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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财经速递

红动中国

根据相关规则，科创板网

下配售向机构倾斜，个人投资

者或只能参与网上打新。业内

人士表示，科创板股票自上市

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这有助于防止股票遭爆炒，但

融券券源需进一步拓展。无论

对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

科创板的参与难度都比现有 A

股更高，个人投资者更需理性参

与。

个人投资者无缘网下打新
科创板对个人投资者设定了

一定的门槛。按照相关规定，个人

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打新，其申请

权限开通前 20个交易日证券账

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

于人民币 50万元(不包括该投资

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

券 )、具备 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

验，同时需满足交易所规定的其

他条件。

此外，个人投资者或无法参

与科创板网下打新。根据上交

所 3月初发布的《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应当向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

机构投资者（以下统称“网下投

资者”）以询价的方式确定股票

发行价格。”参与询价主体并不

包括“个人投资者”。券商人士

表示，个人投资者无法参与网下

询价即代表个人投资者或无缘

参与网下配售。

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规则

对个股上市后前五天不设涨跌

幅，五天后涨跌幅度限制为

20%。中投证券总裁助理刘付羽

认为，股价一步到位可弱化涨停

不卖导致卖单减少进而助推股

价的导向。而且，20%的涨跌幅

限制使得股价波动空间较大，

个人对个股的把握难度增加

很多，这也是体现专业投资机

构优势的地方。刘付羽表示，券

商正在尽量引导个人投资者通

过购买基金分享科创板网下配

售收益。

设置相关规定防爆炒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

作为融资融券标的，这是上交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交易特别规定》明确的，旨

在防止科创板上市后可能出现

的爆炒，证券公司可以按规定借

入科创板股票，具体事宜另行规

定。此外，上交所还在此前召开

的科创板股票发行承销工作座谈

会中讨论过如何防止科创板的爆

炒行为。

某公募基金研究员黄强（化

名）表示，目前 A 股总体还是一

个做多市场，机构、上市公司等

都主要通过做多获利，虽然有融

券机制，但体量较小。但是，未

来科创板可能改变这一态势，如

果融券大量存在，会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单边市”问题，意味着连

续爆炒之后仍旧追高买入的风

险很大。

不过，某券商经纪业务负责

人表示，虽然交易所还没发布相

关细则，但科创板可能会存在融

券难问题。譬如，科创板刚上市

时，券商手中缺少券源导致融券

渠道不畅。刘付羽说，目前融券需

通过证金公司，主要是两个渠道：

一是券商自营券库品种；二是机

构持有品种。

“但这两个渠道有一定的局

限性。”刘付羽表示，券商自营希

望上涨盈利，但如果融券做空，那

就与其目的相背。持有券种的机

构包括非大股东持有和私募持

有，但非大股东持有的券种往往

品种单一，而私募持有的券种则

往往对流动性要求高。

另一位券商人士分析，参与

网下打新的机构投资者可将股票

借出给证金公司，证金公司将股

票转融通给券商，券商再用这些

股票作为融券券源，这与主板一

致。

投资者需理性参与
黄强表示，无论对机构投资

者还是个人投资者，科创板的参

与难度都比现有 A股更高，普通

投资者需理性参与。一方面，科创

板估值体系可能更接近一级市

场，因此投研难度不小；另一方

面，涨跌幅限制与现有 A股交易

有很大不同。

事实上，也有部分机构因此

对参与科创板持谨慎态度。某公

募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表示，目前

可以确定的是参与科创板打新，

但对直接参与科创板二级市场交

易较为谨慎，因为科创板是一个

波动性更高的市场，先观察一下

交易情况比较稳妥。

另有私募研究员指出，科创

板退市制度的顺畅意味着，一旦

投资者买入的企业发生退市，可

能遭遇很大亏损。

有业内人士表示，证监会鼓

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方

式参与科创板投资，事实上即便

是满足“50万+2年交易经验”的

投资者，公募基金也是其不错的

参与渠道。

据了解，监管明确，现有可投

资 A股的公募基金均可投资科

创板股票。此外，证监会官网显

示，目前已有二十余家公募基金

公司申报了数十只科创板方向基

金。当然，不同基金产品参与科创

板的投资策略和仓位限制可能有

所不同，具体参与情况仍需以各

基金公告为准。

阴 赵中昊 林荣华

三年来首次！
日本政府下调 3月经济评估

日本政府发布月度经济报

告，下调 3月的经济评估，为 3

年来首次。日本政府称，经济正

稳步回升，但受全球贸易紧张局

势影响，出口和工业产出显露疲

态。

帮助协调政府政策的日本

内阁府表示，出口及工业产出数

据显示经济出现疲弱的迹象。而

在 2月报告中，日本政府称经济

正在逐步恢复。

3月报告对于前景持悲观的

态度，称这一轮疲弱可能在未来

一段时间里继续持续。报告同时

连续第二个月下调对工业产出

的评估。

此前数据显示，日本 2月出

口连续第 3个月下降，1月工业

产值则创一年来最大降幅。市场

分析称全球贸易紧张的局势降

低了对于日本手机零件和芯片

制造设备的需求。

市场分析称，这一悲观的评

估可能引发要求政府推迟原定

于 10月的全国销售税上调的呼

声，并增加市场对日本央行将采

取一些措施提振经济增长的猜

测。日本政府原计划在 10月将

全国销售税从 8%上调至 10%，

但市场担心这会削弱消费者支

出，损害经济增长。

3月 15日，日本央行继续按

兵不动，继续维持政策利率-0.

1%不变，继续维持 10年期国债

收益率目标在零附近。同时下调

了出口和产出评估，但没有改变

宽松政策。

日本央行表示，日本经济温

和扩张，但出口和工业生产受到

海外市场减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 1月

份的利率决议时，日本央行还是

对出口持乐观态度。除了出口，

今年 2月，日本制造业出现了近

三年来的首次萎缩，机器订单出

现下滑。

而此前，日本央行行长黑田

东彦表达可能为了刺激经济加

大货币宽松的力度的意愿。其表

示若日本经济失去通胀迈向 2%

这一央行目标的动力，日本央行

“当然”会考虑进一步的货币宽

松政策。央行有多种宽松的选

择，如降息、加快购买国债，如有

需要可能综合使用。

在被问及是否可能加大货

币刺激时，黑田回答：“日本央行

将根据经济和金融发展形势采

取最适合、副作用最小的政策。”

黑田称，日本央行必须小心

长期宽松可能遏制金融机构的

风险。同时他说，在通胀达到 2%

以前，不适合修改日本央行当前

的政策框架。

（来源：华尔街见闻）

厦门获评“中国软件特色名城”
3月 7日，工信部根据评估

结论，正式批复厦门市“中国软

件特色名城”称号。厦门成为目

前全国被授予“软件名城”相关

称号的 12座城市之一，此次同

时被授予该称号的还有苏州和

武汉。

在刚刚过去的 2018年，厦

门实现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务收

入 1493.2亿元，占全省软件收

入的一半以上，是 2013年启动

创建时的 2.5倍。全市规模超亿

元的软件企业 120 家以上，共

有 76家上市企业（含新三板）；

累计入选年度中国互联网 100

强企业 15家（次），年度中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

百强企业 2家。在动漫、游戏、信

息安全、健康医疗、移动互联网

等细分领域均涌现出了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企业。厦门软件园在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发展质量评价中，获得发展质量

总体水平五星级的好评。

首家厦企申报科创板
3月 19日，厦门证监局网

站更新披露信息显示，厦门特

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变更申请上市交易所及板块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该公

司因此成为厦门第一家正式明

确申请登陆科创板的企业。

据悉，特宝生物设立于

1996年，专业从事以基因工程

技术为核心的生物医药研发及

产业化，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国家创新型企

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上市产品包括 1 个国家 1

类新生物制品———派格宾，3个

原国家 2类新生物制品，注射

剂成品在中国、巴西、印度、俄

罗斯等 10多个国家销售。据保

荐机构国金证券出具的辅导总

结报告，特宝生物根据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为更好地促进其

未来发展，其拟申请上市交易

所及板块发展变化，变更为上

交所科创板。

今年前两月厦门关区食品进口快速增长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 1-2

月，厦门关区进口食品 42.6亿元人

民币，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23%。

东盟和加拿大是主要的进

口来源地，自巴西、阿根廷等南

美国家进口也大幅增长。今年

前两个月，厦门关区自东盟、加

拿大、巴西和阿根廷分别进口食

品 9.2亿、6.2亿、5.4亿和 5.1 亿

元，分别增长 22.4%、5.3%、71.1%

和 18.1倍；四者合计占同期厦门

关区食品进口总值的 60.8%。

粮食、水海产品、酒类是主

要进口品种。今年 1-2月，厦门

关区粮食、水海产品、酒类分别

进口 12亿元、7.6亿元和 5.1亿

元，分别下降 8.6%、增长 82.4%

和 16.9%，三者合计占同期厦门

关区消费品进口总值的 58%。

同期，食用水果及坚果、食用植

物油均进口 2.9亿元，分别增长

93.3%、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