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3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E-mail：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金融投资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表示，上交所将

推动战略新兴板建设，吸引更多优势

产业、新兴企业、新兴产业到上交所

上市。

事实上，上交所对战略新兴板建

设的筹划已有一年时间，但始终由于

各种因素制约，难以落地。

不过，《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

到，在注册制改革和证券法修订的预

期下，战略新兴板推出的时间表正渐

趋明确，年内有望推出。

时隔一年未落地

事实上，上交所对战略新兴板的

建设筹划已久。 在去年两会期间，桂

敏杰就曾表示，上交所正在研究推动

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定位于服务规

模稍大、已越过成长期，相对成熟的

战略新兴产业企业。 随后，证监会新

闻发言人邓舸也对外证实，上交所向

证监会报送了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

的初步方案。

然而，时至今日，已经一年时间，

上交所推动建设的战略新兴板却始

终未能落地。

谈及原因，上交所首席经济学家

胡汝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上交所并没有审批权，而

漫长的审批过程则导致了上交所推

动建设的战略新兴板迟迟不能落地。

然而，一位证券系统的资深人士

则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高层

迟迟没有批准上交所推动建设的战

略新兴板体现了一种态度，不能说不

支持，至少是有犹豫。 ”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坦言，“上交所推

动建设战略新兴板的建议富有创新

精神，是一种大胆的设想，有益的探

索。 ”不过，袁绪亚认为，落实起来可

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如何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属于战

略新兴产业，或者其在多大程度上属

于战略新兴产业的一部分，如果某企

业是战略新兴产业的上下游产业，是

否应该支持其加入战略新兴板？ 同

时， 战略新兴板所服务的对象与主

板、中小板以及创业板服务对象有重

合的可能性。 另外，战略新兴板在建

设的过程中能参考的国际经验十分

有限，建设的风险性相对较高，需要

一系列的金融保障体系和预防措

施。 ”袁绪亚表示。

知名财经评论员么志博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上交所推动建设的

战略新兴板需要注册制和证券法作

为支撑，而去年二者均未推出，因此

战略新兴板也未能顺利推出。 ”

时间表逐步明确

对于战略新兴板推出的明确时

间表，业内始终众说纷纭。 桂敏杰表

示，上交所推动建设的战略新兴板正

在逐步落地，战略新兴板可能会先于

证券法的修订而推出。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相比上

交所， 目前深交所的优势正逐步凸

显，因此上交所推出战略新兴板的心

情十分急迫。 态度也非常坚决，预计

年内有望落地。

“目前， 深交所的创业板因其较

高的估值，深受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的欢迎，所以创业板在每年的 IPO 数

量中占有较大比例。 ”前述证券系统

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创业

板还被寄予了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的

重任，比如一直酝酿的注册制就极有

可能先与创业板对接。 除此之外，上

交所现有的沪港通先发优势，年内可

能也会被深港通抵消。 因此，上交所

仅有一个主板市场的话，未来可能难

以与拥有主板、中小板以及创业板的

深交所竞争。 ”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比

较看好上交所推动建设的战略新兴

板年内落地的预期。“不仅是上交所

自身的需求，在注册制与深港通的预

期下，高层也需要上交所建立完整的

主板和二板市场，与深交所进行充分

的竞争。 同时，两大交易所的良性竞

争也会给拟上市的企业提供更多的

选择，降低企业上市和交易的成本。”

么志博也认为，“在注册制改革

和证券法修订的预期下，上交所有望

年内顺势推出战略新兴板。 ”

谋求差异化发展

么志博认为，在目前新兴产业方

兴未艾的背景下，战略新兴板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的《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决定》明确指出，到 2015 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要力争达到 8%左右。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

市场，而目前资本市场对其的服务能

力远远不够。 上交所推动战略新兴板

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整个资本市场对

战略新兴产业的服务能力，实现良性

竞争。 ”胡汝银对记者说道。

不过，么志博也对记者表示：“上

交所推动建设的战略新兴板主要是

针对规模稍大、已越过成长期，相对

成熟的战略新兴产业企业，与深交所

的创业板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但难免

会有重合。 因此，战略新兴板在建设

的过程中，一定要突出与深交所创业

板的差异化和创新性。 比如，更加灵

活的上市标准、 与新三板互联互通

等。 同时，上交所应该注意战略新兴

板与原有大盘蓝筹市场的兼容性。 ”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交所推动建设的战略新兴板

应该避免出现类似于创业板估值过

高的情况，以注册制为前提，坚持投

融资者利益平衡原则、 上市退市制

度平衡原则、 投资者保护与融资者

监管平衡原则、 与二级市场无缝对

接原则。 如果能够注意这些问题，相

信战略新兴板将会拥有比较大的发

展空间。 ”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足改方案”）的发布引发

业界高度关注，近期足球产业板块表

现抢眼，金丰投资（600606）、泰达股份

（000652）等个股均明显上涨。 足改方

案的出台是否意味着中国足球产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对足球产业板

块将有何影响？ 日前，《中国企业报》

记者就相关话题，与英大证券研究所

所长李大霄、大同证券高级投资顾问

张诚、南京证券分析师季永峰等业内

人士进行了探讨。

《中国企业报》：此前足球产业板

块的情况如何？

李大霄：此前，足球产业板块整

体表现不强，有待提升。

张诚：本届政府十分重视体育产

业的发展，提出多项方针、计划和政

策提振发展我国的体育产业，尤其是

足球。 受此消息的提振和刺激，近两

年来一批与体育概念相关的个股尤

其是足球概念股涨势惊人，其代表为

雷曼光电和中体产业， 同时江苏舜

天、双象股份、浔兴股份等个股涨幅

也均强于同期指数。 足球产业的未来

发展被市场寄予厚望，相关标的也进

行了多轮炒作。

《中国企业报》：足改方案的出台

是否意味着我国足球产业有望进入

崭新的发展阶段？ 这对足球产业板块

将产生什么影响？

李大霄：足改方案的出台对我国

足球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意味着我

国足球产业将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足改方案已经对足球产业板块

产生了利好， 但这种利好有多大、有

多久，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足改方案的

落实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张诚：方案的出台意味着国家从

政策层面开始给予足球产业实质性

的支持，未来一些真正投身足球产业

的公司有望长期受益，包括足球俱乐

部、足球用品生产、场地建设及运营、

赛事组织及转播、 衍生品制作和销

售、体育经纪类的公司均有望长期受

益。

季永峰：足改方案的出台将成为

我国足球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变化。 足

球是体育产业中最大的单一项目，全

年年产值超过 5000 亿美元， 占体育

产值比重超过 40%。 按照中国体育产

业 2 万亿市场空间计算，足球产业的

市场空间在 8000 亿以上。 足改方案

的出台将促进我国足球产业的发展，

激活资本市场中足球板块的潜力。

《中国企业报》：足球产业板块目

前估值如何？ 后市将表现如何？

张诚：目前看足球产业板块估值

明显偏高，尤其是目前 A 股中多数上

市公司并非真正涉及足球产业，多为

球队冠名赞助或是与俱乐部同属同

一股东作为实际控制人，但其并未注

入上市公司。 因此随着政策的落地，

可能阶段性概念炒作将告一段落，相

关公司应该注意目前的风险，未来随

着实际业务的落实，相关的投资标的

将面临一轮洗牌。

季永峰：目前足球产业板块估值

有一些虚高，以概念性炒作居多。 虽

然不排除短期内继续升高，但长期来

看具有不确定性。 不过，真正投资足

球事业的公司将具有较大的成长空

间。

《中国企业报》：机构投资者在对

足球产业板块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

哪些问题？

李大霄：机构投资者不能盲目追

捧，需要进一步观察足改方案的落实

情况和实施结果。

张诚：机构投资者需要辨别目前

究竟哪些上市公司真正与足球产业

相关， 相关业务能否给公司产生业

绩提升。 大部分上市公司自身主营

业务为矿产、地产等重资产业务，其

自身体量巨大， 即使涉及体育产业

其业务究竟能给公司整体带来多大

提升，也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因此， 短期概念炒作沉寂后应寻找

那些真正能够切入足球产业的公

司，尤其是体育赛事组织、转播、俱

乐部经营相关的公司予以关注。 同

时需要提醒投资者， 足球产业投入

较大周期较长， 作为价值投资者建

议谨慎参与。

季永峰：机构投资者在对足球产

业板块投资的过程中，需要控制投资

规模，关注资金的实际流向，谨慎参

与。

战略新兴板时间表渐明

年内有望推出

足球产业迎来投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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