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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21 年 2 月共有 38 家中国企业
1
在全球各交易市场完

成 IPO，数量同比上升 58.3%；总融资额为 721.68 亿人民币，融资金额同比上升 162.7%，

环比上升 64.3%。本月完成 IPO 的中企涉及 14 个一级行业，登陆 7 个交易市场。中企 IPO

平均融资额为 18.99亿人民币，环比大幅上升 124.8%，单笔最高融资额为 350.07亿人民币，

最低融资额为 1.29 亿人民币。本月共有 29 家 VC、PE 已投企业上市，涉及 147 家机构，

VC/PE 渗透率为 76.3%。本月融资金额最大的三家 IPO 企业分别为：快手(互联网行业)在香

港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共融资 350.07 亿人民币；昭衍新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在

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共融资 54.59亿人民币；重庆银行(金融行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共融资 37.63 亿人民币。 

 

 

                                                             
1 本文”中国企业”指为总部在中国大陆的企业，以下简称：”中企” 



 

  

港交所表现突出，IPO 融资额跃居第一 

 

从各交易市场 IPO 数量方面来看：本月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中企有 10 家，占

比 26.3%，位居第一；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中企有 9家，占比 23.7%，获得第二；

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有 7 家，占比 18.4%，位列第三；此外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中企分别为 5 家、4 家、

2家和 1家。 

 

 

 

 

 

 

 

 

 

 

从融资金额来看，本月中企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共融资 457.81亿人民币，占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63.4%，位列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以 92.92亿人民币融资额紧随其后，占

比 12.9%；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共融资 70.24亿人民币，占比 9.7%，位列第三；深交所创

业板共融资 56.92亿人民币，占比 7.9%；纽约证券交易所共融资 20.65亿元民币，占比 2.9%；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融资 13.99 亿人民币，占比 1.9%；深交所中小板共融资 9.15亿人民

币，占比 1.3%。 

 

2 月 IPO 涉及 14 个行业，互联网行业融资额最高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月 IPO中企共涉及 14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方面来看，

位居前三的行业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建筑/工程、互联网、半导体及电子设备

和 IT 行业。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完成 9起，占比 23.7%，位列第一；机械制造行业紧随其后，

完成 6起，占比 15.8%，获得第二；建筑/工程、互联网、半导体及电子设备、IT 行业，分别

完成 3笔上市，并列第三，均占比 7.9%。 



 

  

 

 

 

 

 

 

从融资金额方面来看，互联网、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半导体及电子设备行业分列前三，

融资金额分别为 353.75 亿人民币、139.89 亿人民币和 39.48 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49.0%、

19.4%、5.5%，累计占比 73.9%。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行业上市企业仅 3家，融资金额因为

快手融资跃居第一。除此之外，本月融资金额在 30亿元以上的行业还包括金融行业（37.63

亿人民币）和 IT行业（36.97亿人民币）。 

浙江省广东省 IPO 数量领先，北京市融资额位居首位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2 月 IPO 中企共涉及 12 个省市，从 IPO 数量来看，位于前

三的地区为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和江苏省，中企 IPO 数量分别是 7 家、7 家、

6 家、4 家和 4 家，累计占比 73.7%；此外，本月 IPO 数量在 2 家及以上的地区还包括福建

省（3家）和山东省（2家）。 

 
 



 

  

融资金额方面来看，北京市本月表现出色，融资额为 444.30亿人民币，占比约 61.6%。

广东省和浙江省融资额分别为 59.37 亿人民币和 53.66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8.2%和 7.4%。

此外，本月融资金额在 30亿以上的地区为上海市（38.06亿人民币）、重庆市（37.63亿人

民币）和江苏省（37.48亿人民币）。 

2 月前十的 IPO 企业总融资金额占比近七成 

对比 2021年 1月数据，中企 IPO数量受春节放假影响下降，但大额融资案例推动 2月

融资额环比大幅增加。从融资金额来看，TOP10的 IPO企业总融资额累计 566.83亿人民币,

占本月总融资额的 78.5%；其中快手排在首位，融资金额为 350.07 亿人民币；昭衍新药以

54.59亿人民币的融资金额位居第二；重庆银行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融资金额达 37.63亿人

民币，位居第三。前 10 企业获得的 VC/PE 支持率为 60%，低于本月 IPO 企业整体 VC/PE 渗

透率。  

 

 
 

2 月上市企业 VC/PE 渗透率为 76.3%，背后涉及 147 家机

构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本月上市企业中，有 29家中企获得 VC/PE 机构支持，渗透

率为 76.3%，环比大幅上升，其中共计 13家机构被投企业 IPO数量不低于 2家。DCM中国、

五源资本在快手 IPO中分别获得 164和 141倍账面回报。各交易市场 VC/PE支持情况为：上



 

  

交所科创板和深交所创业板分别有 8家 IPO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上交所主板有 5家

IPO 企业获得 VC/PE机构的支持，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深交所中小板、纳斯达克证券交易

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分别有 4家企业、2 家企业、1家企业和 1家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

持。 

 

 

 

 

 

 

 

 

 

 

 

 

  



 

  

证监会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合并主板

与中小板。 

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我国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在扩大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2021年 1月底，深交所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合

计 1468 家，占 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 35%，总市值 23.39万亿元，占全市场的 29%。同时，深

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板块同质化、主板结构长期固化等。因此，

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是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之举，有利于优化深交所板块结构，形成主

板与创业板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发展格局，更好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增强

深交所的服务功能。 

合并深交所主板与中小板的总体安排是“两个统一、四个不变”。“两个统一”是指统

一主板与中小板的业务规则，统一运行监管模式。“四个不变”是指板块合并后发行上市条

件不变，投资者门槛不变，交易机制不变，证券代码及简称不变。证监会将指导深交所整合

主板与中小板制度规则，做好监管衔接，对发行上市、市场产品、指数名称等进行适应性调

整，做好技术系统改造和测试，确保平稳落地。 

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证监会将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

国务院金融委统一指挥协调下，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

资本市场”这个总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建制度、不干预、

零容忍”的方针，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形成合力”的监管理

念，保持改革定力，加强改革统筹，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月重点案例分析： 

快手、昭衍新药、重庆银行 

快手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市值达 1.23 万亿港元 

2021 年 2 月 5 日，快手（股票代码为”1024.HK”）正式登陆港交所。发行价 115 港元，

开盘价 338 港元，较 115 港元的发行价上涨 193.91%，市值 1.38 万亿港元。首日收盘价为

300 港元，市值超过 1.23万亿港元。快手市值排在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之后，位列已

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五位。短视频行业仍有很大增长空间，快手上市后或加快商业变现及

短剧内容生态建设，或对广告、电商、短剧业务合作伙伴业绩带来拉动，并推升产业链整体

估值。所融资金将用于研发及技术、选择性收购或投资与快手业务互补及符合理念与增长策

略的产品、服务及业务等。 

招股书显示，快手的收入主要由直播、线上营销服务与其他业务(含电商、游戏等)三部

分构成。2017年至 2019年，快手直播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79亿元、186亿元以及 314亿元；

2020年前 6个月，快手直播业务收入达 173亿元。2017 年至 2019 年以及 2020年前 6个月，

快手直播月度平均付费用户分别为 1260 万人、2830 万人、4890 万人、6400 万人。同时，

快手在线营销业务在过去两年也有大幅提高。公司 2020 年三季度线上营销收入累计实现

133.43 亿元，同比增长 212.7%。其中 2020 年 Q3单季度线上营销收入完成 61.8亿元，同比

增长 202%，单季度线上营销收入体量已接近 2020年 H1水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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