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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张波）受上海正在筹划建立自
由贸易港消息刺激，上周五大幅飙升的自贸港概念
股昨日开盘再度爆发，华贸物流、上海物贸、长江
投资等开盘即一字涨停。

10月19日，上海市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
举行全团会议，在回答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及筹
划建设自由贸易港相关问题时，上海市市委书记韩
正表示，上海正按中央部署筹划建立自由贸易港。

10月20日，尽管A股市场交投清淡，但上港集
团、华贸物流、长江投资、锦江投资、申达股份、
浦东建设、东方创业、外高桥、上海三毛、交运股
份、龙头股份、上海物贸等10余只上海本地港口物
流股涨停。

据了解，自由贸易港更加方便外国船只自由出
入，如外国货物的进出、装卸、分选加工、重新包
装、储存与过境中转，以及专门进口原材料进行外
贸加工再出口等，也可享有免征全部或大部分关税
等优惠待遇。

今年3月31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明确提
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

有业内人士称，根据《方案》，自贸区3.0制度
升级，最可能先在上海铺开，再推广到全国。而

“自贸港”的改革尤其着重于贸易物流与港口吞吐能
力的升级，所以会优先选择贸易量大、背靠经济发
达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的地点，如天津港、广州
港、深圳前海港、宁波-舟山港、福州平潭港等。

东方证券称，上海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域自主
权将进一步扩大，管理能力、效率和国际化服务水
平有望提高到国际最高水平。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
展，区域经济的主导权越来越大，自由贸易港区可
以助推上海成为东亚的最大贸易中心。

申万宏源认为，自贸港这一概念，实际上是
“自贸区3.0”的一个部分，着重于物流贸易领域。
自贸港的建设首先对物流商贸领域利好；其次，对
需要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从事加工、进口再制
造、维修等领域的企业利好。而自贸区3.0的规划，
还会带来高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新活力。

有机构认为，上海自贸港题材是上海自贸区
题材的升级版，前龙头外高桥当初上演了连续11
个涨停板，此次自贸港概念行情能否持续或将取
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后续能否继续发酵出超预期
的东西；二是市场环境。

中泰证券称，上海自贸港建立将带来相关行业
的投资机会，主要涵盖上海本地的地产、商业、物
流、旅游等行业，以及上海本地的一些制造业等领
域的公司。可从三个方向选择投资标的，一是业绩
好、直接受益自贸港建立的个股，如上港集团、外
高桥、华贸物流等；二是上海自贸区主题中表现较
好的个股，如长江投资、申达股份等；三是其他自
贸区的港口股，如广州港、珠海港、盐田港、天津
港等。

10月23日 星期一 阴
今日，市场延续近期震荡格局，但

概念板块表现活跃，气氛整体偏暖，赚
钱效应有所上升。其中，市场成交量萎
缩，沪指再度面临10日均线的压力，但
结构性行情推动指数震荡上行的市场风
格依然非常明显，预计24日市场继续围
绕10日均线震荡的概率较大；创业板经
过两天的反弹后又到了短线阻力区，将
面临方向选择。

盘面上，上海自贸港依然是今日
的亮点，只不过涨停板数量较上周五

有所降低，但短线热点的惯性仍然存
在，关注龙头股的表现，不宜追涨。

今日盘初虽然还是上海自贸港遥
遥领涨的盘面，但随后环保和雄安的
异动打破了这种局面，尤其是雄安新
区经过漫长的调整后，近两日再度吸
引了市场的目光，后市可逢低关注。

目前，市场继续窄幅整理，震荡
格局没有改变，操作上不宜追涨。

老雷

本日志仅记录个人对大盘和个
股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切勿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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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概念
持续发酵

根据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企业，需要在主体资格、
公司治理、独立性、同业竞争、关联
交易这五个主要方面满足条件和具体
要求。

今年以来，IPO审核被否的原因
五花八门，包括申报期内业绩下降、
独立性缺失、募集项目堪忧、过度依
赖关联交易、持续盈利能力存疑、企
业运作不规范、中介报告存在瑕疵、
财务会计不规范等。

不过，财务问题依旧是重点关注
方向。在被否原因中，与财务问题相
关的企业有36家，占比65.5%。值得
一提的是，绝大多数企业被否主要与
业绩下滑、持续盈利能力存疑相关，
而企业净利润规模或是其中一道重要
的隐形门槛。

据统计，在年内已申报 IPO的
413家企业中，净利润在3000万元
以下的公司有 13 家，过会率仅
15.38%。当净利润规模超过3000万
元，过会率则大幅提升至 65.85%。
而净利润超过4000万元，过会率更
是逾90%。由此可见，净利润3000
万元成为IPO过会的一个重要门槛。

某券商投行人士称，今年不管是
对于并购重组还是IPO审核均趋严，
监管层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关联交
易、客户集中度等问题较为关注，因
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未来收入和业
绩的持续性。部分企业粉饰业绩，一
旦被发现，必然会被否。被否案例的
增加也充分显示了监管层从严监管的
决心，这从中长期看有助于上市公司
质量的提升。 记者 张波

3000万元净利或成隐形门槛

2017年是 IPO发行的“大年”。
Wind数据显示，相比过去3年，截
至10月23日，年内共有413家企业
申请IPO，这一数量超过了去年全年
的发行审核总数。2014 年、2015
年、2016年全年审核首发申请企业
分别为125家、282家、275家。

与此同时，拟上市公司IPO被否
的概率大幅增加。数据显示，截至
10月23日，今年以来，在发审会上
被否的企业已达 55 家，否决率
13.32%。如果加上待表决、暂缓表
决、取消审核等情况，发审会通过率
为80.87%。而2016年全年的否决率
为6.55%，发审会通过率近90%。

据Wind统计，在今年IPO被否
的55家企业中，拟挂牌主板的企业
有13家，拟挂牌中小板的企业有8

家。而拟挂牌创业板的高达34家，
占比超六成。

总体来看，今年IPO审核速度较
为平稳，波动不大。数据显示，除2
月和8月IPO审核较少外，其余月份
发审委审核的首发企业数量基本在
40家至50家。

从今年IPO过会率看，3月52家
申请IPO的公司里，仅有3家被否，
当月过会率高达94.23%；6月IPO悄
然收紧，过会率骤然下降至不足
70%；7月过会率开始回升，当月有
6家被否，但与全月54家申请IPO公
司相比，其整体过会率达85.19%；9
月过会率再次下滑至73.58%。而10
月以来审核了8家公司，6家过会，
通过率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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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已有55家IPO申报企业被终止审查，否决率达13.32%，较
2016年增加了6.42%，否决率创新高。在被否决的拟上市企业中，拟在创业
板挂牌的达34家，占比超六成。从申请IPO企业业绩看，净利润低于3000
万元的公司通过率不足两成。

创业板上市被否决居多

年内55家企业IPO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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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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