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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20 年 4月共有 26家中国企业在全球各交易市场完成

IPO，同比上升 52.94%，环比上升 18.18%。从融资金额上看，本月中企 IPO总融资额为 211.32

亿人民币，同比小幅上升 9.73%，环比上升 52.02%。本月完成 IPO 的中企涉及 10 个一级行

业，登陆 6个交易市场，其中，在新冠疫情及瑞幸事件对中概股的影响下，本月中企境外市

场 IPO数量仅有 2家，融资额占比 12.05%。中企 IPO平均融资额为 8.13 亿人民币，环比上

升 28.63%，单笔最高融资额为 24.12亿人民币，最低融资额为 1.85 亿人民币。在 26家 IPO

企业中，有 19 家企业获得了 VC/PE 机构支持，VC/PE 机构渗透率为 73.08%。IPO 退出数量

共 144笔，环比大幅上升 100%，涉及机构 98家。本月融资金额最大的三起 IPO案例为：上

交所科创板上市企业沪硅产业（24.12 亿人民币），港交所主板上市企业康方生物（23.61 亿

人民币），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企业财富趋势（17.91亿人民币）。 

 



 

  

 

4 月中企境外市场 IPO 数量及融资额表现不佳 

 

4 月份共有 26 家总部在中国大陆的企业上市。从各交易市场 IPO 数量方面来看：本月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的中企均为 7家，并列第一；登陆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的中企有 6家，位居第三；同时，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的中企有 4家，

位居第四。此外，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中企均仅为 1家。 

 

从融资金额来看，本月中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共募资 69.31 亿人民币，占中企

IPO 总融资额的 32.80%，位居第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共募资 52.23 亿人民币，占比

24.72%，位列第二；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共募资 46.01 亿人民币，占比 21.78%，

位列第三。另外，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共募资 23.61 亿元人民币，占比 11.17%；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共募资 18.30 亿元人民币，占比 8.66%；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共募资 1.85 亿

元人民币，占比 0.88%。其中，本月中企境外市场 IPO 数量仅占所有资本市场 7.69%，融资

额占所有资本市场 12.05%，表现较为低迷。 

 

4 月生物技术/医疗健康行业 IPO 数量及融资额表现突出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4月 IPO中企共涉及 10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量方面来

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机械制造行业均完成 5个案例，半导体及电子设备、IT行业均

完成 4个案例，能源及矿产行业完成 3个案例，房地产、农/林/牧/渔、清洁技术、食品&

饮料、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均完成 1个案例。 



 

  

从融资金额方面来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半导体及电子设备和能源及矿产行业位列

前三位，融资金额分别为 49.53 亿人民币、36.84 亿人民币和 36.28 亿人民币，分别占比

23.44%、17.43%和 17.17%，累计占比 58.04%。机械制造和 IT行业紧随其后，融资额分别为

30.53亿人民币和 28.66亿人民币，占比分别为 14.45%和 13.56%。此外，农/林/牧/渔、房

地产、食品&饮料、化工原料及加工和清洁技术行业融资额分别为 7.59 亿人民币、7.47 亿

人民币、6.38亿人民币、4.19亿人民币和 3.85 亿人民币。 

 
 

4 月广东省中企 IPO 数量及融资额均为第一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4月 IPO中企共涉及 11个省市，其中广东省以 5家中企 IPO

位居第一，共计募资 55.73亿人民币。江苏省中企 IPO数量为 4家，其 IPO数量在所有省份

中位居第二，融资额为 16.58 亿人民币。上海市、浙江省和北京市中企 IPO数量均为 3 家，

融资额分别为 42.36 亿人民币、28.81 亿人民币和 14.12 亿人民币。四川省和湖南省中企

IPO 数量均为 2家，融资额分别为 19.50亿人民币和 16.87 亿人民币。河南省、安徽省、天

津市和贵州省均有 1家中企 IPO，融资额分别为 6.38 亿人民币、4.59 亿人民币、3.38 亿人

民币和 2.99 亿人民币。 



 

  

 
 

4 月 IPO 数量和融资额均环比上升 

对比 2020 年 3月数据，中企 IPO 数量和融资额均环比上升。从融资金额来看，沪硅产

业排在首位，募资金额为 24.12 亿人民币；康方生物以 23.61 亿人民币的募资金额紧随其

后；财富趋势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募集资金 17.91亿人民币，位居第三。 

 

 

 

4 月共发生 144 笔 IPO 退出，退出数量环比上升 



 

  

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统计：本月 26家 IPO企业中，19家企业有 VC/PE机构支持，占比

73.08%。其中科创板有 6家 IPO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VC/PE 支持率为 100%；中小板

和上交所主板均有 4家 IPO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VC/PE支持率为 57.14%；深交所创

业板有 3 家 IPO 企业获得 VC/PE 机构的支持，港交所主板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均有 1 家

IPO 企业获得 VC/PE机构的支持。IPO退出数量共 144笔，环比大幅上升 100%，涉及机构 98

家。 

 



 

   



 

  

创业板改革试点注册制，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错位发展 

2020年 4月 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创业板设立于 2009年。10年多来，创业板市场逐步发展壮大，

聚集了一批优秀企业，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

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升资本市场

功能的重要安排，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举措。 

根据近年来经济形势变化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实际，改革后创业板将定位为，深入贯

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

创业企业，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基于板块定位和创

新创业企业特点，优化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条件，制定更加多元包容的上市条

件。允许符合条件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为未盈利企业上市预留空

间。充分考虑创业板存量投资者的权益和交易习惯，存量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基本保持不变，

对新开户投资者设置与风险相匹配的适当性要求。 

在试点注册制安排方面，参照科创板的做法，在坚持规范、透明、公开，严把质量关的

基础上，将审核注册程序分为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两个相互衔接的环节。证监会对深交

所审核工作进行监督。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为做

好工作衔接，自主要制度规则征求意见之日起，证监会不再受理创业板 IPO申请。主要制度

规则实施时，深交所开始受理新的创业板 IPO申请，证监会将与深交所切实做好在审企业审

核工作衔接安排。创业板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证券公开发行的，与 IPO 同步实施注册制。 

本次改革对创业板市场基础制度做了完善。一是构建市场化的发行承销制度，对新股发

行定价不设任何行政性限制，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配售等机制。二

是完善创业板交易机制，放宽涨跌幅限制，优化转融通机制和盘中临时停牌制度。三是构建

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特点的持续监管规则体系，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并严格执行，

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完善退市制度，简化退市程序，优化退市标准。完善

创业板公司退市风险警示制度。对创业板存量公司退市设置一定过渡期。在改革推进过程中，

证监会将会同有关方面推出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认真贯彻新修订的证券法，完善有关制度

规则，严厉打击欺诈发行等违法行为，稳步推进实施新证券法规定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推

动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 

证监会将按照错位发展、适度竞争的原则，统筹推进创业板改革和科创板发展。在实施

创业板各项改革措施的同时，支持科创板尽快形成一定规模，树立良好品牌和示范效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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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4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