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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中，多家
公司宣告派发现金“大礼包”。其中，

“A+H”上市公司成为分红“主力军”。
经统计，截至 3 月底，146 家“A+

H”上市公司年报已披露，其中120家
披露年报分红预案，金额合计 7332.5
亿元。叠加前期中期分红，120家“A+
H”上市公司2024年合计分红金额将
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就行业看，120家公司中，15家银行
拟现金分红合计2910.81亿元，分红金
额位居第一；19家非银金融企业拟现金
分红合计893.23亿元；5家石油石化企
业拟现金分红合计671.84亿元；4家通

信企业拟现金分红合计约616亿元。
就单家公司看，17家“A+H”上市

公司分红金额均超百亿元。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3家公司拟
分红金额均超500亿元，分别为586.64
亿元、515.02 亿元、504.4 亿元。若加
上 2024 年中期分红，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中国移动等3家公司2024年全
年分红金额均超千亿元。

120家“A+H”上市公司大额分红
的背后，一方面有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
资者意识增强。

据证券日报、财联社、界面新闻

赛力斯拟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A+H”热度升温 阵营持续扩大
继重庆钢铁、重庆银行、渝农商行之后，第四家“A加H股”渝股有望诞生。3月31日晚间，赛力

斯宣布，公司拟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事实上，自2025年以来，国内资本市场“A+H”上市模式扩张态势显著，不少企业相继披露赴

港上市计划，涉及多个领域，“A+H”上市阵营亦持续壮大。
截至3月30日，今年已有超30家A股企业披露拟港股上市。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表示，通过H股上市，能够接触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

有利于筹资、优化治理结构、提高运营透明度，增强市场对其长期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全球
化发展。

焦点

港股IPO募资额爆棚
新消费+硬科技受宠

今年以来，港股新股市场持续
火热。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
一共有17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值
得注意的是，超过15亿港元募资净额
的公司有六家。包括蜜雪集团、赤峰
黄金、南山铝业国际、古茗、宜宾银行
以及布鲁可。总体而言，IPO融资额
175.62 亿港元，同比增长 266.9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蜜雪集团在
港交所公开发售以认购倍数达5125
倍、认购金额超1.77万亿的成绩创下
港股打新新纪录，成为港股市场现象
级IPO事件。

首发募资同比大幅增长
麦楷亚洲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创始

人和联合主席助·伯斯汀称，之所以出
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人们对中国股市
的情绪确实发生了变化，从“政策缺口
的绝望”转变为“期待重新评级的春
天”。因此，许多采用“中国不可投资
路线”的基金不得不重新定位其投资
组合，以避免落后于指数。

浦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赖烨烨
认为，出现募资额大幅增长，主要有三
方面原因：

一是中国AI技术突破使得港股
市场情绪和信心得到修复。二是随着
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南向资金与外
资的共同净流入，港股的流动性显著
改善。三是打新赚钱效应更明显，机
构参与积极度提升，也吸引了较多个
人投资者参与。

艾德金融研究部联席董事陈刚
称，今年港股IPO市场目前募集资金
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大型IPO数
量增多。

今年以来恒生指数持续攀升，一
度接近25000点大关。中泰国际策略
分析师颜招骏表示，2025年开年以来
港股市场景气度回升，港股通是本轮
升市的主力，年初以来流入速度及规
模均超越历史同期。

募资规模有望大幅提升
就一季度的募资情况看，港股今

年的募资额大概率要超过上一年。
赖烨烨称，随着流动性显著改善，

估值逐步修复，预计今年港股IPO市
场将加速回暖。赖烨烨表示，目前，有
近 120 个公司的递表状态为“处理
中”，包括超过30个A股公司，当中不
乏超大型A股上市公司。预计这些
公司将支持今年港股上市公司数量和
融资规模同比进一步提升。在多个大
型IPO上市、美联储持续降息以及海
外资金加大对港股的配置的情况下，
港股IPO募资总额有望恢复至新冠疫
情前的40%~50%，全年筹资规模有
一定机会达到170亿~200亿美元。

“然而，由于海外不确定性较多，
地缘政治危机仍存，特朗普政策或将
对人民币汇率、企业盈利和资金流带
来挑战，这些因素均会对IPO的筹资
规模产生影响。”赖烨烨说。

陈刚认为，今年香港 IPO 实现
170亿~200亿美元的筹资规模很有
可能实现，也就是相比去年IPO融资
额大约翻倍，但相比 2018 年~2021
年的融资额其实仍相差很远。从
IPO数量上看，预计今年将实现80个
左右，相比去年有一定提升，但是A股
公司积极赴港上市，将显著增加大型
IPO的数量，进而提升今年的IPO融
资规模。

相关

120家“A+H”上市公司
拟分红超7300亿元

聚焦3大领域
3月31日晚间，赛力斯宣布，为深入推

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打造国际化资本运作平
台，提高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发行H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赛力
斯本次拟发行的H股股数不超过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的15%（超额配售权行使前），
并授予整体协调人不超过前述发行的H股
股数15%的超额配售权。按照赛力斯目前
总股本16.33亿股测算，可发行不超过2.88
亿H股。

经梳理发现，“A+H”上市案例多集中
在新能源、半导体、高端制造三大热门领域。

新能源行业在“A+H”上市趋势中表现
突出。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月
22日宣布，计划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目前，公司已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作为
港股IPO的审计机构，正筹备相关资料。

全球锂电龙头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也在积极筹备赴港上市事宜。
3月25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境
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从备案受理到获批
仅用时25天，展现出高效的审批效率。根
据公告，公司计划发行不超过2.2亿股H股
并在联交所主板上市，有望成为近年来港股
市场规模较大的IPO之一。

半导体领域的企业也在积极布局“A+
H”上市。自2013年成立以来，纳芯微发展
迅速，在模拟芯片领域取得一定成果，并于
2022年成功上市。此次筹划赴港上市，公
司意在拓宽融资途径，推进国际化战略，提
升全球半导体市场竞争力。此外，杰华特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半导体企业也在积极
筹备，期望借助“A+H”上市在全球半导体
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高端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也在今年开启了“A+H”上市
进程。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
表示，未来“A+H”上市企业的数量在上述
三大领域中有望保持增长。政策方面，相关
政策出台为企业跨境上市提供良好环境；行
业需求方面，这些领域前景广阔、资金需求
大，“A+H”上市能够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国
际化需求方面，“A+H”上市有助于企业拓
展国际市场、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市场优
势方面，A股估值高、流动性强，港股市场拥
有国际化的投资者基础和成熟的资本市场
环境，企业“A+H”上市可实现两地市场的
优势互补。

呈现4大特点
梳理近年来“A+H”上市案例后发现，

其呈现出四大特点：头部企业引领、融资

与国际化并重、政策支持推动、上市方式
多元化。

市值较大的头部企业在“A+H”上市中
起引领作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美的集团”）2024年成功在港交所上市，募
资超300亿港元，截至3月28日收盘，公司
A股总市值5888亿元，H股总市值5848亿
港元。同样，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顺丰控股”）作为快递物流行业的龙头，成
为行业首家“A+H”上市企业。

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
长林先平表示：“这些头部企业凭借行业地
位、品牌影响力和盈利能力，带动行业发展，
吸引更多企业效仿，为资本市场增添活力。”

余丰慧认为，头部企业“A+H”上市后
借助资本市场优势加快发展，对中小企业来
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头部企业上市，一方
面，提升行业关注度，吸引资源，为中小企业
创造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加剧市场竞争，促
使中小企业寻求差异化竞争或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

融资需求与国际化战略是企业“A+H”
上市的重要动力。郑磊表示，就融资角度
看，企业通过“A+H”上市，能够吸引内地和
国际投资者的资金。港股市场资金来源多
样，再融资制度灵活，审批流程相对简便、耗
时较短，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和市场情况，
在两个市场选择融资方式与时机。在国际
化战略方面，香港资本市场连接全球，企业
上市后，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国际资源，
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A+H”上市进程中，企业可选择“先A
后H”“先H后A”“A+H同步”三种模式。

“先A后H”常见，企业先在A股上市积累
成果和影响力后赴港上市，如美的集团、顺
丰控股等；“先H后A”较少；“A+H同步”对
企业实力和筹备要求较高，未来或有更多企
业尝试，丰富资本市场生态。

郑磊认为，“A+H”上市企业需应对汇
率波动和两地法律监管差异挑战。企业可
运用套期保值工具管理汇率风险，建立符
合两地法规的内部合规体系，加强与两地
监管机构沟通，及时了解政策变化，保障运
营稳定。

“总体而言，‘A+H’上市持续扩容，为
企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林先平表示，未
来，随着更多企业加入“A+H”上市行列，A
股和港股市场的联动性将进一步增强，推动
资本市场迈向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发展。

赛力斯汽车

重庆市两江新
区的赛力斯汽车超
级工厂智能化生产
作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