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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IPO集資額全球第四
科創板開市 百億級新股登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人
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和前海管理局日前簽署合
作備忘錄，雙方聯合建設深圳網絡金融行為監管
實驗室。實驗室由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和前海管
理局共同建設運營維護，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定

期向前海管理局提供非法金融廣告和網絡金融風
險的特徵、監測指標、相關案例、管理規定等內
容。
前海管理局將對前述信息進行數據化並建立監

測模型，掌握相關主體的經營異常情況及違法違

規線索，定期向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發送案件線
索和監測分析報告。
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在職權範圍內對有關非法

金融廣告和非法金融活動進行處理或移送有監管
權限的部門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新發
佈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
顯示，目前廣東數字經濟規模超過4萬億元人民
幣，居內地第一，佔GDP比重超過40%。香港
文匯報記者17日從2020第18屆廣州國際專業燈

光、音響展覽會（燈音展）組委會獲悉，廣東
已躋身首批「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
區」，內地首屆3D視覺國際光影大賽亦落戶廣
東，而廣東最新規劃力爭到2022年數字經濟規
模達人民幣7萬億元。

國際光影大賽落戶 料吸逾8萬業者
2020廣州國際燈音展組委會透露，內地首屆

3D視覺國際光影大賽將落戶廣東，將吸引海內
外的新媒體數字藝術、文旅、景觀亮化等領域
的行業專家、校園學生參與角逐，通過對於數
字技術的運用，拓展產業新領域。預計吸引海
內外逾8.5萬名業界人士參加。

粵數字經濟規模內地稱冠

央行前海建網絡金融行為監管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安永表
示，今年香港新股不論在數量和集資額上都
繼續雙冠全球，全年共有159間公司首發上
市，按年減少22%，全年集資總額為3,105
億港元，按年則增加8%。當中，下半年受大
型IPO推動，集資額有2,387億港元，佔全
年集資額77%。另外，有超過6成新股來自
內地，其集資額則佔全年集資總額的76%。

內地新股集資額佔比76%
安永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蔡偉榮說，明年

有多個因素影響新股集資，阿里巴巴成功上
市，可能帶動其他海外上市的內地企業以第
二上市的方式於香港上市，而港股相對較低
分拆上市的門檻，也會推動內地企業赴港分
拆上市。而明年新經濟公司以及醫療保健等

企業仍是新股市場焦點，但環球政治不確定
性或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他預計明
年香港新股集資額達2,200億港元。

港經濟影響IPO市場料微
不過，蔡偉榮補充，其中一間全球大熱視

頻公司的母企明年或會來港上市，加上沙特
阿美明年或有機會來港作第二上市，有機會
令明年本地新股集資額大升。若明年有特大
型新股在港上市，明年集資額可望達到3,500
億港元。
談到修例風波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持續超過

半年、加上香港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會否
拖累明年香港的IPO業務時，蔡偉榮認為香
港的IPO以內地公司為主，本地經濟情況對
IPO市場不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阿里港上市 料更多追隨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
璟上海報道） A股三大股指延
續上攻態勢，昨日表現價量齊
升。滬指更重新破3,000大關，
創下一月新高。截至收盤，滬
指漲1.27%，收報3,022點；深
成指漲1.45%，報10,306點；創
業板指漲 1.20%，收報 1,801
點。北向資金淨流入亦逐步增
長達到104億元（人民幣，下
同），已經連續24個交易日淨
流入。

創業板創年半新高
貿易摩擦降溫為股市帶來一

片利好，內地經濟穩步調亦讓
投資者增信心。昨日兩市成交
額超過 7,500 億元，滬指收復
3,000 點大關，創業板指登上
1,800點並且創出2018年6月以
來新高。盤面上，券商、銀
行、信託等金融股全線走強，
科技股、養殖股亦持續活躍。
另外，MSCI新興市場指數亦漲
至2018年6月以來最高。
消息面上，證券法修改在

即，而根據公開的證券法修訂
草案三次審議稿顯示，重點增

加了關於科創板註冊制的相關
規定，並將根據資本市場改革
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其他相關
制度進行適當修改完善。同
時，上交所16日還表示，同意
東方證券、光大證券、廣發證
券等12家證券公司成為上交所
滬深300 ETF期權主做市商，
多利好為A股走勢帶來推動與期
待。券商股昨日成為上漲主
力，華安證券等超60家個股漲
停。

60多隻券商股漲停
滬綜指突破3,000點，但巨豐
投顧認為仍需做好指數反覆甚
至回落的準備，並相信金融股
亦將有表現機會，「題材」將
會是核心。尤其在科技股的細
分領域，例如無線充電、智能
穿戴等，料會成為未來主線。
同時，以不追高為前提，建議
關注低位或者超跌品種，或是
有技術突破形態的標的。和信
投顧則表示，成交量迅速放
大，相信市場不缺錢，這意味
着做多信心走強，料跨年行情
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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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商投資安審
永輝終止購中百

香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合夥人賴
耘峰昨於記者會上表示，2019年A股

市場預計共有200家公司首發上市，集資
2,528億元，IPO數量按年增加90%，集資額
按年增加82%，創2012年以來集資額新高。
今年A股IPO集中活躍在下半年，共有136
家公司在下半年成功上市，集資1,924億
元，分別佔全年總量的68%和76%。

TMT企業發行量居首
科創板成功開市，以及多個百億級IPO的

發行，是內地集資額增加的主要原因。與去
年只有1家百億級以上IPO相比，今年增加
至4家，使A股全年平均集資額保持在近7
年來高位，僅次於2018年的高峰。與2018
年相似，2019年依然是中小型IPO佔據主
力，超過6成的集資額來自50億元以下的
IPO。
從行業來看，科創板推動科技、傳媒和通
訊（TMT）超過工業企業，躍居新股發行數

量第一；郵儲銀行、浙商銀行等大型IPO推
高了金融業集資額，後者名列集資額行業首
位。從地區來看，廣東和北京分列IPO數量
和集資額第一；與去年相比，北京共有28家
企業在A股上市，IPO數量增長211%；在北
京上市的IPO中，5成以上來自TMT行業，
4成在科創板上市。

科創板帶動A股改革
賴耘峰續指，科創板在上市企業標準、註
冊制、發行定價、交易規則、退市制度等多
方面進行創新，為深化A股資本市場改革奠
定了基礎。
他表示，科創板開板以來市場運行平穩，

各項機制初顯成效，例如註冊制把握了信息
披露這個核心，精簡優化發行條件，真正把
選擇權交給市場，更大程度提升資本市場資
源配置效率，並帶動創業板、新三板等其他
板塊的改革。
由於新股發行平穩，科創板進一步推動企

業上市熱情，截至12月16日，證監會排隊
上市企業達到420家，較去年年底增加約
51%，IPO排隊企業「堰塞湖」現象有再現
趨勢，在上交所排隊的科創板企業已達161
家。新股發行通過率攀升至88%，比去年高
出30個百分點。下半年啟動現場查核後，新
股終止審查數量大幅升高，比上半年同比激
增170%。

明年新股發行料續活躍
安永指出，內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靈活適

度的貨幣政策利於資本市場向上趨勢，5G引
領的科技也有望帶動創新型科技企業上市，
預計2020年A股IPO發行活動將保持活躍。
賴耘峰表示，IPO監管從嚴成常態，退市監
管力度加大，未來A股退市市場化、常態化
是趨勢，資本市場改革將進一步深化。此
外，證監會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A
股上市融資，都將對A股市場產生積極的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樂、趙一存) 雖然全球經濟下行、中美貿易

戰沒有解決等原因影響今年內地經濟增長，不過新股首發(IPO)卻未受

影響。安永指出，由於科創板開市和大型新股上市，2019年A股IPO

集資額達到2,528億元(人民幣，下同)，上交所的集資額全球排第四，

IPO宗數全球排第三，跟隨着香港市場雙雙進入全球前五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 永輝超市前天夜間發佈公
告稱，取消部分要約收購中百集
團，這意味着一場進行了6年的民企
對國企的收購，終以失敗落幕。終
止收購與永輝收到國家發改委的
《特別審查告知書》有關，特別審
查的主因是涉及外商投資安全審
查，規範投資環境。
公告顯示，永輝超市和武漢國資

因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的要求，
雙方達成了全方位共識並簽訂《合
作備忘錄》，維持中百集團現有實
際控制人不變，共同制定合作發展
計劃，並進一步推進中百集團經營
班子市場化改革。目前永輝維持
29.86%的中百股份比例不變，依舊
位列第二大股東位置。
據此3月份的收購計劃，永輝擬通

過要約收購方式再收購中百10.14%
股份，倘收購完成永輝最多可持有

中百集團40%股份，成為第一大股
東，而原本持股34%的武漢國資將
退居第二，且中百實控人亦將發生
變化。

或止步於第二大股東地位
永輝2013年 11月起頻頻舉牌中
百，截至2014年4月，累計買入中
百集團1.02億股，佔總股本15%，
躍居第二大股東。之後雖然武漢商
聯通過連續增持應對，但永輝未停
止加碼增持，至2017年三季度末已
持有中百29.86%。
轉折點在今年11月，11月11日永

輝收到發改委的《特別審查告知
書》，指有關交易需外商投資安全
審查，特別審查原則上在60個工作
日內完成。天眼查顯示，永輝超市
第一大股東是牛奶有限公司，持股
佔比19.99%。市場人士偏向認為是
審查導致了收購終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基
因檢測在日常的疾病治療和醫學鑒定應用中越來
越廣泛，有報告指出，消費級基因檢測可彌補醫
療資源不足，當前該行業在內地已臨近爆發點，
料3年間增速有望超4倍規模至逾百億元（人民
幣，下同），特別是行業中的兒童過敏基因檢
測，會成為消費級基因的強勁增長動力。
昨日，安我基因聯合易觀、艾瑞諮詢等發佈
《消費基因檢測行業白皮書2019》、《 兒童過
敏基因檢測白皮書2019》以及《安我基因大數據

技術白皮書》，顯示今年內地消費級基因檢測行
業規模為39.9億元，較2017年的15億元猛增
166%。考慮到當前市場頭部已經出現，且基因
檢測在普通消費者中滲透率漸高，預計至2022
年，消費級基因市場行業規模可到224.6億元，
較今年規模增463%。
安我基因創始人兼CEO吳健表示，消費級基

因檢測產品模式在近幾年的發展迭代中從「大而
全」變為了「小而美」，其中母嬰領域就是值得
切入的專業場景。統計顯示，截至去年新生兒過

敏市場年消費規模超過200億元，兒童過敏消費
市場總規模超過500億元，這是基因檢測市場是
未來增長動力。
另外，從資本方面來看，從2014年至 2019

年，內地消費級基因公司共計獲得48筆融資，累
計金額7.68億元。艾瑞合夥人鄒蕾表示，雖因資
本寒冬融資金額不算太多，但從長期來看，消費
級基因能帶動大眾消費產品的落地和普及，並從
科技角度推動包括新興商業模式、大健康產業在
內的相關領域。

消費級基因行業規模 3年料增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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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創板成功開市，以及多個百億級IPO的發行，是今年A股集資額增加的主要原因。

資料圖片

■蔡偉榮（右）指若明年有特大型新股在港
上市，集資額可望達到3,500億港元。

記者岑健樂 攝

■滬指重
新破3,000
大關，創
下一月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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