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货清单
“龙元素” 热热火火

除了“氛围感拉满”的新中式
穿搭外，“龙年文创”“国潮手工”等
产品同样在龙年消费市场上炙手
可热，成为抢手货。

在位于天一广场6号门的泡
泡玛特店内，不少人正在选购“龙
吟献瑞”系列。记者注意到，“龙吟
献瑞”系列有金运龙、御水龙、窜天
龙、珍宝龙、不Lonely龙等，全套
共12个盲盒，售价899元。记者
从门店方了解到，“龙吟献瑞”系列
上架仅一周左右，销售情况很好，
目前已经接近断货。

在线上平台，“2024龙年文创”
更是登顶淘宝热搜榜单第一。龙
年记事本“神龙本”、“有龙则灵”龙
年台历、祈福平安的龙年香囊汽车
挂件等成为热搜商品。

近期，故宫淘宝店陆续上新了
60多款龙年商品，其中最受欢迎
的故宫新春福筒销量已达 10万
单。店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
周预计还将迎来一波销量高峰，像

新年盲盒、台历、日历等可能马上
就要卖断货了。

“卖爆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
象。”淘宝店“王的手创”运营负责
人石头说，去年10月就开始开发
龙年生肖系列，陆续上新了龙头
帽、龙年灯笼、龙年香囊、龙年耳
坠、甩甩龙手工刺绣国潮玩具等，
元旦前后迎来销量爆发，每天都有
1000多单，供不应求，因为产品都
是手工制作，位于贵州、云南、湖北
等地的绣娘们都在加班加点赶工，
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

淘宝热搜数据显示，本周，“龙
年文创”相关商品词搜索同比增长
21%。龙年对联、龙年拜年服、龙年
挂饰、龙年卫衣、龙年保暖套装、龙
年台历、龙年毛绒玩偶、龙年红包、
龙年内衣袜、龙年手机壳成为十大
热销商品。其中，明黄绣龙短裤成
新潮流，有商家累计销量破百万。

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许梦颖 汪麒忠

尽管离农历新年还有
一个月，但“龙年氛围感”已
经拉满。在“龙年效应”加
持下，在宁波人的年货清单
上，新中式穿搭、龙年文创、
国潮手工、龙年潮玩等“情
绪价值消费”炙手可热，成
为重头戏。

“新中式穿搭”一向擅长营造
仪式感与氛围感，是不少人的年
货清单必选。而在“龙年效应”加
持下，“独占鳌头”龙头帽、“龙女
色”口红、龙年联名拜年服、绣龙
睡袍等爆款频出，吸引大量关注
度。

在宁波天一银泰百货斐乐专
柜，红红火火的龙年拜年服已经
上线。记者注意到，除了常规拜
年服，今年，斐乐还推出了与非遗
苏绣大师邹英姿合作的系列“游
云飞龙”卫衣，以及以“敦煌守宝
龙”为灵感打造的扶摇直上的中
国龙形象。

“这个龙年系列刚上架不久，
卖得非常好，目前不少码数已经断
货了，售罄率达84%。实际上，今
年在天一银泰的服装品类中，龙年
主题服饰的占比要比往年高了不
少，销售情况也都很好。无论品牌
端还是消费端，对龙年主题服饰的
认可度都很高。”宁波天一银泰百
货助理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在位于天一银泰百货的植村
秀专柜，新推出的“龙女色”口红
也很好卖。

“‘龙女色’是植村秀今年推
出的龙年限定色，整支膏体都是
应景的龙鳞造型，一共有4个色

号，都卖得不错。元旦期间刚刚
上架，不少消费者直奔“龙女色”
而来，现在有好几个色号已经断
货了。”该专柜一位工作人员说。

新春消费的热潮下，搭载“龙
元素”的新中式穿搭更是随处可
见，不少原创汉服品牌都推出了
龙年拜年服、龙头帽。

在熊沢书店入口处，整列架
子的原创龙头帽吸引不少人围观
和选购。记者注意到其中有几款
还是非遗工艺，浓浓的中国风年
味扑面而来。

在年衣天猫旗舰店内，记者
看到一款独占鳌头龙头帽颇具童
趣，其原创“龙波儿”IP源自传统
舞龙文化，月售3000余件；一套
长袍马褂改款的宫廷刺绣拜年
服，月售1000余套；在汐汐慕天
猫旗舰店内，祥龙探春寓意的上
衣搭配福禄长裤，这样一套龙年
拜年服月售3000余套……

有分析称，作为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生肖经济”带动相关行
业消费需求增长明显。而作为

“龙的传人”，“龙元素”更容易让
消费者产生情绪性消费行为。
这也使得龙年效应加持之下，年
货消费呈现更加明显的“生肖
化”趋势。

1“新中式穿搭”更火了

2 “龙年文创”等成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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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宁波A股IPO可谓一
波三折，自年初舜宇精工、一彬科技
脱颖而出后便寂然无声，直到11月
中旬才传来夏厦精密敲钟的声音。
而12月13日、15日、21日，丰茂股
份、索宝蛋白、西磁科技更是密集敲
钟。全年新增A股上市公司6家，
总数达120家，稳住了全国城市第
9的位置。

其中，余姚、镇海分别新增 2
家，慈溪、北仑各1家。宁波各区
（县、市）A股上市公司数量更新为
鄞州27家（含高新区 10 家）、北仑
19家、余姚16家、慈溪13家、海曙
和江北各 10家、镇海和宁海各 8
家、象山7家、奉化2家。

近年来，余姚在IPO角逐中大
放异彩，最近4年共新增上市公司
10家，保持每年至少上新2家的速
度。其中，2021 年更是新增了 4
家。

余慈地区是我国县域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小家电制
造业基地，制造业基础雄厚，民营企
业活力充沛。近年来，余姚依托宁
波中意产业园等园区，大力引培集
成电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涌现了江丰电子、容百
科技、甬矽电子等一批科创实力雄
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一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余姚也是迄今为止宁波企业

IPO上市渠道最全面的区域——科
创板有2家，创业板有4家，沪市主
板有 8家，深市主板、北交所各 1
家，舜宇科技等则挂牌港交所。

目前，在前十大城市中，“双创”
板块上市企业数量，宁波处于相对
弱势。宁波A股上市企业主要集
中于汽车零部件行业（22家）、通用
设备（12 家）、电力和电网设备（6
家）、建筑及房产开发（6家）等传统
优势产业上。而光伏设备、新能源
电池、光学光电子、半导体、生物医
药等新兴产业数量较少，软件开发
仅1家。与苏州、杭州、南京、无锡
等兄弟城市相比，宁波产业结构中
传统有余而科创力不足。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A
股“宁波军团”的主力军，也是宁波
制造业的“金字招牌”。目前，宁波
上市企业中共有17家国家级“小巨
人”企业、约30家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目前，宁波共有83家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52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

“国字号”企业是宁波得天独厚的资
源和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形势下，如何让这些企业成
为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的主力
军，以及活跃资本市场的“尖兵”，值
得我们认真思考。

记者 诸新民 见习记者 张恒

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随着2023年落
幕，各城市A股 IPO成绩单也“浮出水面”。2023年，A股
市场迎来313家新成员，融资额达3564亿元。上交所、深
交所IPO融资额分列全球第一、第二。

A股去年IPO成绩单来了

宁波稳居
全国第九

2023年，全面注册制正式实
施，从“8·27”新政 IPO阶段性收
紧，到北交所“深改19条”……多
项改革举措相继落地的同时，A股
IPO上市竞争也呈现一些新特点。

从板块分布来看，“双创”板
块（科创板、创业板）依然是A股
IPO的主阵地。2023年，在A股
313家新成员中，创业板、科创板
分别占了110家、67家。其中，创
业板 IPO 数量居首位，占比超
35%；科创板以1439亿元融资额
位列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北交
所进入快速发展期，IPO数量达77
家，占A股去年IPO总数近25%。

从行业分布来看，工业及材
料、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消费行
业的 IPO数量、筹资额均位居前
三。前十大IPO中，半导体企业包

揽前三名，融资额占比超50%。
可见，持续输血制造业、突出

科技创新、赋能“专精特新”、走新
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已成为当前资
本市场的主旋律。

作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
制的第一年，2023年，注册制IPO
企业合计达290家，占全年IPO总
数的92.65%。

与此同时，2023 年 A股 IPO
持续放缓，尤其是“8·27”新政后
IPO阶段性收紧，年度IPO数量创
近4年来新低，比2022年减少了
115家。

其中，科创板IPO数量更是从
2022年的124家，减少近一半，至
67家。这或许与前几年科创板“大
放水”，市场炒作多有“泡沫”之虞，
加上监管不断趋严，市场逐步回归
理性有关。 3 “宁波军团”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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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是区域经济的晴雨
表，IPO则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活
力和产业结构优化布局的重要指
标。

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仍是
IPO 最活跃的两大经济区域。
2023年，这两大城市群A股 IPO
近200家，占全国IPO总量的近三
分之二。其中，江苏、广东、浙江
IPO数量分别为 58家、51家、47
家，居全国前三。这三地也是目前
国内拥有A股上市公司数量最多
的省份。

从城市来看，2023年A股IPO
“纳新大户”依然是上海、深圳，分
别新增25家、23家。而“地表最强
地级市”苏州的IPO数量竟追上了
北京，均为20家，并列全国第三。

截至2023年末，A股上市公
司总数及总市值排名前十的城市
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广
州、南京、无锡、宁波、成都（贵州茅
台一家独大的遵义市除外）。宁波
以总数 120 家、总市值 1.22 万亿
元，稳居全国城市第9位。

从 IPO 板块分布来看，苏州
“双创”板块（科创板、创业板）IPO
数量分别为7家、9家，均处于全国
第一梯队；其北交所IPO企业也有

4家，仅次于北京，与无锡并列全国
第二，赶超上海、杭州、深圳。

从IPO行业分布来看，苏州、
无锡、南京以半导体、生物医疗、信
息软件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
群已蔚然成风，一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正强势崛起。而杭州，信
息通信技术与IT服务业持续发力，
自动化装备、环境治理、安全护卫
等数字经济产业开创新格局，迸发
出蓬勃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重镇”重
庆、江苏“四小龙”之一的常州、“中
部新秀”合肥，在去年的IPO大角
逐中均表现亮眼，分别斩获9家、7
家、7家上市牌照。

这与三地新兴产业前瞻性布
局是分不开的。重庆抓住“成渝双
经济圈”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汽车
制造、生物医疗、先进装备等产业，
且成集群发展之势；常州早在10
年前就明确包括新能源汽车及动
力电池产业、新能源、智能电网在
内的十大产业链，打造新能源之
都；合肥在蔚来、比亚迪等造车新
势力加持下，打造新能源汽车之
城，并大力招引半导体、医疗器械
等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成为新型工
业化的后起之秀。

“双创”大引擎

“地表最强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