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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推進神速科創板推進神速

12月1日 上交所就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徵求市場意見

11月5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進博會上表示，將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並
試點註冊制

首批料兩個月內上市 中證監續優化制度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科創板出台了！中證監昨日在滬舉行的陸家

嘴論壇上正式宣佈科創板開板，速度大超市

場預期。上海證券交易所透露，兩個月內首

批科創板企業將上市交易。有專家指出，眼

下中美貿易戰已演變成「科技戰」，華為事

件或是促成科創板加快推進的「催化劑」，

若近期A股大市無暴跌等意外狀況，按期推

出已是板上釘釘。

❶如何平衡好註冊制與把握上
市公司質量的關係，會是一
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勢必帶
來退市「出口」會更常態
化；

❷ 市場化定價與現有IPO定
價機制有本質區別，企業
高估值發行的現象或增
多；

❸ 開板初期，不排除出現短期
炒作、漲跌幅較大的情形；

❹ 科創企業本身由於技術迭代
快、投入周期長、不確定性
大等特點，投資者要理性研
判，更關注信息披露；

❺科創板試點初期，有一個逐
步磨合的過程，這也可能引
發一些市場風險。

201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
道）「第十一屆陸家嘴論壇」昨日在
滬舉辦，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論
壇上提出將陸續推出九項對外開放舉
措，其中包括修訂QFII/RQFII制度
規則、允許合資券商「一參一控」、
放寬外資銀行貸款融資、加大期貨市
場開放、擴大債券市場開放、全面推
開H股全流通改革等。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博士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稱，持續擴
大金融開放始終是主基調，從今次提
到的9項開放措施來看，多項措施明顯
對外資准入做了進一步的限制放寬，
料今後外資金融公司股權、經營範圍

都會不斷擴大。

專家：H股全流通增企業活力
全面推開H股全流通改革，亦被業

內認為是在提振內地市場與香港市場
活力上一舉兩得。湘財證券上海陸家
嘴營業部投資顧問張心朔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H股全流通是允許將限制
上市流通的「內資股」轉化為可境外
上市自由交易的「外資股」，從微觀
角度來說，大股東可以在內資股流通
後，從未來公司股價上漲中得到好
處。從宏觀上來講，H股全流通有利於
增加企業活力，吸引更多的內地企業
赴港上市，增加在港上市中資企業的

數量和多樣性，有助於提升全球資本
對香港市場的關注。
張心朔亦強調，對於一家公司而

言，推出內資股全流通需要配套好的
對價補償機制，以彌補現有持股人和
原有股東的成本差異，好的對價補償
機制對現有投資者而言是個重大利
好。

撤QFII額度可提升市場可得性
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

局長潘功勝出席論壇時提及，將繼續
加快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雙向開放，
系列改革舉措會擇機在上海先行先
試，包括推動QFII、RQFII改革，擴

大投資範圍，研究適度放寬甚至取消
QFII額度管理，QDLP試點在上海常
態化等舉措。
邵宇認為，取消QFII額度是一項較
大的變革，意味着未來能提升投資市
場可得性。
論壇上，官員同時表達了金融治理

的決心。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
近年來我國一些城市住戶部門槓桿率
急速攀升，必須正視一些地方房地產
金融化的問題。同時要大力發展資本
市場，徹底改變直接融資、間接融資
不平衡格局。並且堅決防止結構複雜
產品死灰復燃，高度警惕國際上出現
的影子銀行回潮趨勢。

2019年
1月30日 中證監發佈《科創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管

理辦法（試行）》和《關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實施意見》，上交
所發佈了相關上市規則

3月2日 上交所發佈「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的
相關業務規則和配套指引

一行兩會釋放擴大開放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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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科創板進展神速，滬倫通似乎也不
甘人後。倫敦證券交易所日前正式宣
佈，滬倫通所有啟動準備工作已經完
成，發行人可在倫交所主板市場申請交
易，或者在上交所主板市場發行存托憑
證。 倫敦證交所CEODavid Schwim-
mer昨於上海陸家嘴論壇上表示，滬倫
通的監管框架和跨境規則已經最終確
定。
本周初華泰證券公告，其滬倫通項下

全球存托憑證（GDR）的發行獲英國
金融行為監管局（FCA）批准，公司擬
發行不超7,501.37萬份GDR，募資總
額預計為16.503億至20.216億美元，
將成為首家按照滬倫通業務規則登陸倫
敦證交所的A股公司。

科創板穩定後 才考慮滬倫通
不過，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奚君羊認為，眼下科創板正在
緊張籌備，兩件重大事項或不會重疊進
行，總要完成一項再啟動另一項，料科
創板基本處於穩定格局後，才會續推滬
倫通。此外他認為，與境外交易所互聯
互通的滬倫通，還需考慮更多複雜因
素，當中包括匯率問題。中美貿易戰以
來，人民幣匯率穩定性受到影響，滬倫
通畢竟將涉及跨境資金，若大量買賣會
影響匯率，而外界對匯率的預期又會影
響滬倫通交易，這或許也是前期滬倫通
推進速度不是那麼快的重要原因。

散戶爭開戶冀嚐頭啖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科創板
正式開板，散戶將有全新投資渠道。有投資者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直言參與之心已「箭
在弦上」，期待可以在A股發現更多績優公司，
可免去曲線在境外市場尋找股份投資的麻煩。但
亦有人擔心科創板風險較大，稱最初只敢「淺
嚐」，待市場完全成熟後才會大膽投資。

更多優秀企業留A股
有10多年炒股經驗的林先生前兩個月已開通科
創板賬戶，門檻是申請權限開通前20個交易日日
均不低於50萬元人民幣資產。林先生認為科創板
是A股真正接軌國際市場的表現，因其不要求盈
利，且信披非常嚴格，這兩點無疑能和美股、港
股等市場對標。據他觀察，很多成熟的國際市場
都極力吸引優秀的中資公司，且對上市要求相對
寬鬆，因此造成瑞幸咖啡去美國、中國煙草子公
司中煙國際跑到香港。「科創板的開板，肯定會
讓很多優秀的企業留在A股、甚至回歸A股。」
他說。
記者採訪了解到，凡是股齡、資產達標的

散戶，大部分都開了科創板戶口。張先生
認為中國市場有凡事「開門紅」的傳
統，新鮮出爐的科創板一定可以帶來紅紅
火火的機會。另有散戶本來就偏好科技概
念，亦相信科創板會有不俗回報。

風險增大 宜控制注碼
雖然很多散戶「摩拳擦掌」，但不少人亦沒忘

記其中風險。林先生向記
者指出，科創板風險還是
存在的，從已經公佈的規
則來看，每日漲跌幅為
20%、新股上市後前5個
交易日還不設漲跌幅限
制，意味着一旦輸錢，遠
比之前來得厲害，因此認
為投資科創板的資金宜控
制在股市總資產的20%以內。此外，張先生擔憂
內地科創公司的知識版權問題，指出深圳創業板
內亦不乏科技類公司，但有些因知識產權風險糾
紛，最終影響了主營業務。

一、開通科創板交易權限直接參與
需滿足兩個條件：申請權限開通前20個交易日

證券賬戶及資金賬戶內的資產，日均不低於50萬
元人民幣（不包括該投資者通過融資融券融入的資
金和證券）；以及，參與證券交易24個月以上。

二、購買公募基金發行的產品間接參與
如果不具備開通科創板的條件，可以通過購買

公募基金發行的產品，或是其他金融機構發售
的理財產品的方式，來間接投資科創板。

散戶如何投資科創板？

整理：記者章蘿蘭

資料來源：中證監網站
整理：記者章蘿蘭

3月18日 科創板上市審核系統正式運行

3月22日 首批受理企業名單出爐

6月5日 3家企業成為首批過會企業

6月11日 3家已過會企業啟動註冊程序；第二批3家企業全部過會

6月13日 科創板正式開板，共11家企業過會

僅用僅用220220天天 科創板出台了科創板出台了
整理：記者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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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
李強李強、、中證監主席易會滿中證監主席易會滿、、上海市市上海市市
長應勇共同為科創板開板長應勇共同為科創板開板。。 中新社中新社

■■上交所科創板上交所科創板
在第十一屆陸家在第十一屆陸家
嘴論壇上正式宣嘴論壇上正式宣
佈開板佈開板。。 中新社中新社

■股民張先生認為
「新鮮出爐」的科創
板有開門紅的機會。

受訪者供圖

去年11月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首屆中國國際進
口博覽會上宣佈要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從

首度提出至正式開板歷經220日。相較之下，中小企業
板從籌劃到設立耗時5年，創業板更是歷時10年才誕
生。事實上，因上會、註冊等一系列程序尚在進行中，
市場普遍預計科創板最早也要7月開板，昨日突然宣佈
喜訊，着實令業界大呼意外。

易會滿：新探索或遇挑戰
中證監主席易會滿昨日表示，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
制，主要承擔着兩項重要使命：一是支持有發展潛力、
市場認可度高的科創企業發展壯大；二是發揮改革試驗
田的作用，借鑒成熟市場經驗，在發行上市、保薦承
銷、市場化定價、交易、退市等方面進行制度改革的先
試先行，並及時總結評估，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易會滿強調，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是一個全新探

索，其間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對於問
題和可能帶來的風險，我們在制度設計時，已經盡最大
可能予以評估完善，並做好相應預案，同時我們將堅持
邊試點、邊總結、邊完善的原則，持續優化各項制度安
排，」他希望，各方對科創板多一分理解、多一點包
容，既保持熱情，又保持理性冷靜。

專家：此時推出意義重大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科創板推進速度的確快於預期，華為事件
可能是催化劑，「如今不但中美貿易戰演變成『科技
戰』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國從自身發展需要而言，亦
需加碼對科創的支持力度，此時推出科創板意義重
大。」
雖然昨日並沒有企業掛牌，但在奚君羊看來，開板等

於是已經事先預備好了「碗」，待各家公司一切就緒，
即可往「碗」內添「菜」。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黃紅
元昨也在會上透露，預計在兩個月內首批科創板企業即
可上市交易。
早前市場寄望滬倫通於去年年底「通車」，卻始終
「只聞樓梯響」，科創板是否會重蹈覆轍？奚君羊認
為，滬倫通畢竟與科創板不同，前者還需考慮諸多外部
因素；而科創板，若彼時A股大市無劇烈波動，定會按
期推出，「按當前節奏，7月有部分公司至少能完成發
行，若進展順利即可上市。」

年內或有60企業上科創板
不少機構預計首批掛牌公司或有50家，奚君羊直言
「應該沒有這麼多」，考慮到近幾個月A股整體行情低
迷，監管層會把握合理節奏。「如果一下子上50家，
在當前以存量資金為主的市場裡，會對股市構成不小壓
力。」他預計首批可能只有10多家企業上市，往後每
月新增10家，今年內總共或有60家企業科創板掛牌。
路透社引述有券商指，宣佈開板，意味着科創板的定

位已經完全明確，交易規則和交易系統等硬件設施都已
齊備，而暫時開空板也說明科創板不是那麼容易上，對
公司質量有要求。
黃紅元說，目前共有122家企業的科創板申請獲上交

所受理，其中102家先後進入審核問詢流程，21家通過
問詢的企業獲准上會，接下來還有6次審核會議。至昨
晚已有11家過會，而首批過會的微芯生物、安集科
技、天准科技已提交註冊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