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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自然资源部召开11月份例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前三季度海洋经济运行有关情
况。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何广顺表示，
前三季度全国海洋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初步核
算，前三季度海洋生产总值 7.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5.8%。涉海企业对市场预期保持乐观，涉海
金融保持总体稳定。今年前三季度，有 23家涉
海企业完成 IPO 上市，融资规模 257亿元，占全
部IPO企业融资规模的7.9%。

科技持续赋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能力稳步提升，前三季度交付海工
订单金额占国际市场份额的 64.3%。海洋石油
采出液处理装备“管式动态涡流除油器”研制成
功，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FP-
SO）“海洋石油122”完成船体建造。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政治战略研究室主任张
建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洋强国应有很
强的海洋科技和海洋开发能力。主要落地点是
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技术开发，包括船舶工业
与交通、海底通讯电缆制造与铺设、矿产资源勘
探与开发、海洋食品与生物制药；海水淡化和利
用风、浪、潮的发电工程；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
检测与污染治理、海洋灾害预警、近海滩涂渔
业、离岸远海海洋养殖、大洋捕捞等。

海洋传统产业发展稳中向好。前三季度，海
洋油气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全国海洋原油和天然
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6%、9.7%。海洋渔业保持
稳定增长，国内海洋水产品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
同比增速均超5.0%。海洋船舶工业延续向好态
势，新承接海船订单、海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

比分别增长40.2%、23.3%、34.3%。海洋交通运输
业稳定发展，海洋货运量、海洋货物周转量同比
分别增长10.1%、8.1%。

数据显示，海洋旅游业加速恢复，前三季度
海洋旅客周转量、海洋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
125.9%、121.0%，增速较 1 月份至 8 月份分别加
快4.0、0.4个百分点。海洋旅游业加速进入全面
恢复新阶段，前三季度海洋客运量已超过 2019
年同期水平。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激发海洋旅游市场消
费活力，需要加强海洋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和建
设，提高旅游设施和服务水平，增加旅游者的满
意度。其次，可以推动旅游企业进行差异化经
营，打造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旅游产品，吸引

更多游客。此外，还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和优惠措
施等方式，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海洋旅游消费，提
高市场活力，带动海洋经济更多产业发展。

自然资源部调研显示，超五成涉海企业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较上半年提高
5.9个百分点。企业预期保持乐观，超六成涉海
企业预计全年营收实现增长，超八成企业用工
人数增加或保持稳定。涉海企业经营情况总体
改善。

何广顺表示：“前三季度，重点监测的企业
中，海洋旅游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电力业、海
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经营情况较好，均有超七
成企业营收实现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需
求回升、企业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及自身市场竞
争力提升等。” 据证券日报

距离深交所发布深证 50 指数仅逾
一个月时间，全市场首批深证50ETF（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就已启
动发行。11 月 20 日，深证 50ETF 易方
达、深证 50ETF 富国等 2 只跟踪深证 50
指数的产品正式开售。

深证 50 指数反映了深市市值规模
大、行业代表性强、公司治理良好的 50
家头部公司股价变化情况。易方达基
金指数研究部总经理庞亚平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深证50指数相关产品的
发行，将进一步丰富市场优质企业投资
标的，为实体经济发展引来资金活水。”

深证 50ETF 富国拟任基金经理苏
华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预计 A股市场将持续修复，回归合
理的价值区间。同时，通过复盘历史每
一轮‘底部’反弹，具有大盘属性的深证
50 指数成份股普遍出现率先反弹的表
现。在此背景下，囊括深市龙头优质企
业的深证50指数，有望成为参与大盘成
长行情的有力工具。”

在编制方法上，有别于传统宽基指
数主要按照总市值选股，深证50指数在
设置流动性筛选、ESG负面剔除后，综合
考虑自由流通市值排名、行业地位、公司
治理得分等指标，优先选取三级行业内
市值排名靠前、公司治理得分较高的公
司，可纳入更多细分行业的代表性龙头。

在权重方面，苏华清认为，深证 50
指数成份股主要集中于大市值个股，市
值 小 于 500 亿 元 的 个 股 合 计 权 重 约
5.86%，市值大于 2000 亿元的成份股合
计权重占比达 50.62%。这其中，囊括了
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既包括了全球动力
电池龙头企业，也包括了成功转型、销
量惊人的新能源车企，还包括了技术持
续创新的电子企业等。

在行业分布上，深证50指数聚焦新
兴产业，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样本公司
权重占比77%，电力设备、电子、医药生物
等行业占比居前。庞亚平认为，“深证50
指数的行业覆盖均衡全面，能较好地反
映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

“优创新、高成长”的鲜明特色，让
深证 50 指数拥有较高成长性。从盈利
质量来看，2022年成份股净资产收益率

（ROE）平均为 19.9%，领先众多宽基指
数，盈利能力较强。

“2022 年年报数据显示，深证 50 指
数成份股的平均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
之比为5.96%，高于沪深300指数等宽基
指数占比；平均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
入 之 比 为 6.53% ，高 于 沪 深 300 的
4.92%。”苏华清认为，深证 50 指数成份
股的研发投入明显更高，未来发展趋势
较好，具备较高的长期配置价值。

据证券日报

去年 11 月 18 日，《关于高质量建设区域性
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印发，至今已满一年。

一年来，以高质量建设“专精特新”专板为
核心，区域性股权市场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适
合“专精特新”企业特点和需求的基础服务体
系、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上市规范培育体系。与
此同时，随着三四板对接机制落地实施，开辟了

“专精特新”企业进入全国性证券市场“快车
道”，进一步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
企业服务能力。

据公开信息梳理，截至 11 月 20 日，证监会
公示的首批九地“专精特新”专板建设方案备案
名单中，八地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
已经开板，仅从开板时首批入板企业来看，“专
精特新”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另外，《证券日报》
记者从知情人处了解到，今年年底前，第二批

“专精特新”专板建设方案备案名单有望出炉。
近年来，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多层次

资本市场对“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力度加大，服
务能力提升。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
区域性股权市场在服务中小型、初创型“专精特
新”企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成为政府、金融机
构、“专精特新”企业以及资本市场协同发展的

“桥梁”。
证监会市场二部主任王建平近日公开表

示，近年来，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企业的质量不
断提升，现服务“小巨人”企业 1950 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1.5万家，并按照发展阶段、细分行
业、科技含量等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同时建立
了包括投融资信息、政务数据、第三方数据和现
场走访信息等多维度企业数字档案。

自今年 6 月 30 日，证监会公示第一批九地
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建设方案备案
名单后，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建设
步伐加快。

据记者梳理，截至11月20日，广东股交、青
岛蓝海股交、武汉股交、北股交、齐鲁股交、宁波
股交、重庆股交、江西股交等八地区域性股权市
场“专精特新”专板已先后开板。仅从开板时的
挂牌企业来看，八地四板市场的“专精特新”专
板已经挂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千家。

接近浙股交的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浙股交“专精特新”专板
将开板。“专精特新”专板为中小企业设立了“孵
化层、规范层、培育层”分层培育体系，针对不同
企业的不同需求，分层分类对接资源、匹配专属
产品，“一企一策”为专板企业量身定制服务。
另外，多地区域性股权市场专板开板时，亦公开
其为专板企业提供的融资服务“大礼包”。

江西股交副总经理孙辉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科创型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资产少、风险
高的特点，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政府推动金融资源持续
精准浇灌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可以充分发挥市
场化平台作用，聚集各类金融资源，综合运用股
权、债券、信贷和地方金融工具，为科技型企业提
供符合企业成长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专精特
新”专板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结构优化，为中小
科创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此外，也促进了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为我国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力。

10月20日，全国股转公司与首批18家区域
性股权市场签署监管合作备忘录，与 4 家签署
绿色通道、公示审核监管合作备忘录，与另外14
家区域性股权市场签署绿色通道监管合作备忘
录，标志着三四板对接机制正式落地，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专板培育层企业等
4类企业进入新三板开通审核“快车道”。

陈雳表示，三四板对接机制落地，是进一步
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强化资本市场互联
互通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型中小
企业的服务链条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此外，近年来，证监会先后在区域性股权市
场启动综合性的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以及区块
链建设、私募份额转让、认股权综合服务和非上
市公司财务顾问等单项试点，提升四板市场服
务效率，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目前，区块链试点已在35家区域性股权市
场铺开，借助“区块链+大数据”，区域性股权市
场已经积累了企业经营成长中的各类信息，实
现企业精准画像，在建设“专精特新”专板时实
现“链上建板”，助力企业融资，加快上市进程。

“区块链试点根据中小企业的需求与自身特
点，量身打造了适应其发展的市场架构，帮助其

与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有效联系。”陈雳表示。
另外，记者据公开数据统计，截至 11 月 12

日，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基金份额转让成
交金额 101.1 亿元，质押融资规模 119.21 亿元；
北股交认股权综合服务试点平台累计已完成认
股权登记 17单，认股权转让、行权 1单，涉及融
资金额7670万元。

作为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抓手，高
质量建设“专精特新”专板，有助于充分发挥区
域性股权市场服务中小企业的功能和作用，形
成推进服务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也有助于从源头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

广东股交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专精特新”专板，对创新
构建“专精特新”梯队培育体系、打通“专精特
新”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渠道具有重要
意义，将进一步拓宽“专精特新”企业投融资渠
道，帮助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将更多资金及精力
投入到高水平科技发展中，增强企业竞争力，助
力实现科技强国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记者了解，下一步，监管部门将继续推动
符合条件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专精特新”专
板，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公布第二批“专精特新”
专板建设方案备案名单。同时，监管部门将继
续丰富服务工具和产品。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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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20日，广东股交、青岛蓝海股交等八地
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已先后开板

近年来，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企业的质量不断提
升，现服务“小巨人”企业195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1.5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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