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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成都先导

龙江交通

悦达投资

丹化科技

大连圣亚

浙江黎明

名称
亚华电子

乐歌股份

神雾节能

海源复材

天音控股

海王生物

收盘价
17.06

4.36

6.14

3.73

24.92

20.31

收盘价
39.14

19.94

5.23

13.81

10.31

3.51

涨幅（%）
+14.34

+10.10

+10.04

+10.03

+10.02

+10.02

涨幅（%）
+19.99

+12.15

+10.11

+10.04

+10.03

+10.03

名称
茂莱光学

苏州龙杰

力鼎光电

神马电力

尚纬股份

时空科技

名称
新瀚新材

西陇科学

道明光学

龙洲股份

瑞玛精密

易天股份

收盘价
184.20

12.48

26.34

22.58

6.22

24.71

收盘价
30.15

10.01

9.29

6.97

31.99

37.35

跌幅（%）
-11.23

-10.02

-10.01

-10.00

-9.99

-9.98

跌幅（%）
-10.69

-9.98

-9.98

-9.95

-9.94

-9.04

名称
贵州茅台

赛力斯

隆基绿能

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

兆易创新

名称
软通动力

宁德时代

长安汽车

中文在线

五 粮 液

真视通

收盘价
1669.00

69.52

21.98

38.90

27.81

81.30

收盘价
45.89

151.20

15.29

25.82

132.32

29.81

成交额（万）
360397

342600

244469

181979

175910

174365

成交额（万）
456339

411484

268542

253282

237120

214228

名 称
*ST西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19

4.83

7.80

9.67

14.77

3.58

15.51

13.33

涨跌幅（%）
+0.63

+1.05

-0.76

-0.31

-0.20

+0.56

-1.59

-1.26

成交量（手）
45668

97792

26627

24929

266996

82597

191409

28306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股市动态股市动态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2023年A股融资额下滑39%
2023年A股IPO有所放缓，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3年A股IPO融资数量和融资额领跑
全球。

2023年A股IPO数量有所放缓
融资额下滑39%

普华永道发布了 2023 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
IPO市场表现及前景展望。2023年A股IPO数量有
所放缓，全年共有313只新股上市，融资额为3564亿
元人民币，和上一年同期相比，新股数量下降26%，融
资额则下滑39%。

2023年A股IPO领跑全球，IPO不论数量还是融
资额均超过全球其他各大资本市场。上海交易所、深
圳交易所的 IPO 融资额分别名列全球第一和第二
位。2023年上海交易所有103只新股发行，融资金额
为1937亿元，深圳交易所有133只新股发行，融资金
额为 1481 亿元。北京交易所进入快速发展期，2023
年共有77只新股上市，融资额达到146亿元。

从各大板块来看，2023年双创板继续保持领先，创
业板以 110 只新股、科创板以 1439 亿元融资额分列
IPO数量和融资额第一。北交所发展迅速，受企业关
注热度提升，或将成为专精特新成长型企业A股市场
的新赛道。2023年A股前十大IPO融资额中，6家来自
科创板，2家来自上海主板，创业板和深圳主板各1家。

工业及材料、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消费行业，占
据了IPO数量和筹资额的前三。前十大IPO中，半导
体企业占据了前三名，融资额占比超过50%。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IPG中国区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认为，2023年A股上市数量、融资次数
等名列全球第一，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在吸引企业上
市、推动直接融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反映出资本
市场的活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中国
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加速自身发展。这不仅推动
了资本市场的繁荣，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优质的投
资标的。不过也应看到，A股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仍面
临一些挑战。例如，市场机制和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
完善，企业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建议资本市场
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监管和提升服务水平，
以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

预计2024年A股市场
IPO数量为200家—240家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表示，在全球
资本市场发展趋缓的大环境中，沪、深、北交易所的申报
热度仍持续高涨，随着全面注册制的稳步推进，中国资
本市场将展示强劲的活力。2024年是推动股票发行注
册制走深走实等一系列要求的关键之年。普华永道预
计2024全年A股市场IPO数量为200家—240家，全年
融资额将达到1600亿元人民币—1900亿元人民币。

普华永道中国科技行业主管合伙人倪靖安表示，
一个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设施，而推动
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是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基本逻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阶段及
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未来会引导资本市场资源配置
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预计2024年的
IPO将倾向于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
中小企业相关领域，尤其是在支持中小企业 IPO 方
面，2024年北交所将迎来快速发展的窗口期。预计北
交所直接上市的新制度推出之后，申报北交所的企业
无论从数量、盈利水平还是科技含量来看，都将有明
显的增加和提升。

2024年也将是继续夯实注册制改革法治基础的一
年。监管层将不断健全完善股票发行注册制事前事中
事后全链条监管，压实发行人主体责任、中介机构专业
把关责任及交易所审核责任，试图“带病上市”的将受
到严肃查处，拟上市企业要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

私募人士马国平表示，资本市场既有机遇也有挑
战。近期大盘表现不如预期，吸引力有待提升，预计
IPO数量和融资规模将下降。

财经评论人士秋收对记者表示，有市场人士呼吁
阶段性收紧IPO节奏，给市场更多休整时间。在这样
的态势下，2024年A股IPO预期收缩。同时，应当严
把市场“入口关”，企业应当严格遵守规范，假以时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地吸引各方面参与，促进资
本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1月3日，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荣正集团”）发布

《2023年度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践情
况统计与分析报告》（简称“报告”）。报告
显示，2023年，创业板超越主板成为股权
激励计划公告数量最多的板块，其次是科
创板和沪市主板。从行业来看，制造业成
为推动股权激励业务最广泛的行业。

据了解，报告所述A股以5335家上市
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沪主板1692家、深
主板 1505 家、科创板 566 家、创业板 1333
家、北交所 239 家。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12月31日，A 股上市公司共2929 家实

施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广度（股权激励
的覆盖率=实施股权激励家数/上市公司
家数*100%）为54.90%，深度（上市公司平
均股权激励次数=股权激励公告个数/股
权激励公告家数）为1.75。

从 A 股各板块来看，根据报告，2023
年，创业板超越主板成为股权激励计划公
告数量最多的板块，达到230个，占总公告
数量的34.53%；科创板公告了166个股权
激励计划，占总公告数量的24.92%；沪主板
股权激励公告数量为126个，占总公告数
量的18.92%；深主板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数
量为120个，占总公告数量的18.02%；北交

所公告了 24 个股权激励计划，占总公告
数量的3.60%。各板块上市公司都将股权
激励作为人力资本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如何激励与稳定公司核心团队对于上市
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行业分布来看，报告显示，2023年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股权激励计划数量最
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公告 472 个计划，占
比70.8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仅次于制造业，公告 101 个计划，占
比 15.17%；其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分别各公告21个计划，占比3.15%。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浙商银行获批筹建理财公司浙
银理财。至此，包括 6 家国有大行、12 家
股份行在内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均已拿下

“理财公司”这一超级牌照。
2018年4月，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

配套细则落地，理财牌照走过了集中批设
的阶段，基本覆盖了主要商业银行。目
前，国内已有 31 家理财公司开业。招商
证券预计，未来将有 50 家左右的理财公
司，而未有理财公司的中小银行将逐步退
出理财业务。

多家中小银行曾布局
从已批设开业的理财公司的区域分

布看，它们的注册地多集中于北京、上海；
山东、广东各有3家；浙江、江苏各有2家；
安徽、福建、天津、重庆各有1家。也就是
说，中西部地区设立的理财公司仍较少。

记者梳理发现，兰州银行、西安银行、贵
阳银行、长沙银行、乌鲁木齐银行、甘肃银

行、富滇银行、天津银行、广州农商银行、齐
鲁银行、重庆银行、成都银行等十余家区域
银行，均对外披露过申设理财公司的意图。

值得关注的是，理财存续规模亦是重
要的考量因素。当前成功申设理财公司
的机构，理财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而中
小银行受窗口指导的影响，存续规模增长
有限。记者了解到，目前理财规模排名居
前的几家中小银行，其存续理财规模仅在
700亿元上下。

申设理财公司难在哪
从客观条件看，基于存续规模有限、

投研能力不足、金融科技基础较弱等问
题，大多数中小银行想在理财牌照方面取
得“入场券”有一定难度。当前，它们只能
设立理财业务专营部门，对理财业务实行
集中统一经营管理。

具体来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
理办法》对理财子公司的准入条件、业务

规则、风险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其
中，要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
为1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资本，这也让
很多体量较小的中小银行望而却步。

从已开业的理财公司的注册资本看，
除青银理财和杭银理财，以及几家合资理
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亿元之外，其他理
财公司的注册资本均高于这一水平。其
中，国有大行旗下理财公司的注册资本在
80亿元至160亿元，其他理财公司也多在
10亿元至55亿元。前述拟筹备的浙银理
财，与恒丰理财、渤银理财、北银理财、渝农
商理财、苏银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等
处于同一梯队，注册资本均为20亿元。

除了具备足够的资本，成立理财公司
还需要有足够的投研能力、专业的团队、完
善的中后台设置以及成熟的科技系统作支
撑，这更加考验中小银行的综合实力。

本报综合消息

2023年末，万得小微盘指数单边上涨
后迎来一轮急速震荡。2024年开年，该指
数在上一年末高位震荡的基础上，表现出
较强韧性，开年首个交易日上涨超1％，1
月3日该指数小幅下跌0.5%。

业内人士表示，短期来看，存量博弈
的市场特征明显，资金转向题材炒作，小
微盘股或将持续体现韧性。

纵观2023年，除二季度的“中特估”、
人工智能（AI）行情及7月份至8月份非银
金融、房地产走强行情外，小微盘风格全
年明显胜出一筹。2023年，万得小微盘指
数累计涨幅49.88%。相关私募市场人士
表示，若市场加速震荡，在资金博弈加剧
背景下，小微盘股后续仍有上涨空间。

大成基金的基金经理夏高近日表
示，小微盘风格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
持续占优。第一，从大小盘风格轮动行
情的持续时间来看，2009 年开始第一轮
的小盘股强势周期大约是 2 年；2013 年
开始的第二轮小盘股强势周期大约是 4
年；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更多投资者和
资金参与进来，2021 年开始的第三轮小
盘股强势期或持续更长时间。第二，从
市值角度来看，2016 年以来中证 2000 指
数成分股平均市值最高为69.14亿元，最
低为 26.65 亿元，中间值 47.89 亿元，而当
前的平均市值为 40 亿元左右，距离历史
高位仍有空间。

2024开年的两个交易日，市场并未走

出“开门红”行情。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
认为，小微盘股的韧性表现，或是由于市
场风格暂时不够明朗，权重股并未呈现明
显的上涨态势，导致资金回流小微盘股。
此外，申文冠表示，2024年权重股有望反
弹，市场风格有望转向大盘，小微盘股或
难以再现2023年的盛况。

国泰君安期货提示，小微盘股的持续
领涨，其收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基本面
的高弹性外加交易收益为小微盘产品提
供了额外的阿尔法。小微盘风格演绎至
今，若出现风格切换或结构性热点行情
时，可以通过配置一些强势风格、红利风
格以及白马股对应产品，防范尾部风险。

本报综合消息

理财牌照添新例 中小银行再拿“入场券”已不易

小微盘股显韧性 资金博弈加剧引热议

2023年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报告出炉报告出炉

1 月 4 日，大盘全天震荡分化，沪
指午后有所回升，创业板指领跌。指
数黄白分时线走势分化，题材股相对
活跃。

盘面上，旅游、冰雪产业概念股逆
势大涨，长白山、大连圣亚、三夫户外等
涨停。鸿蒙概念股盘中活跃，东方中
科、智微智能、吉大正元等涨停。供销

社概念股开盘走高，浙农股份、天鹅股
份涨停。

下跌方面，MR概念股持续调整，易
天股份跌近10%。

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全市场3200
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今日成交额
6734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641亿元。

板块方面，供销社、旅游、鸿蒙、油

气等板块涨幅居前，MR、PEEK材料、光
刻机、锂矿等板块跌幅居前。

截至收盘，沪指跌0.43%，深成指跌
1.24%，创业板指跌1.8%。

本报综合消息

创业板指低开低走跌1.8% 两市成交额跌破7000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