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腾景科技

南网科技

极米科技

莱特光电

恒玄科技

宝地矿业

名称
百纳千成

光线传媒

N通达海

富春股份

开山股份

顺网科技

收盘价
29.99

50.92

202.69

25.88

150.07

11.17

收盘价
6.48

8.90

111.53

7.08

17.97

15.67

涨幅（%）
+12.15

+11.11

+11.11

+10.65

+10.36

+10.05

涨幅（%）
+20.00

+18.04

+17.4004

+16.07

+15.41

+15.39

名称
*ST紫晶

*ST泽达

三未信安

品高股份

上海谊众

抚顺特钢

名称
N宏源

C泓淋

力量钻石

本川智能

百邦科技

*ST吉艾

收盘价
3.21

5.98

105.56

30.90

87.50

12.85

收盘价
41.95

20.40

97.50

52.23

14.08

1.08

跌幅（%）
-13.94

-13.33

-10.46

-10.15

-10.11

-10.01

跌幅（%）
-16.10

-16.05

-14.85

-14.80

-13.83

-12.20

名称
三六零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芯国际

中国移动

工业富联

名称
浪潮信息

宁德时代

中兴通讯

海康威视

汤姆猫

中油资本

收盘价
13.82

6.53

5.56

51.81

91.96

14.88

收盘价
32.31

379.95

33.70

41.26

6.63

7.01

成交额（万）
751,320

663,009

631,056

528,400

496,133

483,018

成交额（万）
664,506

600,2006

491,5236

469,4986

455,038

404,110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ST顺利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2.99

4.19

9.23

9.51

10.98

4.14

2.02

22.83

15.11

涨跌幅（%）
-1.320

-1.412

-1.599

+0.742

-0.091

-3.044

-0.980

-0.825

-0.657

成交量（手）
57629

82671

74451

10624

276354

147183

19481

153637

3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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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个百分点，市场即将“喜提”
2023年的首次全面降准。

3月17日，央行宣布于3月27日降
准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
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预计释放约6000
亿元中长期流动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此次降准落地，可
以说既在市场的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

综合多位业内专家观点来看，在当
前情况下，央行进行小幅降准有多方面
考虑：一是稳定国内市场信心，降低金
融风险；二是前瞻性布局需求恢复所需
的流动性；三是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
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助力稳增长、扩内
需；四是，降低金融机构持续上升的资
金成本压力。随着经济企稳回升，资金
需求会继续上升，今年继续降准的可能
性仍在。

预计释放长期资金近预计释放长期资金近60006000亿元亿元

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幅度与2022
年两次降准保持一致。除已执行5%存
款准备金率的部分法人金融机构外，对
其他金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

市场分析认为，延续0.25个百分点
调整幅度，主要是考虑当前存款准备金
率已降至相对较低位置，货币政策仍应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预计
此次降准将释放中长期资金6000亿元
左右。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记者表
示，全面降准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作
用。第一，向金融机构释放流动性，维
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第二，增强金
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让利、降低融资综合
成本的持续性；第三，传递明确的政策
信号，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助力稳增
长、扩内需，进一步稳定市场信心和预
期。

今年以来，稳经济政策的效果持续
显现，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企稳回升的态
势。1月~2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5.5%，两年平均增长4.8%；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5%，两年平均
增长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3.5%，两年平均增长5.1%；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5%，两
年平均增长8.8%。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当前海外银行业风险加大，全球流动性

承压，外部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今年前
两个月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向好走
势，但整体复苏基础尚不稳固，需要货
币、财政等政策继续协同发力。因此，
为更好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缓解年初以来银行缺长钱的
压力、配合财政前置发力，以及稳定市
场预期等，央行在加大MLF超额续作的
同时，继续通过降准来释放中长期流动
性、提振信心，以巩固经济回稳向上态
势和银行业平稳运行。

多维度利好市场多维度利好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超预期降准将
从多个维度利好市场。

对于此次降准的目的，央行表示，
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保持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

对金融机构而言，此次降准可降低
金融机构持续上升的资金成本压力。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表
示，近两年来，人民币存款增速大幅上
升，目前已达到12.4%高位，超额储蓄加
重了本已较大的银行负债端压力。降
准所释放的法定准备金能够一定程度
上缓解银行资金成本压力。

对企业而言，降准将提升金融机构
信贷投放能力，更好满足企业中长期信
贷需求。

2023年以来信贷数据表现亮眼，特
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出现大幅多增。
1月~2月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4.61万亿
元，占新增贷款比重为68.7%，同比大幅
上升18.7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认
为，金融机构投放中长期信贷需要中
长期流动性支持，而降准释放的没有
到期期限的流动性，有助于支持金融
机构更好投放中长期信贷，满足企业
资金需求。

债市方面，2022年11月以来，债券
市场波动加大导致企业发债成本有所
上升，不仅影响了企业发债意愿，也导
致金融机构预防性流动性需求上升，货
币市场利率中枢（DR007）也随之上移。

梁斯认为，降准有助于缓解债券市
场情绪，提振投资者信心，推动市场尽
快回归正常运行，提升企业发债融资动
力。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在前期积压需
求进一步释放后，3月以来，重点城市新

房访盘量有所回落。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

认为，本次降准有望一定程度缓和市场
成交规模的下行趋势。对房地产市场
亦将产生利好，宏观经济持续修复有利
于带动房地产市场趋稳，同时购房者、
企业端的合理资金需求也有望得到更
好地支持，稳定市场预期。

董希淼则表示，降准实施后，银行
资金成本得以降低，银行减少加点的动
力增强，预计本月或下月LPR特别是5
年期以上LPR有望下降。这将有助于
降低存量和新增房贷利率，减轻居民住
房消费负担，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助
力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

货币政策取向不变货币政策取向不变

降准并未改变货币政策取向。
在梁斯看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

成为央行进行流动性管理的常规手段，
在市场流动性供求整体平衡的情况下，
降准也是调节流动性供求的正常操作，
因此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出现变
化。

“2018年以来我们14次降准，这14
次降准大概是把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从近15%降到了不到8%，降了7个
多百分点的法定准备金率。过去五年，
通过 14 次降准，不到 8%的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但是用降
准的办法来提供长期的流动性，支持实
体经济，综合考虑还是一种比较有效的
方式，使整个流动性在合理充裕的水平
上。”央行行长易纲日前表示。

往后看，货币政策“精准有力”下，
结构性支持或是主流。

梁斯认为，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工
具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下，结构性引
导或是未来政策重心。去年四季度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明确强调，“加大宏
观政策调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
精准有力”，或指向稳增长财政加力、货
币配合，更加侧重结构性引导。

董希淼认为，此次降准之后，我国
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7.6%，还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
未来降准仍有一定空间。同时，央行
将更多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
大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的精准滴灌，使货币政策更加精准
有力。

本报综合消息

全面注册制迎来最新进展。3月
19日晚，中信金属、中重科技、常青科
技三家拟在沪市主板上市的企业先
后发布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表示，将于 3 月下旬进行初步询
价。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企业IPO注
册于3月16日刚获证监会批复。

公告显示，中信金属、中重科技、
常青科技三家公司本次发行采用网
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本次发行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进行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
格，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其中，中信金属本次拟公开发行

股份50115.3847万股，约占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的10.23%，公司初步询
价日为 3 月 23 日，网上、网下申购日
为3月28日。

中重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9000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的20%，公司初步询价日为3月22
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3月27日。

常青科技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4814 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的 25.00%，公司初步询价日为
3 月 23 日，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3 月
28 日。

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安排上，回

拨机制启动前，中信金属、中重科技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和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占发行数量的比例均分别为70%
和30%，常青科技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占发行数量的
比例分别为60%和40%。

业内人士预测，全面注册制下，
预计最快4月上旬将迎来首批挂牌上
市的主板企业。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注册制发行的效率、透明度和可预期
性均大幅提升，注册制下新股发行周
期有望加快，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
的高水平循环将进一步畅通。

本报综合消息

又有2家上市公司被锁定强制退市。3月17日，深交
所发布公告，决定对*ST科林、*ST金洲作出终止上市的决
定。其中，*ST科林将于3月27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次日
摘牌；*ST金洲将在3月17日后15个交易日内摘牌。

在此之前，*ST凯乐触发面值退市，于2月15日摘牌，
为今年首家强制退市公司。

“此前A股面临上市公司‘退市难’。一个可持续健康
发展的资本市场，应当有畅通的生态循环、完善的退市制
度，使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能够进入市场进行融资和
交易，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及时退出，从而提升资源配置
效率。”中国银河研究院策略分析师、团队负责人杨超对记
者表示。

进入2022年年报披露季，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
据浮出水面，记者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整理，截至3月18
日（以公告日为准），已有50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19条
强制退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这其中，*ST凯乐因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触及交易类退市情形，成为今年首只“1 元退市股”；
*ST 科林、*ST 金洲则分别触及财务类退市标准、“1 元退
市”标准已被终止上市并择日摘牌；*ST荣华等2家公司触
及“1元退市”标准，提前锁定退市；4家公司可能触及重大
违法类退市情形；而其余公司绝大部分则触及财务类退市
情形。

从财务类退市情形来看，触及该情形的公司大多面临
2022年年报财务会计报告可能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另外，部分公司预计2022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
消除，亦将面临退市风险。

杨超分析称，从往年情况来看，财务类退市也是上市公
司退市的主要原因。2021年，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退市新
规落地。财务类退市规定以2020年作为基准会计年度，若
2020年达到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2021年再次触及财务类
退市警示，2022年开始就要被强制退市。未来，尤其在全
面注册制实施的背景下，财务类退市将会常态化。

杨超建议，全面注册制实施的背景下，健全常态化退市
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和引导“把选择
权交给市场”，对于创新力度不足的劣质企业，市盈率亦将
每况愈下，触及财务退市指标时，由市场清退这些“僵尸
股”。其次，监管机构要畅通强制退市、主动退市、并购重
组、破产重整等多元退出渠道，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最
后，严格实施退市制度，强化退市监管，尤其是健全重大退
市风险处置机制，实现市场正向循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本报综合消息

市场即将“喜提”年内首次降准

全面注册制下 沪市3家主板IPO企业启动发行 A股三大股指3月20日开盘涨跌互现。早盘沪指维持
强势窄幅震荡，创指在光伏等赛道股的走强带动下转涨。
午后两市震荡下行，下跌个股再度增多，但成交额时隔一个
月重回万亿规模。

从盘面上看，电信股深度回调，中国电信触及跌停，中
国移动跌9%；黄金股逆市大涨。市场成交额突破万亿元。

至3月20日收盘，上证综指跌0.48%，报3234.91点；科
创 50 指数涨 0.94%，报 1025.32 点；深证成指跌 0.27%，报
11247.13点；创业板指跌0.08%，报2291.92点。

Wind统计显示，两市1887只股票上涨，3100只股票下
跌，平盘有118只股票。

两市成交10575亿元；共有51只股票涨幅在9%以上，
30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

3月20日，Wind数据显示，北向资金全天小幅净买入
16.02 亿元，连续 6
日加仓。

本报综合消息

年内已有50家公司

提示强制退市风险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

时隔一个月再超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