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服务部，2022年12月

中国内地及香港IPO市场
2022年回顾与2023年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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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宏观经济与地缘政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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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曾明言将继续以加息作为抗衡通胀的手段，一度令到美元刷下20年
新高，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均全面受压。多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整体小幅走强，人民币依旧承受压力

•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持续保持通话或面谈

中美

全球

今年环球资本市场深受俄乌冲突影响令到全球物价飞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多次大幅度加息、美国缩
表、欧洲结束购买资产令到流动性收缩，全球多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忧虑，打击整体股票市场及新股市
场的表现

• 全球经济增长加速放缓，再次进入波动下行状态
• 经合组织（OECD）提高多个成员国的通胀预期，并预料2023年环球经济将如金融危机后
的2009年一样疲弱，中国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 供应链持续处于瓶颈、商品价格包括原油上涨
•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但法案被指违背多项世贸规则，严重损害欧盟利
益，引来欧盟不满，或向世贸申诉

• 《芯片与科学法案》严格限制接受美国国家补贴的公司在10年內不得做出任何实
质性扩大其在中国或其他相关外国的芯片制造能力的重大交易

• 美国和欧盟正考虑对中国出口的钢、铝征收新的关税，作为减少碳排放和应对全
球产能过剩措施的一部分

• 约有23家中国相关实体被美国商务部增至其出口管制清单中
• 中国证监会、国家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在8月底签署审
计监管合作协议，9月时，PCAOB人员抵达香港，进行核查在美上市中资公司审
计底稿的工作，对中资公司现场审计的评估报告最快或可在年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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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曾于多地进行新冠疫情防控的工作，实施全域局静态管理，并于12月7 日公布影响优化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

今年环球资本市场深受俄乌冲突影响令到全球物价飞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多次大幅度加息、美国缩
表、欧洲结束购买资产令到流动性收缩，全球多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忧虑，打击整体股票市场及新股市
场的表现(续)

• 5月底时，国务院提出33项稳经济措施，包括加大两会设定的退税规模至2.64万亿元人
民币，扩大至更多受困的行业；8月底，国务院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接续政策措
施，又指稳经济政策的接续细则该于9月上旬“应出尽出”; 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2023年中国经济继续稳中求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并且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中国人民银行年内进行两次全面降准，分别于4月25日和12月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
备金率；5月和9月，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另于5月与8月将5年期以上LPR下
调，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三农和低迷楼市的支持；再于8月中，进行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为年内首降，以稳经济增长；年内多次进行逆回购操作

• 11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有16条金融措施，为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前
景带来支持

• 受疫情波动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月份制造业PMI为48.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46.7%，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7.1%，三项指标均仅高于4月，为年内次低水平

• 据中国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 月25 日，各类债券共计发行55.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加1,272 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债发行量同比大幅增长37%；受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影响，地
方政府债发行同比增多，地方政府债发行量同比增长4%，显示政府着力稳定整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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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六次加息，其中近四次均加息75个基点，累积加息达37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增至2008年初以来最
高的水平，务求将通胀水平降低至2%，预计加息步伐或会放缓

• 由于从今年6月起缩表的缘故，估计美联储全年将从资本市场撤走超过5,220亿美元
• 12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大大超过美国去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一步逼近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

美国

今年环球资本市场深受俄乌冲突影响令到全球物价飞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多次大幅度加息、美国缩
表、欧洲结束购买资产令到流动性收缩，全球多国面临经济衰退的忧虑，打击整体股票市场及新股市
场的表现(续)

• 高通胀和美联储快速加息影响，上半年美国GDP 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第三季度虽然转正，但同比增速连续三个季度
下滑，经济下行风险逐渐加大

欧洲及欧元区
• 2 月以来，瑞典、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全面取消防疫措施
• 为了制裁俄罗斯，欧盟已经宣布将在6到8个月内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产品，欧元区多国出现能源短缺，
大幅打击欧洲的经济，欧元区CPI指数持续高企，通胀率为历史最高水平，近期能源价格回落缓解了部分压
力

• 欧洲央行于7月开始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并结束购买净资产。截至10月底，已经累计加息200个基点，利
率水平升至2009年1月以来新高，加息密度也创下欧元区创立以来最大

• 受到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截至11月，欧元区PMI资料连续五个月低于荣枯线，促使整体经济
下滑

• 10月，英国CPI将创下自198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使通胀率也达到41年以来最高水平，是目标水平的五倍多
• 继今年6月的第五度加息至1.25厘后，英伦银行8月、9月、11月均有进行加息

• 随着美国多次加息，今年年中以来，美国国债的短期殖利率就超过较长期限的殖利率市场，形成殖利率曲线
倒挂的现象，带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忧虑

• 10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比上年同期增长7.7%，这是自2022年1月以来最小的同比增幅，
也是3月以来美国通胀数据首度回落至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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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股市场回顾─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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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与深交所领先各环球证券交易所，融资额分别位列第一第二位，港交所凭
借两只超大型新股位列第四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韩国证券交易所（韩交所）、香港交易所（港交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彭博及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预计截至12月15日已
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及部分已刊载聆讯后资讯集的公司能够于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新股融资额包含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带来的融资金额（如适用）。
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所筹集的资金，但不包括投资信托公司、封闭式投资公司、封闭式基金和特殊目的收购企业（SPAC）所筹集的资金。

2022年全球IPO融资额前五大交易所

1 2 3 4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153只新股
融资4,230亿港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

185只新股
融资2,448亿港元

法兰克福
证券交易所

5只新股
融资714亿港元

香港交易所

82只新股
融资1,020亿港元

韩国证券交易所

73只新股
融资1,032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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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十大融资额排名的新股中上交所与港交所各有两只，前十大融资额总额较去年下
滑9%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韩交所、港交所、迪拜金融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沙特证券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纽交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彭博及德勤估
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预计截至12月15日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能够如期完成发行上市，新股融资额包含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带来的融资金额（如适用）。
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所筹集的资金，但不包括投资信托公司、封闭式投资公司、封闭式基金和SPAC所筹集的资金。

2021年

排名 公司 证券交易所 融资额
(亿港元)

1 LG Energy Solution 韩交所 843

2 Dr Ing hc F Porsche AG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 713

3 中国移动 上交所 637

4 Dubai Electricity & Water 
Authority 迪拜金融交易所 476

5 中国海油 上交所 394

6 Life Insurance Corp of India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214

7 中国中免 港交所 184

8 Borouge PLC 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 157

9 Americana Restaurants 
International*

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
沙特证券交易所 140

10 天齐锂业 港交所 135

合计 3,893

2022年

排名 公司 证券交易所 融资额
(亿港元)

1 Rivian Automotive 纳斯达克 1,069

2 中国电信 上交所 576

3 快手科技 港交所 483

4 Coupang 纽交所 353

5 滴滴 纽交所 344

6 InPost SA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304

7 Krafton Inc 韩国证券交易所 300

8 京东物流 港交所 283

9 三峡能源 上交所 274

10 百济神州 上交所（科创板） 271

合计 4,257

*Americana Restaurants International于阿布扎比证券交易所和沙特证券交易所双重上市，合计融资140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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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股市场回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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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及部分已刊载聆讯后资讯集的公司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
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并不包括SPAC的上市宗数及其融资金额。

受到俄乌持续冲突、美联储六次加息及正式缩表，今年香港新股市场跟随环球新股市
场的跌势，融资总额及数量双双大幅下滑，但自7月以后新股上市速度回暖，下半年
表现较上半年理想

2022年

2021年

融资1,020亿
港元

82只新股 97只新股
融资3,314亿

港元

69%
融资总额

15%
新股数量

• 新股上市数量大跌，以及超大规模和大型新股
上市宗数锐减，另外有原定作超大的项目最终
上市时削减融资金额，令到融资总额大幅缩减

• 7月市场开始回暖，有更多新股上市，其中包
括2只极大型新股和3只大型新股上市。

• 只有6只中概股来港上市，当中三只以介绍形
式上市，其余3只都只是小型融资项目

• 5只新股以不同股权架构形式上市，有别以往
不同股权架构新股上市的融资方式与规模，其
中三只以介绍形上市，另两只为小规模融资

• 期内依旧未见任何新股于GEM上市

• 新股上市数量下滑、超大规模和大型新股上市
宗数锐减，及原定作超大规模上市项目最终削
减融资金额，令到融资总额大幅缩减

• 7月市场开始回暖，下半年新股数量为上半年
的两倍多

• 有9只美国中概股回港上市，当中4只以介绍形
式上市，其余5只都只是小型融资项目

• 5只新股以不同股权架构形式上市，有别以往
不同股权架构新股上市的融资方式与规模，其
中3只以介绍形上市，另两只为小规模融资

• GEM年内并未录得任何新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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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新股 GEM新股 IPO融资额

（亿港元）

2022年香港新股市场概览
尽管今年下半年新股活动开始变得活跃，然而全年整体数量及融资额仍然为过去10年以来的
的低位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
，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多年新股数量高位多年新股数量及融资总额的低位 多年新股融资总额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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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被拒

申请人自行撤回申请

申请被发回

42%

110%

44%

100%

2022年香港上市申请状况概览
由于市况低迷，已获准但并未于申请有效期内上市的个案大增110%，同时其他上市申
请状况的类别均大幅下跌，但并未有被拒或被发回的申请

44%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1月30日。
*包括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二十章及第二十一章提出上市申请的投资工具、从GEM转到主板的申请个案、以及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8.21C条或第14.84条被视作新申请人的个案、及根据主板《上市规
则》第14.06(6)条/GEM《上市规则》第19.06(6)条被视作反收购行动的非常重大收购事项
**2022年前11个月数字包括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接受之新上市申请、2021年前11个月数字包括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接受之新上市申请。

今年共计收到上市申请*

处理中的上市申请个
案**

申请处理期限已过，已
获原则上批准，但在申
请有效期内没有上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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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021年

2022年香港新股市场概览
今年前五大新股每只的融资规模均显著较去年小，令到融资总额由去年的1,398亿港元
大幅滑落61%至550亿港元

1. 中国中免 – H股
(184亿港元)

2. 天齐锂业 – H股
(135亿港元)

5. 万物云 – H股
(63亿港元)

1.快手科技 – W
(483亿港元)

3.百度集团 – S W
(240亿港元)

4. 哔哩哔哩 – S W
(232亿港元)

2. 京东物流
(283亿港元)

5. 小鹏 - W
(160亿港元)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
定价，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3.中创新航 – H股
(101亿港元)

4. 阳光保险 – H股
(67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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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

61%

13%

能源和资源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消费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制造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2022年新经济新股数量对传统经济新股数量的比重稍有增长，整体新股市场热情度于下半年回
升，然而由于超大型和大型新经济新股数量骤减，令到融资额仍然显著滑落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
定价，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30%

11%
2%19%

37%

1%

2022年 2021年
新经济新股行业分析（按融资额计）

2022年 2021年

39只新股
446亿港元

44只新股
2,260亿港元 新股数量

11%

融资金额

80%

• TMT行业在新经济新股以数量取
胜，占比较去年有所增加。

• 受惠于1只极大规模的新股和1只
大规模新股上市，制造行业以融
资额取胜

• 期内有6只未有盈利/收入的生物
科技新股上市，去年为20只

57%

7%

32%

4%

新经济新股行业分析（按数量计）
2022年 2021年

3%2%
28%

5%5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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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0%

20%

医疗及医药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制造业 能源和资源行业

0 5,000 10,000 15,000

2022年

2021年

冻资额最大IPO

天齐锂业 – H
125 亿港元

快手科技 - W
12,644 亿港元

70%

30%

新经济企业 非新经济企业

70%

30%

2 
1 1

6 

2 3

5

0
0

4

8

超大规模 大规模 中等规模 小规模

前十大冻资额新股融资规模分析
2022年 2021年

20%

40%
10%

10%

20%

2022年香港前十大冻资额新股分析
今年前十大冻资额新股合共冻结约235.2亿港元，以科技传媒和电信和医疗及医药行业为主，较
去年的51,540.4亿港元大幅减少，新经济新股保持主流占比

(亿港元)

前十大冻资额新股行业分析

2021年2022年
前十大冻资额新股新经济占比分析

2021年2022年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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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7% 2%

中国內地

香港及澳门

海外

3%
16%

17%

11%5%15%

33%

5 倍以下

5 倍至10 倍

10 倍至20倍

20 倍至30倍

30 倍至40倍

40倍以上

介绍上市/业绩亏损

• 今年来自中国内地的新股数量较去年的87%上升至91%，香港及
澳门企业的新股数量下跌2个百分点至7%，而海外企业新股数量
的占比下调1个百分点。

• 大部分的新股融资总额(97%)来自中国内地企业 ，即大约951亿
港元，去年比例同样为97%(3,208亿港元)。

• 今年有一家意大利企业来港上市融资20亿港元，一家企业来自
马来西亚融资2亿，去年四家分别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及台
湾企业融资总额仅为近15亿港元。

按发行方地区划分的新股数量

• 17%的新股以10倍至20倍之间的市盈率上市，较去年的22%
下降5个百分点。

• 11%的新股以20倍至30倍市盈率上市，比重与去年相同。
• 5%的新股以30倍至40倍之间的市盈率上市，较去年上升2个百分
点。

• 以40倍以上的市盈率上市的新股比重为15%，较去年增加
3个百分点。

• 以介绍形式及业绩亏损上市的新股的比例为33%，较去年下调7个
百分点。

海外公司来港上市数量再度缩减，但融资总额有所增加

香港新股市盈率

2022年香港新股市场概览
内地企业仍然以上市数量和融资总额主导香港的新股市场；接近三分之一的新股以介绍形式上市
或上市时业绩录得亏损，较去年有所减少

以介绍形式上市或上市时业绩录得亏损状况比去年有所减少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
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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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香港新股市场概览
今年，上市首日表现最佳的3只新股表现落后于去年上市日表现最佳的新股，首日表现最差的3
只新股则较去年稍有改善；整体新股平均首日回报率仍大幅落后与去年

• 虽然今年新股最低的3家首日回报率略优于去年最低的3家 ，但上市首日表现最佳的前3位新股的回报率由143%至111%不
等，表现最佳新股略好于去年的第三位。

• 表现最差的3只新股分别来自有TMT行业，房地产行业和制造行业。
• GEM完全没有新股上市可供比较。
• 以整体新股首日平均回报率来分析，今年新股的平均上市首日回报率下落至1.83% ，远低于去年的15.2%。

-34%

-29%

-27%

111%

143%

171%

-50% 0% 50% 100% 150% 200%

三大表现最佳/最差的香港新股

中国石墨集团

润歌互动

阳光保险 - H

零跑科技 - H

金茂物业

数科集团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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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50%

75%

10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香港主板IPO融资规模
极大规模 (10亿美元或以上) 大规模 (介于5亿至10亿美元之间) 中等规模 (介于2亿至5亿美元之间) 小规模 (2亿美元以下)

2022年香港新股融资规模分析
3宗超大规模IPO融资额占主板融资总额约43%，为多年以来的低位

35 6 16 96

•快手科技 - W
•京东物流
•百度集团- S W
•哔哩哔哩 - S W
•小鹏汽车 – W
•理想汽车 - W
•携程集团 – S
•东莞农商银行- H
•联易融科技 - W

9宗 IPO融资
1,812亿港元

主板总融资额:
3,313亿港元

•中国中免 - H股
•天齐锂业 - H股
•中创新航 - H股

3宗 IPO融资
419亿港元

主板总融资额:
980亿港元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
，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 国泰君安证券 - H
股

• 阅文集团
•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 H股
• 中原银行 - H股
•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

- H股

主板总融资额:
1,223亿港元

5宗IPO融资
591亿港元

主板总融资额:
2,815亿港元

• 平安健康医疗科技
• 江西银行 - H股
• 小米集团 – W
• 中国铁塔 – H股
• 美团点评 – W
• 无锡药明康德 – H
股

6宗IPO融资
1,598亿港元

主板总融资额:
3,145亿港元

• 申萬宏源 - H股
• 翰森制药
• 百威亚太
• 滔搏国际控股
• ESR Cayman Ltd.
• 阿里巴巴集团 – S 

W

6宗IPO融资
1,875亿港元

主板总融资额:
3,974亿港元

• 网易 - S、京东集团
- S W、思摩尔国际
、渤海银行H股、
泰格医药 - H股、农
夫山泉 - H股、百胜
中国 -Ｓ、中通快
递- S W、世茂服务
、万国数据 - S W、
新东方教育 - S、融
创服务、恒大物业
、京东健康、华润
万象生活、蓝月亮

16宗IPO融资
2,482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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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融
资
额融
资
额

香港主板IPO (10亿美元或以上的超大规模发行除外)
大规模（介于5亿至10亿美元之间） 中等规模（介于2亿至5亿美元之间） 小规模（2亿美元以下） 平均

主板平均融资规模下跌至8.5亿港元，低于2017年以来的低位

(亿港元)(亿港元)

2022年香港新股融资规模分析

51%

66
宗

IP
O •

561
亿港元75

宗
IP

O •
633    
亿港元

12
4宗

IP
O •

1,217
亿港元

14
1宗

IP
O •

1,270     
亿港元

12
0宗

IP
O •

1,491     
亿港元 87

宗
IP

O •
1,502     
亿港元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
，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20©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33%

17%
5%

10%

25%

4% 6%
发售价范围上限

高于发售价范围中间值

处于发售价范围中间值

低于发售价范围中间值

发售价范围下限

低于发售价范围

固定发售价

其他

6% 7%
7%

9%

46%

18%

7%

2021年2022年

2022年香港新股发售价格分析
接近一半的新股以下限定价，比去年大增21个百分点，仅4只新股以发售价范围上
限定价，占比下跌27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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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022年

4,133x

151x

数科集团

发行商 超额认购倍数
数科集团 151x
濠暻科技 97x
微创脑科 45x
玄武云科技 42x
花房集团 33x

2022年前五大超额认购IPO

诺辉健康 - B

超
额
认
购
倍
数

2022年香港新股公开发售认购分析
今年香港公开发售整体反应较去年明显冷却，仅有1只
新股的超额认购倍数录得三位数字，去年前五大超额
认购新股均以4位数字的倍数领先

表现最佳IPO
(以超额认购倍数计)

89%的IPO获得超额认购。

在获得超额认购的项目当中，

11%获得超额认购

20倍以上。

(2021年 : 99%) 

(2021年 : 56%)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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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3%

8%
21%

17%

19%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8%

21%

11%
9%

15%

32%

4%

2022年香港新股数量行业分析
TMT行业主导，医疗及医药居次，消费服务行业紧随其后

2021年2022年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中位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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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7.5%

8.0%

21.5%8.3%

26.9%

9.7%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2.6%
21.7%

10.8%

4.8%
17.6%

42.4%
快手、百度、
哔哩哔哩、联
易融、携程令
到TMT行业明
显超前

3
91

719
356

158
583

1,404

0 400 800 1,200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177
74

78
210

81
264

96

0 50 100 150 200 250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2022年香港新股融资额行业分析
消费服务行业领先，TMT行业表现明显较去年骤减

(亿港元)

(亿港元)

2022年

2021年

中国中免、法
拉帝、德银天
下和卫龙美味
等推动消费服
务行业领先

0.1%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假
设已公布上市计划的6只主板新股能够于2022年12月15日至2022
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已公布上市计划的新股以其发售价范围的
中位定价，但并不包括截至2022年12月31日仍处于稳定价格期的
新上市公司，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可能会带来的额外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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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股市场回顾 ─ 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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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市场概览
新股发行融资规模上升，数量下降

87
33

199 162

11
31 39

146
122

7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上海主板 深圳主板(注) 创业板 科创板 北交所

IPO融
资
额IP

O数
量

2021年IPO数量 2022年IPO数量 2021年IPO融资额 2022年IPO融资额

2021年度 2022年度

注：深圳主板包含合并前的中小板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
新股上市，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露的预计募资金额计算其融资金额。

（亿元人民币）

• 创业板IPO数量领先
• 科创板融资额领先
• 科创板及创业板融资额均超过主板

2022年
413只新股

5,818亿元
人民币

2021年

融资额

8%

16%
新股数量

5,372亿元
人民币

492只新股



26©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市场概览
前5大IPO共计融资规模为1,161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6%，整体规模增加65亿元人民
币

2022年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露的预计募资金额计
算其融资金额。

2021年
1. 中国移动

(520亿元人民币)
上交所主板

2. 中国海油
(323亿元人民币)
上交所主板

5.晶科能源
(100亿元人民币)

科创板

4.海光信息
(108亿元人民币)

科创板
4. 沪农商行

(86亿元人民币)
上交所主板

1.中国电信
(479亿元人民币)
上交所主板

2.三峡能源
(227亿元人民币)
上交所主板

5.和辉光电
(82亿元人民币)
科创板

3.联影医疗
(110亿元人民币)

科创板
3.百济神州

(222亿元人民币)
科创板



27©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于2022年12月9日，申请上市的公司共
达842家（包括科创板140只，创业板
345只，北交所82只），其中104只中
止审查（包括科创板37只，创业板52
只，北交所15只）；

于2022年12月9日，738宗活跃申请（包括科创板103宗，创业板293
宗，北交所67宗）正在处理中。其中126宗已通过发审会（包括科创
板17宗，创业板71宗，北交所8宗），104家已提交注册（包括科创
板33宗，创业板68宗，北交所3宗）并轮候上市，58宗已注册生效但
未发行（包括科创板16宗，创业板11宗，北交所31宗）。

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市场概览
新股上会数量较上年有所增长，上市申请数量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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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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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上海主板 深圳主板（注） 深圳创业板 上海科创板 北交所 融资额

注：深圳主板包含合并前的中小板

2022年新股发行数量较2021年有所下降，融资规模再创新高
（亿元人民币）

融
资
额

IP
O数
量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露的预计募资金额
计算其融资金额。

从2022年初至12月9日，548只新股上会（包括科创
板117只，创业板218只，北交所102只），其中495
只已审核通过（包括科创板114只，创业板196只，
北交所99只），25只上会未通过（包括创业板16
只，北交所2只），24只取消审核（包括创业板6
只），4只暂缓审议（包括科创板2只，北交所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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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4%
9%

11%38%

18%
未有盈利
10倍以下
10倍至20倍
20倍至30倍
30倍至40倍
40倍至50倍
50倍至100倍
100倍以上

科创板

• 2022年度各新股发行市盈率，最低为12倍，最高为24倍。
• 85%的IPO项目(58宗)市盈率在20至30倍之间，2021年度为79%。
• 15%的IPO项目(10宗)市盈率在10至20倍之间，2021年度为18%。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为39%，由于A股主板规定新股首日涨幅不得

>44%，因此最高新股首日回报率为44% ，最低回报率为0.52%。

15%

85%

10倍以下

10倍至20倍

20倍至30倍

30倍以上

上海主板、深圳主板
上海主板、深圳主板

• 5%的IPO项目(6宗)市盈率在10至30倍之间，2021年度为50%。
• 76%的IPO项目(87宗)市盈率超过30倍，2021年度为43%。
• 19%的IPO项目(22宗)未有盈利，2021年度为12% 。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为16%。
• 新股回报率之间差异显著，最高和最低回报率分别为212% (麒麟信安)
和-36% (唯捷创芯)。

科创板

注：深圳主板包含合并前的中小板

新股上市首日市盈率及平均回报率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Wind 数据、德勤分析，数据截至2022年12月12日。

2022年度中国内地新股市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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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上市首日市盈率及平均回报率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Wind 数据、德勤分析，数据截至2022年12月12日。

• 20%的IPO项目(28宗)市盈率在10至30倍之间，2021年度创业板为
59% 。

• 80%的IPO项目(112宗)市盈率超过30倍，2021年度创业板为40% 。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为32%。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之间差异显著，最高和最低回报率分别为

267% (快可电子)和-25% (中一科技)。

创业板

2%

18%

30%23%

24%

3%10倍以下
10倍至20倍
20倍至30倍
30倍至40倍
40倍至50倍
50倍至100倍
100倍以上

创业板

38%

55%

7%10倍以下

10倍至20倍

20倍至30倍

30倍以上

北交所

• 38%的IPO项目(23宗)市盈率在10至20倍之间，2021年度北交所为55% 。
• 55%的IPO项目(33宗)市盈率在20至30倍之间，2021年度北交所为36% 。
• 7%的IPO项目(4宗)市盈率超过30倍，2021年度北交所为9% 。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为10%。
• 新股上市首日平均回报率之间有一定差异，最高和最低回报率分别为

169% (威博液压)和-13% (恒立钻具)。

北交所

2022年度中国内地新股市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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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A股IPO融资规模
极大规模（50亿元人民币以上） 大规模（介于10亿元至50亿元人民币之间）
中等规模（介于5亿元至10亿元人民币之间） 小规模（5亿元人民币以下）

843

融资规模大的发行数量及融资额同比上升
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市场融资规模分析

3 1 6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露的预计募资金额
计算其融资金额。

6 7 11

总融资额：
5,818亿元人民币

• 中国移动
• 中国海油
• 联影医疗(科创板)
• 海光信息(科创板)
• 晶科能源(科创板)
• 翱捷科技(科创板)
• 纳芯微(科创板)
• 三一重能(科创板)
• 腾远钴业(创业板)
• 华宝新能(创业板)
• 万润新能(科创板)

11宗IPO融资
1,521亿元人民币

总融资额：
1,496亿元人民币

• 江苏银行
• 上海银行
• 华安证券

总融资额：
2,301亿元人民币

7宗IPO融资
1,275亿元人民币

没有极大规模
新股发行

总融资额：
4,700亿元人民币

• 中芯国际(科创板)
• 京沪高铁
• 奇安信(科创板)
• 凯赛生物(科创板)
• 康希诺(科创板)
• 金龙鱼
• 中金公司

4宗IPO融资
445亿元人民币

6宗IPO融资
866亿元人民币

总融资额：
5,372亿元人民币

• 中国电信
• 三峡能源
• 百济神州
• 沪农商行
• 和辉光电(科创板)
• 时代电气(科创板)
• 大全能源(科创板)
• 禾迈股份(科创板)

8宗IPO融资
1,291亿元人民币

3宗IPO融资
230亿元人民币

总融资额：
1,378亿元人民币

• 工业富联
• 宁德时代
• 迈瑞医疗
• 中国人保

总融资额：
2,532亿元人民币

• 中国广核
• 中国通号(科创板）
• 宝丰能源
• 渝农商行
• 浙商银行
• 邮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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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A股巿场IPO融资规模 (50亿人民币及以上超大型规模发行除外)
大规模（介于10亿元至50亿元人民币之间） 中等规模（介于5亿元至10亿元人民币之间）
小规模（5亿元人民以下） 平均

平均融资规模
(亿元人民币)

融资规模
(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內地新股巿场融资规模分析
深圳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平均融资规模分别为8.2亿元人民币、11.5亿元人民币和16.9亿元人民币，较上年
6.7亿元人民币、7.4亿元人民币和9.7亿元人民币均有大幅增加；上海主板的平均融资规模为7.8亿元人民币，较
上年的10.0亿元人民币有所下降；北交所平均融资规模1.98亿元人民币，较上年的1.83亿元人民币略有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露的预计募资金额
计算其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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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表现最佳IPO
(以超额认购倍数计)

11,064x

聚赛龙山水比德

2022年度五大超额认购IPO

发行商 超额认购倍数
聚赛龙 8,767X
骏成科技 8,212X 
利仁科技 8,201X 

三维天地 8,177X 

智立方 7,976X 

新股认购热情未见减退

8,767x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
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

100% IPO获得超额认购。

在获得超额认购的项目当中，

100%更获得超额认购

100倍以上。

(2021年度: 100%) 

(2021年度: 100%) 

2022年度中国内地新股认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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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其他

5%
1%

10%

51%

1%

13%

16%
3%

3%
1%

11%

41%
10%

32%

2%

2021年度2022年度

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行业划分(按数量计)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比例上升明显，制造行业占比最高但比例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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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42
686

1,655

312
2,49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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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其他

2022年度

(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内地新股行业划分(按融资额计)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的融资金额遥遥领先，制造行业位居第二

科技、传
媒和电信
行业领先

制造行业
领先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
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31
日，德勤预计2022年12月13日
至31日之间有30只新股上市，
并按照已公布的发行价格或披
露的预计募资金额计算其融资
金额。

(亿元人民币)

6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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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海及深圳主板等候上市审核企业状态分析
截至2022年12月9日，上海、深圳主板等候上市的正常审核状态企业数量为275家，较2021年12
月31日等候上市的229家增加46家，无中止审核的企业

2022年末新股审核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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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2月9日，科创板等候上市的正常审核状态企业数量为103家，另外有37家企业中止审核；创业板
等候上市的正常审核状态企业数量为293家，另外有52家企业中止审核；北交所等候上市的正常审核状态企业
数量为67家，另外有15家企业中止审核

2022年末中国内地科创板、创业板及北交所等候上市审核企业状态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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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回顾

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对2003年2月1日实施的虚假陈述民
事赔偿诉讼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
按照“立足审判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思路，《规
定》在整合原司法解释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15条重要
内容，全文共计35条，分八个部分，重点围绕取消人民法院
受理虚假陈述案件前置程序后，人民法院受理与审理案件中
的法律适用问题，细化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
件，包括主观过错、虚假陈述行为、重大性、交易因果关
系、损失因果关系和损失计算、诉讼时效等问题。此外，
《规定》还明确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财务造
假、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交易对手方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业
务相关方帮助进行财务造假等情形下相关主体的民事赔偿责
任，“追首恶”与“打帮凶”并举，剑指资本市场财务造假
的顽瘴痼疾，依法提高违法违规行为人的违法成本。

3月4日，为了细化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转板的指导意见》，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审核及上市安排等事宜，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办法（试行）》进行了
修订，并更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转板办法（试行）》：
1、转板公司申请转板至科创板上市的，应当在北交所
连续上市一年以上，转板公司在北交所上市前，已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原精选层挂牌的，原精选层挂
牌时间与北交所上市时间合并计算。
2、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
3、转板公司应当结合《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
定》等相关规定，对其是否符合科创板定位进行自我评
估，提交专项说明。

1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办法（试
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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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为进一步明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创业板转
板相关事宜，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向创业板转板上市办法（试
行）》进行了修订，形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向创业板转板办法（试行）》：

1. 明确上市年限连续计算。北交所上市公司申请转板，应
当已在北交所连续上市一年以上，原精选层挂牌时
间与北交所上市时间合并计算。

2. 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标准。
3. 转板公司应当符合《注册办法》等规定的创业板定位。

6月10日，为细化明确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情
形，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硬科技”医疗器械企
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鼓励医疗器械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产品研发创新，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7号——医疗器械
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
《指引》在前期审核实践基础上，结合医疗器械领域科技
创新发展情况、行业监管要求，对申请适用科创板第五套
上市标准的医疗器械企业，从核心技术产品范围、阶段性
成果、市场空间、技术优势、持续经营能力、信息披露等
方面作出了细化规定。主要包括：一是细化核心技术
产品范围。二是明确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具体要
求。三是关注市场空间的论证情况。四是要求具
备明显的技术优势。五是提出信息披露及核查要
求。

3 4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向创业板转板办法（试行）》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7号——医疗器械
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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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的通知。为规范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审核、发售认购、上市交易、
收购及信息披露等业务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证券
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
理规定》等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审核关注事项（试
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发售业务（试行）》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
第3号——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此后，深交所也发布了有关REITs的相关规定。

4月29日，为了适应注册制改革和常态化退市的要求，顺
畅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完善退市公司管理，
落实《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定了《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
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
1、退市公司应确保公司股票及时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
让，保障投资者的交易权利。
2、退市公司应当聘请证券公司为其办理公司股票在交易
所摘牌后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相关业务。主办券商原
则上应在摘牌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完成挂牌手续。
3、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全国股转
公司加强协同配合，强化程序衔接，推动退市公司平稳、
有序进入退市板块。

5 6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
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的通知

上海、深圳及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退市公
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40© 2022。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德勤中国。

2022年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回顾

2月11日，中国证监会昨日发布了《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简称《监管规定》），拓展了参与互联互通
存托凭证(CDR）业务境内外证券交易所的范围，重点围绕拓展适用范围、增加CDR融资安排、优化持续监管等方面进行完善。本次修订
主要包括六方面内容：
1、拓展适用范围：境内方面，将深交所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纳入。境外方面，拓展到瑞士、德国等欧洲主要市场。
2、对融资型CDR作出安排：引入融资型CDR，允许境外发行人通过发行CDR在境内融资。
3、调整财务信息及内部控制披露要求：明确境外发行人采用等效会计准则或其他会计准则下对调整财务信息和内部控制披露的相关要
求。
4、优化年报披露内容。明确境外发行人沿用境外上市地年报在境内进行披露的，需评估说明其境外上市地年报相关内容与《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要求的主要差异，对投资者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是否产生重大
影响，并由律师对上述主要差异出具法律意见。
5、明确权益变动披露义务：明确持有CDR的投资者和不持有CDR的境外股东不同的披露义务。
6、明确重大资产重组适用规则：境外发行人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在境内发行CDR及以现金在境内购买资产的，不适用《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7 8
中国证监会发布《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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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股市场回顾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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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曾一度于第三季度出现复苏，但于第四季度呈现放缓，
全年新股发行数量与融资额仍较去年显著下滑

资料来源：纽交所、纳斯达克、彭博，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4日，并不包括于2022年12月14日以后会公布计划于202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新股及其融资金额。

新股数量下降62%

新股融资额下降96%

紧张的地缘政治因素

年内美联储的持续多次大幅加息

市场忧虑美国经济放缓

中美两国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协议，

并于9月启动相关合作，一度令到第

三季度新股上市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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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市场概览
今年融资额前五大的新股合计融资额3.24亿美元，去年前五大的新股合计融资100.11
亿美元，下滑97%

资料来源：纽交所、纳斯达克、彭博，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4日，并不包括于2022年12月14日以后会公布计划于202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新股及其融资金额。

2022年

2021年

5. 美华国际医疗
(0.39亿美元) 

3. 大健云仓
(0.41亿美元) 

1. 滴滴
(44.35亿美元) 

2. 雾芯科技
(16.08亿美元)

3.满帮
(15.68亿美元)

5. BOSS直聘
(10.49亿美元)

4. 图森未来
(13.51亿美元)

1. 尚乘数科
(1.44亿美元) 

4. 悦商集团
(0.40亿美元) 

2. 亚朵集团
(0.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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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上市中概股新股的平均首日回报率
2022年 2021年

2022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市场概览
今年消费服务行业的新股上市首日回报率遥遥领先，其他行业也有不错的表现

资料来源：纽交所、纳斯达克、彭博，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3日。

奥斯汀光电 • 2022年新股上市首日回报率895%，远超去年同期的65%
• 有一半的新股上市首日回报率超过100%，更有两只来自消费
服务行业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新股首日回报率达13,031%和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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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首日表现最佳/最差的美国上市中概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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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联代科技

2021年

美联国际教育
每日优鲜
水滴集团

E家快服

叁腾科技
智富

盈喜集团

豪微实验室

蜗牛游戏
烯石电车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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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3%

7%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行业

医疗与医药行业

制造行业

房地产行业

消费服务行业

科技、传媒与电信行业

教育行业

19%

6%

19%

12%

38%

6%

2022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行业分析（按数量计）
TMT行业新股数量于两年均处于领先；金融服务行业和制造行业数量占比有所增
长，医疗及医药行业则下滑明显

2021年2022年

资料来源：纽交所、纳斯达克、彭博，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4日，并不包括于2022年12月14日以后会公布计划于202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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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推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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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行业分析（按融资金额计）
今年金融服务行业的融资额最大，去年则是TMT行业的融资额领先

2021年

（亿美元）

2022年

资料来源：纽交所、纳斯达克、彭博，
德勤估计与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4日
，并不包括于2022年12月14日以后会公
布计划于2022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新股
及其融资金额。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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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股市场前景展望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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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板 10 10 11 11 13 14 15 16 12 13 11 10 12 11 11 13 11 14 15 18 19 19 16 15 12 11 9 10

香港GEM 58 59 62 71 48 37 37 37 42 43 34 27 27 22 21 22 18 22 24 30 24 25 23 19 11 14 12 13

上海主板 15 14 15 16 17 17 18 18 18 15 14 13 16 14 14 14 13 13 15 16 16 16 17 17 15 13 11 12

上海科创板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4 74 79 90 91 95 81 73 69 72 57 45 44 47

深圳A股 42 41 42 42 40 36 38 37 33 27 23 20 26 23 24 26 25 29 31 35 32 32 32 33 26 26 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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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上海主板市盈率的差异维持不变，上海科创板和深圳A股的平均市盈率稍有回
升

资料来源：港交所、上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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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服务行业

能源和资源行业

金融服务业

房地产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制造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16%

33%

17%

17%

17%

申请数量: 107 申请数量: 6

主板 GEM

主板活跃申请上市数量以TMT行业为主流，医疗及医药行业和消费服务行业随后，
GEM则以房地产行业为主

2022年香港活跃上市申请个案行业分析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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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企业申请来港数字微微上升，主板有七成的申请是来自新加坡的公司；GEM则有一家来自马来西亚
的制造业公司的上市申请；以申请个案总数来说，一半申请来港上市的海外公司都来自消费服务行业

60%20%

20%

消费服务行业 房地产行业
制造行业 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
医疗及医药行业 能源和资源行业

主板

GEM

申请宗数：5

申请宗数：1

按海外市场划分 按海外申请人行业划分

2022年活跃香港上市申请个案数量海外申请人分析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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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环球资本市场相关的措施、发展动向
• 中国证监会表示将会与香港监管机构合作，将在
香港上市的外国公司纳入港股通及推动更多沪深
上市公司纳入沪深股通、支持港股通推出以人民
币计价的交易柜台、以及支持香港推出国债期货

• 优化沪深港通的交易日历安排
• 符合条件的ETF正式被纳入互联互通

内地资本市场
•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稿于年初正式发布
• 推出试行办法让于北交所连续上市一年的企业申请转往创业板
/科创板上市

• 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联合制定了《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
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

• 中美就两地审计监管磋商达成协议，下一步的工作有待开始
• 推出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易暂行办法及
相关业务配套指引，多家内地上市企业于瑞士证券交易所发
行全球存托凭证(简称“GDR”)

中港两地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继续推动各类型优化、完善市场机制、法规的工作，并
加深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香港资本市场
• 主板上市要求中的盈利规定调高，已于1月1 日生效
• 优化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已于1月1日生效，料有更多企业作
港作主要上市

• 首4家SPAC上市
• IPO结算程序全面数码现代化预期于2023年6月推出
• 建议容许特专科技公司在香港上市，详情有待市场咨询结束
后落实

• 继续支持发展生物科技股票相关的ETF产品、结构性产品和衍
生产品

• 推出全新投资者关系平台“投资服务通” 
• 继续进行建立可持续金融生态圈的工作，包括成立香港国际
碳市场委员会

• 港交所与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合作，探索
碳金融的合作机遇会探讨优化跨境理财通措
施

• 中港拟推出“互换通” ，初期让香港及境外投资者，参与内地
银行间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目前有待监管批准

• 港交所将于2023年在美国和欧洲多开设两个国际办事处以接
触更多国际投资者

• 港交所将促进推出以主要A股指数为基础的投资产品，以加强
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
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关于支持前海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十
八条措施》正式发布

• 首只碳期货ETF于香港上市，香港上市的
商品ETF涵盖范围开拓至碳信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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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香港新股市场将迎来多个不同的利好因素，有利其发展与表现，预料成绩将
较2022年理想，继续担当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约110只新股
融资約2,300亿

港元

继续会有中概股
回流上市

或会有超大型海
外企业来港作第

二上市

更多H股上市

内地防疫放
松、经济、商
业活动会加速

美国加息步
伐或放緩

俄乌冲突

估值进一步变得更理想
时，会有更多分拆上市

或有双币新股

特专科技公司上市

中港两地或
会全面通关

FINI推出为大型新股上市
时间表与节奏带来支持

资料来源：港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
将在“南向通”推出人民币

柜台

港交所计划
改革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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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股市场前景展望 ─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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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高端制造 科技、传媒和电信 生命科学与医疗 资源与能源效率 消费行业 金融行业 其他

已经过会但尚未发行的企业数量

中国内地新股市场前景展望──即将上市项目之行业分布(按企业数量计)

截至2022年12年9日，已经过会但尚未发行的企业共计有288家（包含150家创业板， 66家科创板，
北交所42家），与2021年末的192家（包含107家创业板，70家科创板，4家北交所）相比有所增加

(家)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分析，截至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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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5
03

04
02

01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
化，稳增长等稳中求进
的各项经济政策的实
施，主板、科创板、创
业板、北交所保持常态
化发行，2023年A股IPO
有望保持增长趋势

126宗已过发审会（包括科创板17
宗，创业板71宗，北交所8宗）
104宗已提交注册（包括科创板33
宗，创业板68宗，北交所3宗）
58家已注册生效但未发行（包括科
创板16宗，创业板11宗，北交所31
宗）

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目前共有275宗还处在活跃
状态
上交所科创板目前有103宗还处在活跃状态
深交所创业板目前有293宗还处在活跃状态
北交所目前有67宗还处在活跃状态

科创板或有120-140家企业登陆，融资
额或
达3,050-3,400亿元人民币；

创业板或有150-170家企业登陆，融资
额或
达1,850-2,100亿元人民币

上海及深圳主板估计有
约60-80只新股，融资额约
达1,100-1,250亿元人民币

北交所于2021年11月15
日开市，目前正处于上升
阶段，预计2023年度将
会有100-120只新股发
行，融资额约达200-
240亿元人民币

预料2023年中国内地新股会保持常态化发行，融资额会继续攀升

资料来源：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德勤估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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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上市服务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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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为以下企业的申报会计师
2022年完成的香港上市项目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一家综合型建筑材
料企业，从事商品
熟料生产与销售

制造行业

友和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一家电子商务企
业，从事企业对消
费者的零售销售渠
道

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

诺亚控股私人财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S

一家提供综合金融
服务企业，从事包
括财富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及其
他业务

金融服务业

数科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一家信息科技解决
方案供应商，从事
于香港分销信息科
技产品以及香港、
中国内地及澳门提
供系统整合解决方
案

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

叮当健康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一家数字医疗服务
平台，从事线上至
线下解决方式为主
导的实时药品零售
及医疗咨询服务

医疗及医药行业

飞天云动科技有限
公司

一家元宇宙场景应
用层的供应商，从
事AR/VR内容及服
务，提供智慧营销
技术解决方案

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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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为以下企业的申报会计师
2022年完成的香港上市项目

凌雄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一家设备全生命周
期管理解决方案供
应商，从事IT设备
经销商销售翻新淘
汰IT设备，以及向
中小企业提供设备
及IT技术订阅服务

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

360数科股份有限公
司 – S

一家信贷科技平
台，在贷款生命周
期中为金融机构、
消费者及小微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科技
服务

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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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为以下企业的申报会计师
2022年完成的A股上市项目

海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专注于肿瘤、代谢
性疾病等重大治疗领域
的创新药物研发企业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一家专注于通用电子
测量仪器研发、生产
及销售的企业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一家主要经营原油和天
然气的勘探、开发、生
产及销售业务的企业

制造行业医疗及医药行业 能源和资源行业

国金铁建重庆渝遂
高速公路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REIT）

是特大型综合建设
集团中国铁建的首
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房地产行业 科技、传媒和
电信行业

杭州萤石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一家智能家居服务商及
物联网云平台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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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开创多个中港美上市项目先河
率先参与以人民币计价房地
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上市项目
(汇贤产业信托)

首个香港酒店业固定单一
投资信托项目
(朗庭酒店投资)

首家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信达)

首家内地最大殡葬服务
供应商
(福寿园)

首家中国私立医院集团
(凤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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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开创多个中港美上市项目先河
首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在纽交
所上市
(宜人贷)

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递
企业
(中通快递)

首家中国核能电源公司
(中广核)

首家中美领先的辅助生殖
服务供应商
(锦欣生殖医疗)

上市首日于香港市值最
高的在线教育公司
(新东方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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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开创多个中港美上市项目先河

A股市场第一只中国存托凭证
(CDR)、第二只表决权差异安
排(WVR)和第三只红筹企业上
市
(九号公司)

红筹企业境内上市试点扩容后
迎来的首只个巨型能源央企
IPO
(中国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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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主管合伙人

纪文和
上市业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838
电邮：dickay@deloitte.com.cn

吕志宏
上市业务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及
香港上市业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324
电邮： rolui@deloitte.com.hk

刘洋
上市业务华西区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28 6789 8198
电邮：yaliu@deloitte.com.cn

刘启鸿
全国主管合伙人

电话： +86 755 3637 6866
电邮：alllau@deloitte.com.cn

任绍文
上市业务华北区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336
电邮：benyam@deloitte.com.cn

虞扬
上市业务华东区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518
电邮： davyu@deloitte.com.cn

童传江
A股上市业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124
电邮：tcj@deloitte.com.cn

李思嘉
美国上市业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 +86 10 8520 7290
电邮：frli@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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