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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撤否已接近去年全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51家主板公司终止了IPO，数
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的56家。其中有2家为审核不通过，雨中
情是A股核准制下最后一家上会被否决的主板IPO企业，鼎
镁科技是A股全面注册制下首家主板IPO被否企业。

除此以外，均为主动撤回申报材料。今年8月底，证监会
公开表态收紧IPO之后，沪深交易所共有45家企业终止了
IPO，其中，主板就占了24家，构成了此次“被收紧”的主体。

就行业分布看，主板终止案例中近半数与“衣食住行”相
关，包括1家水上运输业、12家食品、餐饮等相关企业、3家木
材加工企业、2家零售业，以及3家纺织、服装企业。

食品企业是主板撤回的“重灾区”，沃隆食品、鲜美来、八
马茶业、老娘舅、德州扒鸡、老乡鸡等多个被公众所熟知的与

“食”相关的企业在今年相继终止了IPO。
另外，被称为“巨无霸IPO”的正大股份，因业绩受猪周期

影响，今年10月初也主动终止了IPO，在后续的回应中，正大
股份曾表示，当前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IPO时间点。

事实上，除了周期影响外，今年二级市场持续低迷，上市
公司估值普遍被压制，再叠加IPO收紧等因素的，对于缺乏硬
科技支撑的主板申报企业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就在10月份，A股IPO发行数、募资额创下近两年新低，
当月A股共发行新股14只，环比减少4只，同比减少10只；
合计募资76亿元，环比、同比分别下降53.8%、下降64.3%。

创业板撤否数量大幅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的终止案例在大幅增加，截至目
前，已有48家申报科创板的企业终止了IPO进程，而去年全
年仅有32家。

其中包括两家上会被否企业，分别为思必驰、太美科技。
上市委认为，前者未能充分说明未来四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的预测合理性，未能充分揭示上市前净资产为负的风险；后
者未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未充分披露有利于投
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

就行业分布看，终止审核企业主要归属于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行业
合计数量达到28家，占比达到58%。

与去年相比，今年以来，创业板的终止审核数量在大幅缩
减，截至目前为81家，其中，6家为审核不通过。去年，是创业
板的撤否数量最高的一年，全年有143家企业挥泪IPO，数量
在各大板块中遥遥领先。同时，有16家企业上会被否。

就行业分布看，今年创业板终止IPO企业主要集中在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3大行业合计39家企业终止IPO，占
比达到一半。

另外，北交所今年以来有32家企业终止审核，去年全年
为48家。

中信证券终止项目数量最多

就区域分布看，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以及上海、北京的
终止审核数量较多，尤其是浙江省达到了36家，是年内终止
审核数量最为集中的区域，其次是广东和江苏，均超过了30
家。

事实上，在目前排队的780余家在审企业中，广东、江苏、
浙江这三大省份合计包揽了半壁江山，分别达到139家、132
家、123家，是不折不扣的IPO大户。

在保荐人方面，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民生证券、海通证
券、国泰君安、中金公司、招商证券、华泰联合等8家券商的终
止审核企业数量均超过了10家，其中，中信证券数量最多，达
到了18家。

不过，按照撤否率（撤否数量/在审数量）估算，由于上述几
家券商的总体保荐数量较多，所以，撤否率均较低，撤否数量最
高的中信证券，撤否率不到20%。

另外，不同券商的撤否板块分布也存在差异，其中，中信
证券的主板终止项目较多，中金公司的科创板终止项目较多，
而中信建投、招商证券、民生证券的创业板终止项目较多，另
外，海通证券终止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科创板和创业板。

撤否数量关系到保荐人的执业质量，今年2月，深交所曾
发布《关于进一步督促会员提升保荐业务执业质量的通知》，
对注册制下IPO保荐业务执业质量较低、内控风险较大的保
荐人，实施现场督导、专项自查的差异化监管安排。其中，
IPO保荐业务执业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为撤否率，根据撤否
率，深交所将对其保荐的IPO项目按不同的比例抽取，实施现
场督导。 据第一财经

IPO大门加固
超200家企业无力敲开

今年，又是一个IPO撤否的“大年”。
根据交易所数据统计发现：截至目前，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已有212家企业终

止了IPO进程（包括终止审核、审核不通过，下同），去年这一数字是279家。
其中，主板“收紧”明显，同时，科创板的终止审核数量也超过去年全年，而创

业板则较去年大幅减少了终止案例。

全面注册制实施后，A股市场进入了退市的“快车道”。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底，完成退市流程的

公司达到44家，其中被强制退市的43家，数量上已经超过
2022年全年，而徘徊在退市边缘的上市公司则多达上百家。

在退市原因方面，主要包括业绩不佳、财务困境、法律诉
讼、业务调整、公司重组等。44家退市的上市公司中，有13
家因股价低于面值退市；2家因连续亏损退市；1家为B股退
市（山航B）；1家（经纬纺机）主动退市；2家上市公司为重大
违法退市；房地产的行业性出清已经蔓延到二级市场，年内已
有8家上市公司完成退市。

此外，还有超20家上市公司的退市原因为“其他不符合
挂牌的情形”，但监管函中并未直接点名。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上述公司中还有17家公司退市后仍
被监管追责，追责原因包括：业绩预告违规、业绩披露不准确、

财务会计报告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等。追罚措施包括给予上市
公司、上市公司实控人、公司董监高等在内的相关责任方公开
谴责、通报批评、予以监管警示等。

监管部门表示，将强化退市程序衔接，优化退市公司持续
监管制度，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退市公司监管体制。

在中金公司研究部策略分析师、董事总经理李求索看来，
常态化退市机制、投资者赔付方式的探索等，对上市公司、中
介机构等多方主体产生重要影响。上市公司层面，在上市的
前、中、后端都应合法合规经营，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质量与内
在投资价值。中介机构层面，需要切实、有效履行好资本市场

“看门人”作用，不断提升执业能力，协助企业高效规范运营。
投资者也应适应A股制度与生态变化，转变投资理念，提高风
险意识。

据界面新闻

本周前三个交易日，北交所进入了一种疯
狂的上涨走势，多只个股开启涨停霸屏。北证
50指数周涨幅达到16.82%,自 10月 24日以
来，北证50指数累计涨超35%，不过昨日跌了
2.78%。

北证A股98%在涨

11月22日，北交所行情持续，北证50指数
一枝独秀，截至收盘，涨幅达8.43%,231只个
股中仅2只下跌。与此同时，全天北交所成交
额达131亿元，再次开创新纪录。值得注意的
是，连日来，北交所投资者“跑步入场”。记者获
悉，截至11月22日，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数量已
达626万户，相对9月1日深改19条推出以来
新增近70万户。10月24日以来，北交所231
只个股中，有227只个股是累计上涨，占比达
98%。

对于北交所近来的强势，市场上的讨论颇
多，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北交所开市两周年后，北交所已初具
规模，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增加。截至11月20
日收盘，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231家，总市值
突破3000亿元。

二是北交所专精特新属性突出，科技含量
较高。而当前A股科技股更为强势，所以带动
了北交所的热度。

三是北交所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优异。今年
前三季度，北交所近九成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六
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家公司营业收入
超10亿元；五成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2
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过亿元。

机构看好北交所

不少机构纷纷看好北交所的投资机会。海
通证券深圳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幸强最近表示，
从“深改19条”出台以后，与北交所相关的鼓励
政策非常明显，北交所将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增量。

创金合信基金董梁表示，北交所上市公司
聚焦高新技术和新经济行业，专精特新属性明
显，当前估值水平较低，因而坚定看好北交所的
投资价值。中国银河范想想表示，目前北交所
有11只主题基金和12只指数基金，公募基金
参与力度仍有待提升。长期来看，建议投资者
关注政策支持的专精特新，专注于细分赛道龙
头优质中小公司；长周期战略下的高景气度赛
道，如双碳、半导体、高端制造等。

当然了，也有人表示了谨慎的态度。提醒
要警惕短期情绪过热后冷却带来的股价波动。

据中国基金报、贝壳财经

年内44家公司从A股退市

连续三天疯狂上涨
北交所找着“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