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科创板开市首月情况的答记者问 

 

7 月 22 日至今，科创板开市已经“满月”。总的来看，科创板

市场运行平稳，投资者参与热情高，各项机制初显成效。 

 

问一：请简要介绍科创板开市首月市场运行概况。 

答：总体来看，科创板开市以来总体平稳，市场热情度处于高

位，投资者情绪逐步趋于理性。从总体走势看，经历了充分博弈、

震荡上涨、回归理性的过程，至今 28家已上市科创板公司股价全部

上涨，较发行价平均涨幅 171%，涨幅中位数 160%。分行业看，生物

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涨幅居前；中、小市值股涨幅高于大市值

股。从个股表现看，波动在预期的合理范围内。前五日无涨跌幅限

制期，除首日外，仅 2 只个股触发盘中临时停牌，多数情况下股票

涨跌幅在 20%以内；实施涨跌幅限制后，个股涨跌幅进一步收窄在

10%以内，仅 4 只股票出现涨停，累计 5 次。从交易活跃度看，前期

偏高，随后趋于平稳。科创板首月成交额（含盘后固定及大宗）合

计 5850 亿元，日均 254 亿元，占沪市比重为 13.8%。目前换手率从

开市首日的 78%已稳定在 10%-15%区间。从投资者结构看，近四成开

通科创板权限的投资者参与首月交易。自然人投资者为科创板参与

主体，交易占比 89%，专业机构交易占比 11%。未来，随着新股供给

常态化、投资者参与热情趋稳，科创板估值将逐渐回归理性。 



 

问二：请简要介绍科创板两融及转融通的总体情况。 

答：科创板首月两融业务运行态势良好，两融余额规模在逐步

上升后趋稳。截至 8 月 20 日，科创板两融余额为 60.32亿元，占上

市可流通市值（922.86 亿元）比例为 6.54%。其中，融资余额为

32.97 亿元，占两融余额比例为 54.66%，占上市可流通市值比例为

3.57%；融券余量金额为 27.35 亿元，占两融余额比例为 45.34%，

占上市可流通市值比例为 2.96%。首月融券余量金额占两融余额比

例基本稳定在 40%-50%之间。同期，截至 8 月 20 日沪市主板两融余

额为 4599.46 亿元，占上市可流通市值（27.68 万亿元）比例为

1.66%，其中融券余量金额 39.42 亿元，仅占两融余额的 0.86%。 

截至 8 月 20日，科创板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以下简称证券出借）

的证券出借余量为 1.53 亿股、金额为 45.74亿元，占科创板上市可

流通市值的 4.96%。同期，截至 8 月 20日，沪市主板证券出借余量

为 1.25 亿股、金额为 14.41亿元，仅占上交所主板上市可流通市值

的 0.005%。 

 

问三：请简要介绍目前科创板受理企业的总体情况。 

答：截至 8 月 21 日，科创板累计受理企业 152家，整体情况如

下：从行业分布看，坚守科创板支持国家战略定位，企业集中于

“三个面向”“主要服务”“重点支持”“推动融合”等领域。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 57家、生物医药 34 家、高端装备 28家、新材



料 14家、节能环保新能源及其他行业共 19家。从上市标准看，有

129 家、4 家、1 家、11家、4 家企业分别选择了科创板一至五套上

市标准，另有 3家企业选择差异表决权/红筹企业适用的第二套“市

值+收入”指标，包容性特征体现明显。从财务状况看，近三年平均

收入复核增长率 49%。从研发情况看，近一年平均研发投入占比

11.45%。总体来看，受理企业基本反映了我国科创企业的发展现

状，与现代科技公司具有的高成长、强研发、稀缺性发展规律相吻

合。 

 

问四：从市场反馈来看，已上市的 28 家科创板公司发行价格符

合市场大多数的预期。请简要介绍科创板企业总体发行情况。 

答：从静态市盈率指标看，28家公司 2018年扣非前摊薄后市

盈率区间为 18-269倍，中位数 45 倍；扣非后摊薄后市盈率区间为

19-468 倍，中位数 48 倍。从动态市盈率指标看，28 家公司按照

2019年预计每股收益计算的动态市盈率中位数 34倍。绝大部分公

司发行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也基本落于卖方建议估值区间内，符

合市场预期。28 家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低有别，体现了市场对不同行

业、不同公司的差异化价值判断。 

从 28家公司的定价情况看，科创板市场化发行机制初步显效。通过

提高网下机构占比、试行跟投制度、投价报告约束机制、剔除最高

报价机制等措施，形成了相对理性、独立判断、压实责任的发行承

销环境。目前，28家公司每个网下账户、每个投资者每次申购获配



金额中位数提升至 39 万元、109万元，是近 3 年现有板块的 37

倍、62 倍，有效加大了网下报价的约束。28 家公司的跟投金额为

0.26-2.1 亿元，绝大部分保荐机构定价时与发行人进行多轮博弈，

体现了跟投效果。 

 

问五：请简要介绍科创板开市以来的持续监管情况。 

答：开市以来，上交所以提升科创板上市公司质量为目标，努

力防止各种乱象在科创板发生。从实际情况看，信息披露秩序总体

平稳，持续监管开局良好。一是发挥科创板制度优势。持续监管环

节有多项重要制度创新，如简化冗余信息披露、压实保荐机构持续

督导责任等，已经得到运用，并在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澄清市场

质疑、保障开市初期信息披露市场秩序中发挥了作用。二是及时回

应投资者关切。第一时间审核公司公告，针对个别科创公司的核心

技术涉及专利诉讼，在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的指导下，会同相关

派出机构，及时采取监管行动，督促公司向市场说清讲明有关情

况，并督促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充分满足投资者知情权、缓解

市场担忧。三是做好信息披露监管服务。开市初期，组织完成首期

科创板公司董秘资格培训，明确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红线雷区。

同时，与首批上市科创公司开展“一对一”沟通交流，面对面指导

公司掌握信息披露业务，确保信息披露和业务操作“零差错”。 

 



问六：科创板开市以来，投资者参与热情较高。请简要介绍首

月异常交易行为监管情况。 

答：在首批科创公司上市后，上交所根据《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控，保障市

场交易有序进行。整体来看，虽然投资者参与热情高涨，但大多数

投资者秉持了对规则的敬畏之心，“踩线”行为不多。期间，共发

现 8 起异常交易行为，包括 5 起拉抬打压股价类、3起虚假申报类

异常交易行为，并及时采取了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