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本版主编：沈明 责编：吴澍 美编：王琳 崔建岐
制 作：闫亮 电话：010-83251808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华为千万不能造车
..........................A4版

去年底六大行手机银行
客户数合计超20亿户
..........................B1版

SECURITIES DAILY
2023年4月6日 星期四

第73期 总第6809期今日60版

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10-83251730 010-83251760

官方网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创造·发现·分享
中国价值新坐标

证券日报社出版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235 邮发代号：1-286 ●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南路55号顺和国际·财富中心大楼东侧 3A区501号/502号 ● 邮编：100071 ● 定价:3元
● 编辑部:010-83251730 E-mail：zmzx@zqrb.net ● 广告部:010-83251716 ● 发行部:010-83251713 ● 监督电话：010-83251700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宣工商广字第093号(1-1)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同时印刷

本报记者 邢 萌

“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在市场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沪深交易所主板注册制首批10家
企业已完成发行，具备上市条件。”4月4日，针
对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安排，沪深交易所
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目前，主板注
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交易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上市时机已经成熟，将于4月10日举行
首批企业上市仪式。

10家企业分别是中重科技、中信金属、常
青科技、江盐集团、柏诚股份、登康口腔、中电
港、海森药业、陕西能源、南矿集团，其中，前5

家来自沪市主板，后5家来自深市主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0家主板IPO企业创

下多个“首批”记录。这些企业既是注册制下
首批过会企业（3月13日），也是首批注册生效
企业（3月16日），从过会至注册生效仅用时3
天。

同时，10家公司也是率先启动发行的主板
注册制公司。结合发行日期来看，中重科技、登
康口腔快于其他公司一步，初步询价及网上申
购日分别定于3月22日和3月27日，中信金属等4
家公司均分别定于3月23日和3月28日，江盐集
团等4家公司分别定于3月24日和3月29日。

上述10只主板新股均按照市场化询价方

式确定发行价格。按照2021年经审计的财务
数据计算，从发行市盈率来看，5只沪市新股发
行价格在6.58元/股至25.98元/股之间，发行市
盈率区间为20倍至41倍，中位数35倍；5只深市
新股发行价格在9.6元/股至44.48元/股之间，发
行市盈率在26.81倍至90.63倍之间，中位数
34.66倍。

从募资情况来看，10只主板新股的实际募
资总额超过预计募资总额。具体来看，5只沪
市新股募资额区间为13亿元至33亿元，募资总
额93亿元，略高于招股书中预计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总额75亿元。其中，1只新股募资总额低
于募投项目所需资金，4只新股募资金额超出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5只深市新股募资额区间
为7.56亿元至72亿元，合计募资118.88亿元，与
预计募资总额比值为1.2，其中4只新股实现足
额募资。

从网上申购结果来看，10只主板注册制新
股网上有效申购户数均超千万户。10只新股
的有效申购户数区间为1019.99万户至1199.12
万户，中签率区间为0.023%至0.186%。

有业内专家表示，全面注册制下，主板打
新并未因规则调整而出现大变化，总体实现平
稳过渡。对于投资者来说，要持续加强对公司
基本面的研究判断，理性参与新股申购和上市
初期交易。

主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将于4月10日举行

李 文

高股息率是上市公司吸引长期投资者的
重要指标。以年度每股拟派现额及当年末收
盘价为基准统计可发现，已公布2022年年报的
公司中股息率高于3%的多聚集在银行、机械设
备、交通运输等行业，其中已有19只银行股股
息率超过3%，六大行平均股息率达到7%左右。

银行股的股息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究
其原因，首先，国内银行盈利较稳定，净利润相
对较高，从“分子端”提高了股息率水平。其
次，国内银行股估值普遍偏低，从“分母端”提
升了股息率水平。稳健的业绩是银行股保持
高股息率的“底气”，不过，去年银行营收增速
明显低于近年平均水平。中金公司研报数据
显示，国有大行和股份行2022年营收增速分别

为0.3%和0.4%，部分银行出现负增长。
那么，银行股是否还有配置价值？笔者认

为，答案是肯定的。复苏与重估，将成为银行
业估值提升进程中的两大关键词。

一则是业绩的复苏。今年，银行业有望继
续稳健发展。随着经济逐步复苏，经营主体有
效信贷需求回升，银行资产质量有望持续改善。

同时，经营转型升级也有望成为银行业绩
增长和估值提升的重要催化剂。近年来银行
不断寻求战略转型，以大财富、轻资本战略为
主的银行可进一步提升资本回报率。实际上，
不论是从银行近期的业绩说明会，还是行业发
展趋势上均可以看出，银行业正紧跟国家重大
战略部署，着力向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
融、新消费金融、综合财富管理等方面倾斜。
在经营转型方面，适应息差收窄局面和居民财

富管理需求升级、资产管理行业转型等趋势，
提升经营效益水平。此外，随着银行科技能力
提升、综合金融服务竞争力提高，有望为投资
人带来更多收益。

二则是估值重构，基本面向好叠加估值重
塑，银行板块有望受益。国企估值重塑是建设中
国特色估值体系的重要一环，而银行的股权结
构、业务特点均与之契合。而且当前银行板块估
值处于近十年来的低位，与其良好的基本面形成
较大反差，也凸显了银行股的估值修复空间。

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估值体系之下，银
行股可以通过核心竞争力、经营质效以及盈利
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提升估值水平。

复苏与重估 提升银行业投资价值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当前已有超半数上市券商披露了2022年
年报。从五大主营业务来看，财富管理业务、
资管业务主动管理转型加速；资本中介业务
收入占比有所提升；自营业务成为业绩拖累
主因；而投行业务表现亮眼，成为券商最具成
长性的业务。

着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

截至记者发稿，已发布2022年年报的23
家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
779.3亿元、实现投行业务净收入472.83亿元、
实现资管业务净收入391.61亿元、实现利息
净收入449.22亿元、实现自营业务净收入
686.56亿元。

近年来，着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成为券
商经纪业务转型的大方向。证券经纪业务仍
是券商业务的“基本盘”，收入贡献度持续提
升，对去年券商整体业绩形成支撑。去年A股
市场调整明显，沪深两市股票、基金交易量
495.34万亿元，同比下降10.36%。已发布2022
年年报的23家上市券商中，中信证券的证券
经纪业务净收入以101.02亿元位列第一，同比
下降22.42%；中信建投、国联证券的净收入同

比降幅均在10%以内，分别为6.6%、9.77%。
其中，作为观察券商财富管理业务的重

要指标之一，代销金融产品情况颇受关注。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证券、国泰君安、广
发证券、中信建投、中国银河、招商证券等8家
公司的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均超5亿元。华泰
证券该收入的同比增速达23%，中金公司的
同比增速为7%；中金公司的代销金融产品收
入占证券经纪业务净收入比例高达23.8%。
值得关注的是，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的非货币
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分别为1733亿元、
1367亿元，两家券商在去年第四季度首次跻
身机构基金代销总榜前十名。

投行业务表现亮眼

投行业务成为2022年券商最具成长性的
业务，业绩表现韧性十足，多家券商实现收入
增长。中证协数据显示，2022年，证券行业全
年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直接融资5.92万亿元，
其中通过IPO、增发、配股等股权工具实现融
资1.37万亿元；通过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等
债权工具实现融资4.54万亿元，引导金融资
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前述23家上市券商中，广发证券、方正证
券、中国银河的投行业务净收入同比增幅均

超10%，分别为41.08%、21.51%、10.37%。中
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的收入均超50亿
元，分别为86.54亿元、70.06亿元、59.27亿元。

2022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后的首年，前
述23家上市券商中，中小券商受托客户资管
业务净收入同比增速较快，共有7家公司实现
同比增长，其中，信达证券、东兴证券、国联证
券、华林证券净收入的同比增幅均超30%。
资本中介业务利息收入方面，海通证券、中信
证券、中国银河的利息净收入均超50亿元，海
通证券以62.1亿元拔得头筹；同比增速方面，
8家券商实现同比增长，红塔证券以313.89%
的增幅居首，东兴证券、中信建投增幅分别达
47.23%、36.57%。

面对多重超预期冲击，2022年券商自营
业务成为拖累行业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不
过也有部分券商实现逆势增长。中信证券遥
遥领先，依旧实现了176.36亿元的收入，中金
公司的自营业务收入也超过了100亿元。

前述23家上市券商中，仅有华林证券、方
正证券自营业务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幅度分
别为234.45%、52.17%。具体来看，2022年，
华林证券自营业务侧重固定收益类业务，注
重策略交易与分散投资，夯实基本盘。方正
证券则通过“高配债、低配股”，在自营投资业
务方面表现出色，支撑了全年业绩。

拆解上市券商五大主营业务
投行最具成长性 自营显著承压

新华社南昌4月5日电 记者从江西省财
政厅获悉，今年江西将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50亿元，继续实施重点群体扶持政策，持续降
低创业主体融资成本，进一步促进带动就业、
激发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全省经济
快速复苏。

据了解，今年江西省新增扶持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将占当年贷款发放量的 50%以上。对
2023年新签订借款合同（含续贷新发放）的个
人创业担保贷款，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
返乡创业农民工、脱贫人口、退捕渔民、复员转
业退役军人等六类群体原需个人承担利息部
分全部予以免除，其他群体原需个人承担利息
部分的50%予以免除，政策执行期延长至2023
年年底。

2022年，江西省加大重点群体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年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45.21亿元，通过创业担保贷款直接扶持个人
创业 9.67万人次，稳定和带动就业 52.47万人
次，较2021年分别增长15.54%和42.78%。

江西2023年将新增发放
150亿元创业担保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