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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5 清科研究中心 蔡盈诺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共有 52 家中国企业
1
在全球各交易市场完

成 IPO，数量同比上升 52.9%；总融资额为 439.33亿人民币，融资金额同比下降 12.7%，环

比下降 60.2%。本月完成 IPO 的中企涉及 19 个一级行业，登陆 7 个交易市场。中企 IPO 平

均融资额为 8.45 亿人民币，环比下降 41.8%，单笔最高融资额为 90.45 亿人民币，最低融

资额为 0.72 亿人民币。本月共有 27家 VC、PE已投企业上市，涉及 88家机构，VC/PE渗透

率为 51.9%。本月融资金额最大的三家 IPO企业分别为：雾芯科技(半导体及电子设备行业)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融资 90.45 亿人民币，天能股份(清洁技术行业)在上交所科创板

上市共融资 48.73 亿人民币，医渡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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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8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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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交所创业板表现突出，IPO 数量跃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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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家，占

比 25.0%，位居第一；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的中企有 12家，占比 23.1%，获得第二；登

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中企有 8家，占比 15.4%，位列第三；此外，登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中企分别为 6家、

6家、5家和 2家。 

 

 

 

 

 

 

 

 

 

 

从融资金额来看，本月中企在上交所科创板共融资 119.63亿元人民币，占中企 IPO总

融资额的 27.2%，位列第一；纽交所以 93.68亿人民币融资额紧随其后，占比 21.3%；港交

所主板共融资 81.02亿人民币，占比 18.4%，位列第三；深交所创业板共融资 63.91亿人民

币，占比 14.6%；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共融资 32.17亿元人民币，占比 7.3%；深交所中小板

共融资 30.67 亿元人民币，占比 7.0%；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融资 18.24 亿人民币，占比

4.2%。 

 

1 月 IPO 涉及 19 个行业，半导体及电子设备行业融资额

最高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1月 IPO中企共涉及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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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技术、汽车、化工原料及加工、半



 

  

导体及电子设备。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完成 8起，占比 15.4%，位列第一；机械制造行业紧随

其后，完成 7 起，占比 13.5%，获得第二；清洁技术、汽车、化工原料及加工、半导体及电

子设备行业，分别完成 4笔上市，均占比 7.7%。 

 

 

 

 

 

 

 

从融资金额方面来看，半导体及电子设备、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清洁技术行业列前三，

融资金额分别为 106.45 亿人民币、91.15 亿人民币和 62.92 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24.2%、

20.7%、14.3%，累计占比 59.3%。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的上市企业近六成

属于医药二级行业。除此之外，本月融资金额在 30 亿元以上的行业还包括机械制造行业

（31.18亿人民币）和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30.08亿人民币）。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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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IPO 中企共涉及 13 个省市，从 IPO 数量来看，位于前

列的地区为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和广东省，中企 IPO数量分别是 11家、10家、10家和

7 家，累计占比 73.1%；此外，本月 IPO 数量在 2 家及以上的地区还包括上海市（4 家）和

河北省（3家）。 



 

  

 
 

融资金额方面来看，北京市本月表现出色，融资额为 158.44亿人民币，占比约 36.1%。

浙江省和广东省融资额分别为 79.90亿人民币和 60.92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18.2%和 13.9%，

累计占比 68.1%。此外，本月融资金额在 30亿以上的地区为江苏省（54.47亿人民币）和上

海市（45.55 亿人民币）。 

1 月前十的 IPO 企业总融资金额占比近六成 

对比 2020年 12月数据，中企 IPO数量及融资额环比均大幅下降，增速明显放缓。从融

资金额来看，TOP10 的 IPO 企业总融资额累计 266.07 亿人民币,占本月总融资额的 60.6%；

其中雾芯科技排在首位，融资金额为 90.45亿人民币；天能股份以 48.73亿人民币的融资金

额位居第二；医渡科技在港交所主板上市，融资金额达 34.28 亿人民币，位居第三。前 10

企业获得的 VC/PE 支持率为 90%，高于本月 IPO企业整体 VC/PE 渗透率。  

 



 

  

 

 

1 月上市企业 VC/PE 渗透率为 51.9%，背后涉及 88 家机

构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本月上市企业中，有 27家中企获得 VC/PE 机构支持，渗透

率为 51.9%，环比小幅下降。其中各板块 VC/PE支持情况为：深交所创业板和上交所科创板

分别有 8家 IPO企业获得 VC/PE机构的支持，上交所主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分别有 3

家 IPO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

所主板分别有 2家企业、2家企业和 1家企业获得 VC/PE机构的支持。 

 

 

 

 

 

 

 

 

 

 

 

 



 

  

 

 

 

 

 

 

 

 

 

 

 

 

 

 

 

 

 

 

 

 

 

 

 

 

 

 

 

 

 

 

 



 

  

 

新三板改革持续深化，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出炉  

证监会起草《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并于 2020 年 1月 29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关于完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制定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

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终止挂牌实施细则》），自 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2月 2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的主要变化包括： 

一、优化主动终止挂牌条件和程序。尊重挂牌公司基于其意思自治作出的终止挂牌决定，

在依法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全国股转公

司允许挂牌公司主动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对于异议股东保护措施不合理且拒不改正等不符合

主动终止挂牌条件的公司，全国股转公司将驳回其主动终止挂牌申请。同时，落实“放管服”

要求，取消主动终止挂牌中关于聘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要求，仅需由主办券商出具持续

督导专项意见，切实减轻挂牌公司负担。 

二、完善强制终止挂牌情形和要求。在现行未按时披露年报或半年报、无主办券商持续

督导的情形基础上，新增四大类十二种强制终止挂牌情形，坚决出清劣质公司，健全市场自

净功能。具体包括：信息披露不可信，如连续两年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半数以上董事对公司年报或半年报不保真等；丧失持续经营能力，如连续三

年期末净资产为负、被主办券商出具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专项意见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恢

复、被依法强制解散、宣告破产等；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如因股东大会无法形成有效决

议、失去信息披露联系渠道等，被主办券商出具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或信息披露存在重大缺

陷的专项意见且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恢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欺诈发行、欺诈挂牌、

信息披露重大违法和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领域的

重大违法行为等。 

三、健全投资者保护措施。将投资者保护作为终止挂牌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主动摘牌过

程中，要求挂牌公司制定合理的异议股东保护措施并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主办券商须

就异议股东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对精选层公司和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创新

层、基础层公司，实行网络投票和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机制。在强制摘牌过程中，要求挂牌公

司和主办券商充分揭示风险，积极回应股东诉求，切实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同时

设置十个交易日的摘牌整理期，充分保障投资者退出机会。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