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一季度，A 股市场共有 80 多家

IPO企业撤回申请，终止审核，其中申请

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上市的企业居

多，是去年一季度撤回申请企业数量的

近九倍。“撤单潮”的直接触发因素就是

今年 1 月出台的《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

定》。1月31日，新一期首发企业信息披

露质量现场检查名单公布，20 家被“抽

中”企业在短短 10 个工作日内，竟有 16

家撤回材料，令市场哗然。

IPO高比例撤回申报材料的现象引

起监管层的重视，在 3 月 20 日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直怼

问题，“据初步掌握的情况看，并不是说

这些企业问题有多大，更不是因为做假

账撤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保荐

机构执业质量不高。”

围绕中介机构履职质量不高的现

象，监管部门开始频频发声，证监会主

席易会满直言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对

“带病闯关”的，将严肃处理，决不允许

一撤了之。沪深交易所均表示，对于现

场检查进场前撤回的项目，如发现存在

涉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重大违法违

规问题的，保荐机构、发行人都要承担

相应责任。

客观而论，在注册制改革推行初期，

多数上市公司估值过高，受到资金热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对科创企

业的追捧。不过随着注册制的推进，这

种情况很难持续。反观成熟市场，新股

破发乃至募集失败是较为常见的。如果

从注册制市场定价的角度出发，甚至也

可以说，募集失败才算是注册制成功的

第一步。这是市场一定会发生的一幕。

实际上，注册制改革在制度层面的

推进也在倒逼中介机构的变革。比如新

证券法提高了行政处罚上限，出台中国

版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提高欺诈发行、信披

造假的刑罚等等。若非如此，恐怕也不会

有那么多拟上市企业撤回 IPO 申请资

料。可以预见，注册制大浪淘沙，那些“穿

新鞋走老路”的中介机构必然被边缘化。

■ 21世纪经济报道

监管“喊话”中介机构当好“看门人”

顶流基金经理
“隐形重仓股”曝光

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相继发布旗

下基金2020年年报，目前在管主动权益

类基金规模排名前两位的基金经理是易

方达基金张坤和广发基金刘格菘，他们

的“隐形重仓股”也浮出水面，那些基金

经理的“心头好”个股逐渐展露全貌。

张坤
易方达蓝筹精选“隐形重仓股”包括

华润啤酒、锦欣生殖、招商银行等，与

2020年中报相比，持有的个股从46只

增加到了90只。易方达中小盘“隐形重

仓股”包括爱尔眼科、海康威视、中炬高

新等，与2020年中报相比，持有的个股

从39只增加到了89只。

刘格菘
在刘格菘的“隐形重仓股”名单中，

有易华录、普利特、长电科技、国联股份、

中国神华等。

萧楠
易方达消费行业“隐形重仓股”包括

格力电器、牧原股份、东阿阿胶等，与

2020年中报相比，持有的个股从37只

增加到了74只。

杨浩
交银施罗德基金杨浩管理的交银施

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全部持仓

共有86只股票。重仓持有三七互娱、稳

健医疗、东方雨虹、紫光国微、传音控股

等。

缺“芯”潮蔓延全球
全年供应形势严峻

去年12月，德国车企大众集团、零部

件巨头大陆集团以及博世集团相继发出

预警，由于全球范围内汽车芯片的短缺，

可能会影响汽车生产。随后，多家车企和

零部件企业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与半

导体厂商进行了紧密沟通，扩大产能来应

对突然增加的供给需求。

不过，在当时，多家零部件公司就已

经发出预警称，考虑到半导体行业正常的

交付时间，目前供应短缺的情况将在6~9

个月的时间内改善。因此预计到2021年

供应形势依然严峻。

从事件进程来看，今年上半年将是整

个行业半导体最为短缺的一段时间。今

年3月，日本地震、美国寒潮以及半导体

生产商瑞萨、强茂火灾等一系列不确定性

事件，加剧了汽车芯片的短缺，从而导致

车企大面积停产。

危机已经从跨国车企集团蔓延到造车

新势力。“芯片短缺情况的确超出我们此前

的预估。”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正在密切关注行业供给情况，积极协调供

应链资源。预期停产5个工作日后可以恢

复生产，但长期供应情况仍有待观察。

芯片的短缺，无疑已经对车企的业绩

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3月16日，大众汽

车集团CEO迪斯在集团年会上表示，今

年前两个月芯片短缺已导致大众汽车在

全球减产了10万辆。蔚来停产5天，也

将使其一季度的交付量低于预期。

国产电子迎良机
加价提车现象或再现

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未来汽车的

竞争核心将是电动化技术和科技实力。

而芯片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卡脖子”技

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芯片短缺的

问题。今年以来，工信部更是多次针对汽

车半导体供需问题展开专题研讨会。据

报道，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3

月24日主持召开了汽车芯片供应问题研

讨会。这是时隔不到一个月，工信部再度

出手化解汽车“芯”事，其对产业的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有业内人士认为，为了大力

发展汽车芯片，不排除部委、部分地方政

府后续将出台支持政策。

中信证券分析，目前全球车用MCU

最为紧缺，国内厂商前装车载应用尚少，

但有望受益于海外MCU紧缺带来的国

产替代机遇。

站在消费者层面而言，汽车芯片短

缺对于他们而言同样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的，一是停工停产延长了交付等待周期，

诸如一些热销车型可能本来只需要等待

1个月，但如今却因为芯片供应不足而

需要至少2~3个月；此外，芯片短缺也会

严重影响供求关系，尤其是当目前市场

正处于疫情后的回暖消费期，供应不足

只会进一步刺激供求价格，可能导致经

销商层面促销幅度减少乃至于加价提车

现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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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热股

汽车“芯荒”急刹车 全球汽车巨头相继停工

“加价提车时代”或再次到来

目前，全球芯片短缺问题已对全球汽车制造商造成严重冲击。近日，特斯拉方面先后将中国市场ModelY和美国市场Mod-

el3的车型价格进行上调，此举被业内认为是芯片紧缺导致生产成本的提升。与此同时，3月26日，蔚来汽车宣布，因芯片短缺

暂停生产5个工作日。同样由于受汽车芯片短缺影响，传统汽车巨头丰田、大众、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斯巴鲁和日产汽车等

汽车制造商也被迫削减产量，有的甚至被迫停产。而据有关机构预测，2021年全球汽车将会面临减产200万~450万辆。

汽车芯片供应短缺已成为全球共性问题。车企缺芯，宛如被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直接导致减产和收益受损。 ■ 杨晓春

政策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