2月10
日-3月3日， 裕太微股价区间累计跌幅为
18.27%，同期大盘涨幅为1.77%。截至3月3
日收盘， 裕太微报212.51元/股， 总市值为
170亿元。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 伴随着新股发
行数量的增多以及速度的加快， 新股已经不
具备稀缺性，因此会出现投资者弃购情况；此
外， 高发行价意味着中签后投资者需支付的
金额较高， 也可能是遭到投资者弃购的重要
原因。

此外，本次发行，绿通科技实际募集资金
约为22.93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21.01亿元， 而公司原拟募集资金
4.05亿元，出现较高比例超募。

根据安排， 绿通科技募集资金将用于年
产1.7万台场地电动车扩产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四个项目。

2022年业绩翻倍

在实现上市的背后， 绿通科技报告期内
保持着良好的业绩增势。

财务数据显示，2019-2021年，绿通科技
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为4.18亿元、5.58亿
元、10.17亿元；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分别
约为4853.56万元、5212.86万元、1.27亿元。

2022年，绿通科技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4.71
亿元，同比增长44.65%；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
约为3.12亿元， 同比增长145.09%。2023年一季
度， 绿通科技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亿-3.2亿元，
预计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5000万-5500万元。

报告期内， 绿通科技对美国的销售收入
占比逐期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源自美国的销
售收入分别为1.1亿元、2.84亿元、6.63亿元及
5.18亿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6.42%、51.09%、65.34%及70.45%。绿通科技
提示风险称， 美国市场系公司重要的境外销
售市场，如果美国继续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

会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期内，绿通科技存在研

发费用率下滑的情况 。 财务数据显示，
2019-2021年以及2022年上半年，绿通科技研
发费用率分别约为3.55%、3.18%、3.3%、3.03%。

绿通科技表示，公司已成立研发中心，下
设电器组、结构组和打样组等业务组。为了提
升公司产品的技术与工艺水平， 快速响应客
户的个性化需求， 公司实行研发成果申报和
转化机制、 研发创新失败宽容机制等鼓励研
发人员持续创新的研发机制。

据了解，绿通科技实控人为张志江，本次
发行后直接持股比例约为30.96%。报告期内，
张志江一直担任绿通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
资料显示，张志江出生于1973年，曾先后任东
莞市兴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含其前身）总经
理、东莞市金翔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绿
通有限（绿通科技前身）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绿通科技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 不过对方电
话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131.11元/股的发行价格，使绿通科技（301322）成为了

年内最贵新股， 也是年内首只发行价格超过100元/股的新

股。根据安排，绿通科技将于3月6日上市首秀。高发行价下，

公司上市首日表现值得期待。值得一提的是，高发行价下，

绿通科技的弃购金额也相对较高， 弃购金额8591.61万元。

专注场地电动车业务的绿通科技，

2022年业绩增势明显。不过，报告

期内，公司研发费用率整体偏低且

呈下降趋势。

归属净利润

4853.56万元

5212.86万元

1.27亿元

3.12亿元

绿通科技2019-2022年经营业绩一览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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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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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18亿元

5.58亿元

10.17亿元

14.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