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责编：郝宗耀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2023.4.27资本

操纵业绩，两家拟IPO企业“一督就撤”

今年以来，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持续演绎，
指数走势震荡。不过，近期人气基金经理对于
资金吸引力依然较大，基金发行市场频出爆款，
或为冷清市场增加一丝暖意。

4月24日，由绩优基金经理朱红裕管理
的招商社会责任募集首日便吸引逾百亿资金
认购，远远超过设定的30亿元认购上限，该
产品于首发当日即发布提前结募公告。4月
25日，由胡宜斌担纲的华安景气领航也宣布
结募，自4月10日发行以来，该基金募集规模

或突破50亿元，有望成为今年以来首发募集
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基金。

今年前3个月，新基金募集规模逐月递增，
分别为407.3亿元、884.22亿元、1442.69亿元，基
金发行市场逐步回暖。数据显示，4月以来成
立的新基金规模达到283.98亿元，股票型、混
合型基金成立总规模为72.88亿元，叠加2只
爆款基金，意味着短期将有更多增量资金驰援
市场。

来源：券商中国

两市超3400股飘红
哪些行业有望率先反弹？

4月26日，大盘午后延续分化走势，沪指小
幅收跌，创业板指盘中再度涨超2%，随后有所回
落。板块方面，新能源赛道股强势反弹，锂电、
光伏等板块掀涨停潮，昱能科技、禾迈股份、联
得装备20cm涨停，钧达股份、爱旭股份等多股
封板，权重股阳光电源大涨超10%，宁德时代、
通威股份涨超5%，眼科医疗概念股震荡走强，
何氏眼科、普瑞眼科均20厘米涨停，此外旅游、
军工、汽车等板块表现活跃；AI概念股大幅回

调，TMT行业热门股盘中重挫，工业富联、紫光
股份、中科曙光均闪崩跌停，中国移动、三六零
跌超5%，半导体、教育等板块表现低迷。总体
来看，个股涨多跌少，两市超3400股飘红，成交
连续第17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截至收盘，沪指报3264.1点，跌0.02%，成交
额为4804亿元；深成指报11185.68点，涨0.33%，
成交额为 6418亿元；创指报 2294.06点，涨
1.54%，成交额为3143亿元。

多因素共振引发市场大跌多因素共振引发市场大跌

A股市场已经连续数日下跌，基金净值受
拖累，Wind偏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年内收益也由
正转负，A股缘何跌跌不休？

从机构最新观点来看，主要原因或是上
市公司一季报业绩不及预期以及地缘担忧、
节日效应等。

近日来A股回调幅度较大，博时基金认为，
或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当前处于一季报
密集披露的时期，上市公司的盈利相对偏弱，导
致市场信心略偏不足；其次，在前期热点板块涨

幅到达较高的位置后，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
在没有明显增量资金的情况下，市场有一定的
回调压力；最后，近期A股市场的波动率处于过
去几年的低位水平，市场波动率有放大的需求。

除了上述原因外，前海开源基金认为，一是
海外地缘事件催化。近期海外关于中美摩擦可
能进一步升级的信息较大程度上压制了A股投
资者的风险偏好，本身基本面偏弱情况下引发
系统性波动；二是长假临近同时重大会议即将
召开下的避险需求。

A股市场经过充分调整后，是否存在反弹
机会？哪些行业有望率先反弹？

从3月金融和经济数据来看，博时基金认
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修复态势，随着前期
经济修复预期不断得到验证，今年以来，A
股市场也震荡向上。目前市场的分歧点或
在于经济修复的持续性和弹性。由于前期
已累积了一定涨幅、且短期暂无显著的增量
资金，短期来看，A股的波动或将加大。在
经济基本面整体向好趋势不变、货币政策和
流动性都相对比较友好的情况下，A股中长
期仍具有不错的投资价值，可适当关注受益
我国经济升级转型的行业板块的机会。

基本面的修复、偏稳的海外流动性与国内
政策支持使市场后续调整空间有限，前海开源
基金认为，首先，基本面修复下盈利拐点将现。
虽然目前国内修复偏弱，但向上的方向较为确
定，从库存对盈利领先规律看国内盈利底就在
二季度，信用扩张延续下不构成大跌基础。其
次，美国加息程度难超预期。当前市场预计美
联储5月加息25个基点（BP）概率已接近90%，
在存在银行风险冲击隐患以及通胀仍在下行的
背景下，本次加息难超预期，对市场扰动或有
限。最后，国内政策大概率仍以稳为主。当前
经济复苏虽然超预期，但从16-24岁人群失业率

看仍然在较高水平，稳就业是核心目标下持续
的修复仍需持续的政策呵护，短期转向的概率
较小。

金信基金谭智汨则表示，持续加息、业
绩爆雷等担忧会在节后落地，市场重新进入
稳健期。对于市场热度较高的科技板块，谭
智汨认为，短期调整并不意味着行情结束，
人工智能的发展，极有可能实现对繁琐、标
准化等工作的替代，提高生产力。数字经济
领域或成为贯穿全年的重要主题。周期角
度来看，今年上半年半导体等基本是业绩底
部，可以期待半导体周期逆转。

谭智汨看好下跌后科技新一轮的上涨机
会。另外因为复苏节奏不一致和去年同期的低
基数，可以提前布局二季度快速恢复的底部消
费、医药中某些细分方向。

从估值角度来看，弘毅远方基金认为，
目前A股市场仍处于历史较低估值分位，进
一步大幅回调空间不大，短期整体市场风险
相对有限，适合中长期布局。经济复苏下，
耐心关注后续政策利好方向的修复趋势，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主线中业绩有望落地大幅
放量的细分领域，以及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下，央国企价值与估值匹配度的提升所带来
的投资机会。

后市如何走后市如何走？？

增量资金有望驰援市场增量资金有望驰援市场

青岛农商银行信用卡于2019年面市以来，积
极响应提振消费政策号召，不断融合刷卡消费与
数字化技术，拓展支付应用场景，有效激发消费市
场活力。截至2023年3月末，青岛农商银行信用
卡发卡量达到34万张，消费额45亿元。

深耕“智慧城市”应用

围绕青岛市“智慧城市”建设需求，青岛农商
银行创新推出“ETC智慧应用平台”，包含停车、加
油、物业管理多个金融场景。在社区，依托“ETC
智慧应用平台”，使用青岛农商银行ETC信用卡可
自动识别车辆信息、记录入场和离场时间，实现无
感通行，减少门卫管理成本；在上线“ETC智慧应
用平台”的加油站，使用青岛农商银行ETC信用卡
不下车实现加油、付款和开发票，有效缩短60%的
加油时间，解决占位付款、排队加油问题。目前，
青岛农商银行计划与山东高速合作，在路侧停车、
洗车等领域接入“ETC智慧应用平台”，创新ETC
后场景应用。

创新“刷脸支付”方式

青岛农商银行联合中国银联在全市金融机构
中率先上线银联“刷脸付”支付功能，“刷脸付”所需
支付要素包括人脸数据、用户在移动APP上设置的
刷脸支付口令（即密码）。用户在“青农商信用卡”
APP或“云闪付”APP注册开通并绑定青岛农商银
行银联信用卡，在商超、餐饮、药店、酒店、自助售货
机等支持银联“刷脸付”的特约商户结算时，无需拿

出手机、银行卡等物理介质，根据提示完成“刷脸”
操作并输入支付口令，即可成功付款，极大地提升
客户支付体验，提高支付效率。目前“刷脸付”已在
青岛胶东国际机场98家商户上线应用。

聚焦“交通出行”场景

2022年，青岛农商银行推出信用卡“行”卡。
“行”卡是青岛农商银行围绕公交、地铁、加油等交
通出行场景打造的高度生活化的出行主题信用
卡。该卡集出行优惠功能、金融功能于一身，可长
期享受1分钱乘公交、五
折乘地铁、加油满 200
元减30元等优惠活动。
同时，“行”卡还是一款
虚拟数字化信用卡产
品，市民可以通过青岛
农商银行网点、“青岛农
商银行”和“青岛农商银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青农商信用卡”APP等
多渠道申请，审批通过
后即使未收到实体卡也
可享受优惠，真正实现
了“实时申请、实时审
批、实时发卡，虚拟绑卡
消费”等数字化发卡流
程。到目前，“行”卡已
发行 4.82万张，服务市
民出行30余万次。

创新应用场景，激发消费活力

青岛农商银行信用卡发卡量突破34万张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李菁

““行行””卡集出卡集出
行优惠行优惠、、金融功金融功
能于一身能于一身。。

▲青岛农商银行ETC
信用卡实现“不下车加油”。

▼“刷脸付”在新机场
商圈实现全渠道支付。

近日，深交所发布2023年第三期发行上市审核
动态。其中提到，今年3月，深交所针对3家创业板
首发项目出具6份《监管工作函》，其中2家首发项
目被提起现场督导后，存在“一督就撤”情形，1家首
发项目的发行人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保荐机构核查
把关不到位。

深交所强调，此次对相关发行人、中介机构出
具《监管工作函》，强调“申报即担责”，督促发行人、
中介机构在项目申报前充分了解发行上市相关规
定，规范公司治理结构、会计基础工作和内部控制
等制度，扎实做好申报工作。

操纵业绩，一查就退

在发行上市审核动态中，深交所就两个“一督
就撤”的拟创业板IPO案例进行了全面曝光。结合
近期撤材料的拟IPO项目，可以推断两个案例分别
为2022年9月撤回的谷麦光电、2022年12月撤回的
杭州蓝然。

深交所现场督导发现，在谷麦光电项目中，发
行人无权按照自身意愿使用或处置待加工原材
料，无权主导待加工原材料的使用并获得几乎全
部经济利益，即涉嫌不能控制待加工原材料。在
此情况下，发行人与相关客户的业务实际为受托
加工业务，因此涉嫌不恰当地以总额法代替净额
法确认收入。

与此同时，上述发行人2021年新增业务的销售
真实性存疑。据悉，该发行人主营光电显示领域电
子元器件，2021年新增液晶显示模组业务，当年收
入达8700万元，占比为12%。但现场督导发现，相
关销售物流真实性存疑、交易的真实性存疑、相关
方资金流水也存在异常。

“针对上述异常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未能提
供合理解释，可能会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
件构成重大影响。”深交所称，发行人和保荐人于督
导过程中主动申请撤回申报，目前正在推进对发行
人、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监管处理。

而在杭州蓝然项目中，深交所现场督导发现，
发行人客户较为集中，单个项目合同金额较高——
2021年第四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近五成；2021年12
月底，发行人确认对当年第一大客户某项目5000余
万元的收入，占全年收入约22%。

据了解，对比OA系统相关工作资料、销售合同
约定以及售后跟踪服务记录等信息，可以发现该发
行人存在涉嫌将对A公司上述项目2022年的收入

提前至2021年确认，将对B公司上述项目应当于
2018年确认的收入推迟至2020年确认等问题，并对
另外5家客户的收入确认亦涉嫌跨期。

经保荐人补充核查并测算，对涉嫌跨期的收入
进行调整后，该发行人2020年、2021年两年净利润
累计约为3000万元，低于其申报选择的上市标准。
深交所称，现场督导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动申请
撤回申报，目前正在推进对发行人、中介机构及相
关人员的监管处理。

发行上市三大问题

除了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深交所同一时间还
对发行上市监管动态进行了披露。例如在发行承
销监管方面，今年3月，深交所针对3家创业板首发
项目承销商采取出具《问询函》的工作措施，问询发
行定价论证过程及审慎合理性。

而在受理环节，深交所特别指出了三大问题，
并点名了11家次证券公司。

一是申请文件不齐全，包括未提交保荐人对本
次申请符合受理要求的说明、保荐人关于发行人行
业等相关事项核对表；

二是申请文件内容缺失，包括首发项目缺少相
关主体历史舆情的专项核查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中缺少发行人自我评价报告；

三是签章不齐全，包括财务报告、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缺少公章或签名，重组项目
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缺少独立财务顾问法定
代表人等规则要求人员的签名。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3月17日，证监会对
2022年首发企业现场检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通
报。2022年，证监会全年共完成对28家首发申请企
业的检查及处理工作，涉及主板企业15家、科创板
企业3家以及创业板企业10家。

从完成检查的28家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来看，发行人主要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准确，内
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性不足以及会计处理不恰当
三类问题，而中介机构主要存在核查程序不到位和
工作底稿记录不规范两类问题。

针对上述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监管部门最
终对1家涉嫌违法违规的企业移送稽查；对9家信
息披露存在重大问题的企业及5家执业质量存在
重大缺陷的保荐机构，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管措施或由交易所采取出具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
措施。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