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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晚，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首批申
报的 4 只科创 100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以及首批适用沪深交易所修订后的指数基
金开发指引的4只非宽基股票指数产品均已获
批。有机构透露，“预计将择机发行。”

就在 8 月 18 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活跃
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答记者问时提到，

“放宽指数基金注册条件，提升指数基金开发效
率，鼓励基金管理人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高级基金分析
师孙桂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科创
100ETF、新规下的非宽基 ETF 快速获批，将进
一步提升优质产品供给速度，丰富公募基金产
品多样性，为投资者带来更加多元的资产配置
工具，资金借道ETF进入A股市场，也有利于激
活资本市场活力。

具体来看，前述 4只科创 100ETF分别为博
时 上 证 科 创 板 100ETF、鹏 华 上 证 科 创 板
100ETF、国泰上证科创板 100ETF、银华上证科
创板 100ETF。而 4 只产品的获批时间，距离 8
月10日相关申请材料被接收不足两周。

4只产品紧密跟踪上证科创板100指数，可
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化的科创板指数投资工具。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作为科创板的第二只宽基指数，科创100
指数于2023年8月7日正式发布，是科创板中小市
值公司代表。科创100指数从科创50样本以外的
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中选取100只市值中等且流
动性较好的证券作为样本，与科创板50指数共同

构成上证科创板规模指数系列。”
“随着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的提升，投资者

对科创板不同市值规模上市公司的投资需求也
不断增加，科创 100指数应运而生，补充了现有
科创板相关产品矩阵。”国泰基金相关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科创板估值仍位于
历史相对低位，投资空间较大。

鹏华基金量化及衍生品投资部总经理、基
金经理苏俊杰也认为科创 100 指数性价比较
高。他向《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科创100指数

布局的电子、机械、计算机等行业营收和盈利
2023 年预期高增长，ROE（净资产收益率）较
2022年有所抬升。另外，2021年以来北向资金
持续增配科创 100 指数，到 2023 第二季度北向
资金持股占比达1.4%。

除前述 4 只科创板 100ETF 外，另有 4 只非
宽基股票指数产品也已获批，包括易方达国证
机器人产业ETF、嘉实中证全指集成电路ETF、
国泰中证全指集成电路ETF和华安中证全指软
件开发ETF。

嘉实基金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集成电路作为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是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从中长期看，具有“国产
化+科技创新驱动”两大增长空间。尤其是受益
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
生活和工作的渗透持续加强，未来潜力巨大。

8 月 10 日，沪深交易所修订发布指数基金
开发指引提出，将非宽基股票指数产品开发所
需的指数发布时间由 6 个月缩短为 3 个月。上
述4只产品的相关申报材料于8月10日被接收；
同时，4只产品所跟踪的3只指数的发布时间均
在 3 个月至 6 个月之间。孙桂平预计，“根据适
当缩短非宽基股票指数基金开发对指数发布时
间的要求来看，一些行业或主题类 ETF 的开发
时间将大大加快。”

近年来，随着产品布局日臻完善、财富管理
功能逐渐发挥，ETF 愈发成为投资者进行资产
配置的优质选择。今年以来，ETF 市场更是涌
现出一大批旗舰型产品，科创50系列ETF合计
规模于今年 5月底已突破千亿元，沪深 300ETF
单只产品规模于8月7日超过千亿元。Wind资
讯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8月22日，全市场ETF
共有819只，总规模达1.83万亿元。

孙桂平认为，“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ETF 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引导资源配置等方面，
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借助相关科技指数
ETF，可以直接将入市资金精准投向相关上市
公司，同时 ETF 自身特点也有助于平抑市场波
动和稳定市场情绪。” 据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8 月 23 日刊发文章
《一批税收优惠政策公布 支持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文章称，8 月 22 日，财政
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多项有利于资本
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相
关政策执行至2025年或2027年底。

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7月31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明两年到期的
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后续安排作出部
署。本次延续政策项目多，涉及领域
广。8 月初，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已发
布了 10 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税费优惠政策。此次财政部会同有关
部门再延续一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资
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具体来看，一是为促进内地与香港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健康发展，对内地
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
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和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取得
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是为支持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经国务院批
准对外开放的中国境内原油等货物期货
品种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货物期货品
种保税交割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

三是为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对个人投资者转让或持有创新企业
存托凭证，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对公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营基金过程中转
让创新企业存托凭证取得的差价收入，
暂免征收增值税。

四是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允
许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
者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
式之一，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
业的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是为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对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
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

据新华社

“增量+存量”改革成果丰硕
创业板已成助力中国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三年来，同步推进“增
量”和“存量”改革，覆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吸
引力更强，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特色愈
发鲜明，成为助力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创业板“增量”公司表现亮眼。注册制下高
科技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高，支持未
盈利企业上市，增强板块包容性和覆盖面，为各
类创新成长企业提供更高效直接融资支持。

创业板“存量”公司做优做强。创业板持续
支持存量公司用足用好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
激励等资本工具，助力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赋
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注册制“增量”公司表现亮眼
成长动能强劲

创业板注册制公司规模稳步扩大，涌现出
中伟股份、华大九天、江波龙、湖南裕能等一批
创新成长的“中坚力量”，并在先进制造、数字经
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增量”公司
成长动能强劲。

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创业板注册制下新
上市公司发展至近500家，数量占比近四成，总
市值超3万亿元，占板块整体市值超25%。新上
市公司中，近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超五成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市值在100亿元以上的达
52家，其中，千亿元市值公司有 2家，超 70家公
司在上市后实现市值增长。

注册制改革也进一步提高了创业板服务具
有较强创新属性、良好成长性创新创业企业的
能力，吸引了更多科技创新企业。截至 7 月 31
日，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合计市值占比近50%，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公司市值占比超 30%。此
外，注册制下市值排名前 20 名的新上市公司
中，高新技术企业15家，占比75%。

“作为研发驱动型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公司在今年完成了创业板的挂牌上
市，成功解决了公司阶段性发展的资金难题，所
募集资金将在技术创新、产品结构及市场布局
等方面持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曼恩斯特董事
长唐雪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创业板注册制下新公司借助政策优势和资
本助力实现稳定发展。截至 7月 31日，注册制

下新上市公司 2022 年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21.39
亿元，同比增长14.88%；超460家注册制下新公
司实现盈利，占比超 95%；超 220家净利润实现
同比增长，近50家净利润增幅大于50%。

研发投入为新公司业绩发展持续注入新动
能。2022年，注册制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合计
超300亿元，平均研发投入超6000万元，同比增
长超 20%，70 余家公司研发投入增幅超 50%。
其中，新能源产业链公司湖南裕能研发投入
4.56 亿元，增幅达 467.47%；瑞丰新材研发投入
1.04亿元，增幅122.84%。70余家注册制新上市
公司研发投入三年复合增长率超30%。

中伟股份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
介绍道，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公司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2020 年至 2022 年研发投入分别
为2.7亿元、7.69亿元、9.29亿元，公司将前沿基
础研发、企业技术中心、中伟研究院、研发车
间、测评体系构建成“五位一体”高效的研发体
系，培养了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形成了多项
核心技术。

另外，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
重点领域，相关产业上市公司活力十足。2022
年，50家新材料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1500
亿元，同比增长超60%；69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 900 亿元、实现净利润
超70亿元；39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210.88 亿元，同比增长 14.41%；19 家新
能源产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近 260 亿元，同比
增长11.17%。

唐雪姣表示，创业板优质产业的集聚效应
逐渐显著，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加强，不仅提高了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受益于科技创新资本
的赋能，为公司的技术研发及产能扩充提供了
充足的发展资金。

赋能“存量”公司做优做强
资本工具提供有力支撑

创业板在再融资、并购重组同步实施注册
制，打造更加灵活的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
制度，通过三大资本工具积极赋能“存量”公司，
为企业上市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再融资助力企业做优做强。创业板实施注
册制以来，共 530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再融资注

册生效，拟融资金额5584.32亿元。今年以来截
至 7 月 31 日，创业板累计 105 家上市公司再融
资注册生效，接近去年全年 121 家的数量。企
业性质方面，2020 年至 2022 年，民营企业融资
数量占比分别为82.77%、77.77%、88.13%。今年
以来再融资数量占比89.77%。

当升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上市后于 2017 年、2021 年两次启动再
融资，共为江苏当升锂电材料技术研究中心、当
升科技（常州）锂电新材料研究院募集资金超
6.5亿元。这两次再融资为公司南通、常州两大
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有力支
持了公司基础研发、产品测试、量产应用等技术
创新活动开展，为公司后续保持技术优势、引领
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 7月 31日，已有 38家公司通过简易程
序实施再融资，其中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
低碳三大领域的创业板公司累计申报简易程序
22单，占比57.50%，涉及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

重组市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作用进一步凸显，交易结构更趋合理。截至
2023年7月31日，累计23单创业板重组项目注
册生效，交易金额合计383.69亿元，超70%项目
标的资产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超70%项目属于产
业整合并购，有效推动并购重组在服务国家战
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股权激励能够有效增强员工凝聚力，从而
提升公司竞争力。截至 7月 31日，创业板共有
803 家公司推出 1514 单股权激励计划，涉及股
份数量 1410336.71 万股。403 家公司推出两期
及以上激励方案，170家公司推出三期及以上激
励方案。

上述中伟股份相关负责人认为，总体来看，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过程中，并购重组、再
融资制度一并实施注册制，同时大幅提高股权
激励制度的灵活性，推进资本、人才、技术等要
素市场化配置，增强服务创新创业能力，推动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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