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股书显示，益大新材成立于2012年5月，
注册地址位于济宁市嘉祥县经济开发区，注册
资本22124.09万元。此次拟发行不超过7375.91
万股，拟募集资金10.47亿元，用于年产1万吨特
种碳石墨新材料制造与加工项目、研发中心升
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介绍，益大新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高品质针状焦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包括负极焦、电极焦等，总产能达19.50
万吨/年。

财务数据显示，益大新材2020年到2022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98618.62万元、193550.05万元、
257891.0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8902.10万元、
12679.19万元、18946.35万元。

记者了解到，益大新材共经历了3轮问询，
在获得回复的前2轮问询中，交易所共提出了
33个问题，涉及关联交易、重大诉讼、对赌协议、
收入波动、历史沿革等，其中部分问题在2轮问
询中均有涉及。

拟于上证主板上市的长信化学位于德州市
庆云县，2022年12月28日IPO申请获证监会受
理，2023年3月4日平移至上交所接续审核，并
于3月31日获问询，因公司主动申请，上交所12
月26日决定终止其IPO审核。

公开资料显示，在排队过程中，长信化学曾

多次被中止审核。2023年3月31日因财务资料
过期中止，6月29日更新提交相关财务资料恢
复上市审核；7月21日长信化学申请中止审核，
一直到9月30日，其相关证券服务机构被暂停
经营业务的期限届满，中止审核情形已消除，上
市审核恢复；9月30日，长信化学因财务资料过
期再次遭遇中止审核。

记者注意到，长信化学经营业绩波动也较
大。财务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1年及2022年
1—6月，长信化学营业收入分别为83548.57万
元、63688.18万元、157314.68万元、107820.91万
元；净利润分别为1316.10万元、3083.18万元、
12893.52万元和4104.17万元。对此，长信化学
表示2022年1-6月营业利润下降主要系产品毛
利率下滑所致，预计2022年全年经营利润将大
幅回落。

据披露，长信化学此次拟发行不超过2671.03
万股，拟募集资金9.25亿元。而在上交所网站，记
者并未发现有关长信化学的问询与回复文件，其
哪些问题被审核关注，外界尚无法得知。

对于主动撤回申请文件的原因、未来是否
还有重新申报IPO的计划等，记者1月8日分别
致电4家企业，其工作人员均以“不方便透露”
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据《经济导报》段海涛/文

随着IPO政策收紧的延续，排队企业撤回申请终止上市的案例正逐
渐增多。

记者注意到，2023年12月，山东益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大新
材”)、烟台金泰美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泰美林”)、山东长信化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信化学”)、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青鸟软通”)4家企业的IPO审核状态变更为“终止”，终止数量创出鲁企2023
年单月新高。

“撤单企业大都面临行业、板块定位、盈利稳定性、市场前景、内控等方
面的问题。”济南某私募基金投资经理鲁庆表示，排队企业在监管机构核查
或者企业自查的过程中发现相关问题，被动或主动进行撤单，在去年并不
鲜见。

4鲁企终止IPO创去年单月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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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补血”背后，显示的是“偿二代”二期带
来的影响。

在“偿二代”二期影响下，保险公司的偿付能
力出现普遍下滑，于是通过发债和增资来“补血”
成为部分险企2023年的必选动作。

记者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官网的2023年全年
相关批复情况统计，保险公司2023年获批的发
债和增资规模共计超过2000亿元，涉及超过40
家险企。

业内人士表示，“偿二代”二期对保险公司的
资本要求认定趋严，且部分险企选择“偿二代”二
期的过渡政策并将在2025年正式执行，因此预计
未来险企融资需求仍会扩张。

发债是主要“补血”手段

记者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数据统计，2023年全
年，获得监管批复的险企“补血”规模为2110亿元
左右，涉及约44家险企。

尽管2110亿元的获批规模理论上是融资额
的上限并不一定是最终的当年融资额，但总体来
看，险企的“补血”规模仍是2022年的成倍之多。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2年，保险行业通过市
场化方式补充资本540.47亿元，其中20家保险公
司股东增资412.67亿元，10家保险公司发行资本
补充债127.80亿元。

不过，从险企的“补血”方式来看，和2022年
的增资多发债少相反，2023年险企的发债获批规
模则大幅高于增资规模。

从增资和发债的险企来看，大多数上市大型险
企均选择发债的方式来进行“补血”，规模动辄达到
百亿，直接拉高了全年的险企发债总额。同时，也
有类似太保产险这样的大型险企在2023年同时选
择增资和发债的方式补充资本，其中获批的增资规
模为4.78亿元，而发债规模则为100亿元。

国泰君安非银首席分析师刘欣琦在研报中分
析称，保险公司主要通过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
大方式补充资本。受制于寿险行业转型压力，近
几年行业增长承压，不利于权益资产定价和获取
回报，保险公司通过股权融资补充资本的难度较
大；相比之下债权融资具有约束少、发行周期短、
发行成本低等优势，因此监管政策放开背景下债

权融资需求大幅提升。

预计未来险企融资需求仍会扩张

在险企的发债公告中，发债理由基本都是“补
充公司资本，提高公司偿付能力”。

这背后，显示的是“偿二代”二期带来的影
响。2021年末原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监管规则（Ⅱ）》（业内简称为“偿二代”二期规
则），于2022年一季度开始正式实施。

华创证券非银团队此前在研报中分析称，由
于“偿二代”二期加强了资本认定标准，对实际资
本进行分级，并新增了交易对手、大类资产及房地
产集中度风险的最低资本要求等，寿险行业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预计将普遍下
降，保险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分红空间亦将承
压，需要补充资本。

2023年的“补血”大年之后，险企的融资需求
是否还会延续？

对此，国泰君安预计称，考虑到2022~2024年
为“偿二代”二期实行的过渡期，有大量的保险公
司申请采用过渡期政策，在部分监管规则上选择
分步到位，最晚于2025年全面执行到位。随着过
渡期政策结束，预计大量保险公司会选择通过发
债融资的方式缓解资本压力。“保险公司在资本监
管趋严以及行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短期面临资本
压力，但大部分公司仍然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偿
债能力。”国泰君安表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保险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南军则建议从完善
逆周期监管政策体系角度，对“偿二代”二期部分
规则做适当调整，例如适当调高计入核心资本保
单未来盈余的比例上限，鼓励成长型公司开展长
期高价值业务发展；继续加大力度有效优化股权、
股票等权益资产风险因子；适当放宽附属资本不
得超过核心资本100%的限额。“‘偿二代’二期规
则新增保单未来盈余分级后，部分保单未来盈余
计入附属资本，这可能会造成对资本补充债发行
规模的挤占作用。”朱南军表示。同时，他也建议
在发行资本补充债、永续债等的审批方面给予更
多支持。

据《第一财经》杨倩雯/文

去年“补血”超2000亿元
险企“肚子”难填饱

记者注意到，2023年12月终止IPO排队的4
家鲁企中，2家的上市目标是北交所，上证主板
和科创板各有1家。

北交所官网信息显示，金泰美林 IPO于
2023年6月9日获受理，7月4日获问询，先后发
布过3轮问询函回复文件。由于金泰美林主动
申请撤回IPO申请文件，北交所于12月14日决
定终止对金泰美林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
市的审核。

据招股书披露，金泰美林成立于1998年6
月，注册资本5293.00万元，注册地址位于烟台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16年8月1日在新三板
挂牌。此次拟发行不超过1200万股，募集资金
1.32亿元，用于年产10000台(套)陶瓷阀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介绍，金泰美林专注于工业陶瓷阀门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瞪羚企业，主导产品已广泛应
用在光伏硅料、锂电新能源、煤化工等众多行业。

近些年来，金泰美林业绩快速增长。财务
数据显示，金泰美林2020年到2022年营业收入
分别为3609.36万元、6080.24万元和13437.44万
元，净利润分别为 192.38万元、905.29万元和
3436.98万元。

记者注意到，金泰美林历经4轮问询，共涉
及20个问题，第4次问询函并未回复。其中有
关募投项目、行业发展情况被多次问询，此外，

问询函还提出，金泰美林2022年收入快速增长
真实性及业绩可持续性、生产模式变化及对发
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等问题。

金泰美林在风险因素提示中，也提到了公
司面临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单一供应商依赖
和产品质量控制等风险。

2023年12月29日终止北交所IPO的青鸟
软通，成立于2010年5月，注册资本5974.56万
元，公司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此次拟发行不超过
1991.52万股，拟投入募集资金1.64亿元用于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信息化升级项目、营销网络及
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智慧养老创新实验室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据介绍，青鸟软通是一家将软件开发与养
老服务相融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业务
领域分为智慧康养业务和企业信息化服务两大
部分，2023年被获评中国社会福利养老服务协
会“百家品牌会员单位创新成果奖”。

财务数据显示，青鸟软通2020年到2022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17220.64万元、21780.39万元、
29537.25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704.94万元、
2315.70万元、2853.64万元。

记者注意到，和金泰美林不同，青鸟软通
仅经历1轮问询。从首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中看
到，交易所共提出了供应商频繁变动、逾期账
款占比高、财务内控不规范及整改情况等14个
问题。

两家鲁企终止北交所IPO

益大新材、长信化学排队1年终放弃

与上述两家鲁企排队半年即放弃相比，益
大新材、长信化学排队时间较长，均达到了1年
时间。

深交所官网信息显示，益大新材创业板
IPO于2022年12月被受理，2023年1月接受问

询，先后公布过2轮问询函回复，8月收到深交
所第 3轮审核问询函；2023年 12月 6日，益大
新材向深交所提交了撤回IPO申请的文件，深
交所8日决定终止其IPO审核，整个过程持续
了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