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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实习
生李悦报道： 科创板最近迎来了
中国最硬核芯片企业。 6 月 1 日
晚，上交所披露了中芯国际申请
科创板上市的招股书。 这意味
着，中国内地技术最先进、规模
最大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
中芯国际的上市进程又向前了
一步。 截至 6 月 2 日收盘，中芯
国际在港股收报 18.7 港元，上涨
2.86%，总市值 1019.3 亿港元。

有行业观点认为， 中芯国际
作为国内芯片行业龙头， 寻求 A
股上市，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也意味着国产半导体的春天已经
来临。受到此消息影响，A 股上的
中芯国际概念股也集体爆发，截
至 6 月 2 日收盘，芯瑞达、得润电
子、大唐电信、宇瞳光学等股票纷
纷涨停。

募集资金总额达
200 亿元

天眼查资料显示， 中芯国际
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总部位于
上海， 是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
圆代工企业之一， 也是中国内地
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配套服务
最完善、 跨国经营的专业晶圆代
工企业。

招股书显示， 中芯国际本次
拟发行不超过 16.86 亿股新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25%，募
集资金总额高达 200 亿元。

中芯国际作为一家专业晶圆
代工企业，主要为客户提供 0 .35
微米至 14 纳米多种技术节点、
不同工艺平台的集成电路晶圆
代工及配套服务。 根据行业机
构 IC � Insights 公布的 2018 年
纯晶圆代工行业全球市场销售
额排名， 前三企业分别为台积
电、格罗方德和联华电子，占有
率分别为 59% 、11%和 9% ；中
芯国际位居全球第四位， 占有
率为 6%， 在中国内地企业中排
名第一。

本次募资的主要项目是“12
英寸芯片 SN1 项目”， 该项目的
载体为中芯国际的重要子公司中

芯南方。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条
FinFET （14 纳米鳍式场效电晶
体 ） 工艺生产线， 也是中芯国际
14 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研发和
量产的主要承载平台。 值得注意
的是，14 纳米及以下先进工艺主
要应用于 5G、人工智能、智能驾
驶、高速运算等新兴领域，未来发
展前景广阔。

研发投入连续三年
高于同行

数据显示， 公司在 2017 年
至 2019 年间各期收入都保持在
200 亿元左右 。 就研发投入来
说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分
别为 35.8 亿元、44.7 亿元、47.4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6.72%、19.42%及 21 .55%。 这
一研发费率远高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且正处于逐年走高的趋势中。

对此，中芯国际表示，集成电
路晶圆代工行业属于资本密集
型行业。 为持续追赶世界先进工
艺，不断升级现有工艺技术平台
以保持市场竞争优势，提高核心
竞争力，公司需要持续进行巨额
的资金投入。 2017 年—2019 年，
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12.45 亿
元、7.48 亿元和 17.94 亿元。

市场最为关切的是， 中芯国
际有望和华为之间在未来展开大
规模的合作。

目前全球最先进的量产集成
电路制造工艺已达到 7 纳米—5
纳米，而中芯国际在 2019 年底已
开始进行对 7 纳米工艺的技术研
发投入。中泰国际认为，中国半导
体市场自给率低， 因此国家通过
成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税
收优惠等密集政策支持半导体国
产化， 预期半导体国产化将是长
期发展趋势。

华创证券方面指出， 中芯国
际回归 A 股融资，有利于加快生
产线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
一步缩小与台积电、 三星的技术
差距。 随着中芯国际 14nm 逐步
大批量量产和扩产， 半导体国产
替代进程也将进入新阶段。

近期市场风险偏好下滑，A 股市场
又进入震荡状态。然而，北上资金连续净
流入，累计净买入超 60 亿元，凸显出估
值处于低位的 A 股布局价值。 银华同力
拟任基金经理刘辉表示：此次 A 股震荡
可能只是大的运行周期中一次中型震
荡。 震荡过程将逐渐凝聚共识推动资本
市场发展、推动直接融资和产业升级，A
股在震荡余波后仍旧回归市场中枢抬升
的大趋势中。 而当发达经济体陆续进入
零利率时代以后， 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会
继续上升。

在刘辉看来，投资一定要紧扣成长主
逻辑来寻找市场运行的最主要的动力。而
对于未来布局的赛道，他认为可重点关注
大科技、大消费、大农业三大赛道。

刘辉拥有近 19 年证券投资研究经
验，是一位典型的长期价值挖掘者。他更

爱用大格局看成长股投资，他认为，投资
应该要呈现历史画卷的辉煌。“中国过去
改革开放几十年，最大的主题就是成长。
如果因为过于关注短期的得失， 无法呈
现一点历史进程的宏大，就过于可惜了。
成长股投资需要不断思考产业发展路径，
理解历史，用辩证的思维看问题，最终坚
守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 ”

拟由刘辉任基金经理的银华同力精
选混合型基金（009394）自 5 月 28 日起
正式在建设银行等渠道发行。 由刘辉管
理 的 银 华 内 需 ， 在 2019 年 获 得 了
100.36%的翻倍收益， 夺得同类基金冠
军，该基金近 1 年、近 2 年、近 3 年累计
回报分别为 72.02%、76.43%、76.54% ，
同类排名均在前 1/10。 对于看好后市趋
势的投资者， 可考虑通过该基金积极布
局。 � � � （杨广）

2020 年以来， 受新冠疫情影响，A
股市场震荡，权益类基金净值普遍回调，
但一批由绩优基金经理执掌的基金依旧
表现强势。 以中欧基金旗下中欧精选为
例，截至 5 月 29 日，中欧精选年内上涨
7.36%。 为满足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中欧

精选定于 6 月 1 日打开申购。
良好的业绩离不开基金经理出色的

主动管理能力。 中欧精选目前由中欧基金
周蔚文执掌， 周蔚文拥有超过 20 年证券
投资经验，超过 13 年基金管理经验，从业
以来斩获金牛奖等多项荣誉。 （杨广）

今年以来市场震荡，不确定性增加，
而基金分红可以帮助投资者“落袋为
安”，锁定收益。 据悉，6 月 3 日，新华基
金旗下“分红王”新华优选分红基金再次
发放现金“红利”，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
0.33 元。据悉，这已是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基金今年以来第 3 次分红， 分红总金额
达 1.3 亿元。 新华优选分红主要选择具
备核心竞争优势的白马龙头公司进行投
资，坚持与优质公司共同成长，通过对优
质公司的深入研究和挖掘， 来控制市场
风险。 （杨广）

今年 5 月以来，A 股迎多重利好，北
向资金持续加仓，在全球负利率时代，A
股配置价值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 ，
MSCI 中国系列指数有望成为海外资金
配置 A 股的重要工具，其中，MSCI 中国
A 股指数作为旗舰指数之一， 目前市场
上产品仍然较为稀缺。 6 月 1 日起，工银
瑞信 MSCI 中国 A 股 ETF 基金正式发
行，为投资者搭乘核心指数把握“入摩”
机遇再添新品。

自 2014 年 11 月沪港通开通以来，
截至今年 3 月末，外资通过沪深股通渠道
累计流入 A 股金额已达 1.3 万亿元。 截
至 5 月 22 日，作为外资配置 A 股风向标
的北上资金已经连续 9 周保持净流入态
势，年内净流入 502.27 亿元。从外资流入
的个股来看，核心资产依然备受青睐。

MSCI 中国 A 股指数， 是 MSCI 中
国系列指数的重要旗舰指数之一， 启动

发行的工银 MSCI 中国 ETF 正是跟踪
该标的。 该指数成份股源自 MSCI 中国
A 股国际指数，仅包含“互联互通”部
分的 A 股， 其成份股中 264 只为沪深
300 成份股，162 只为中证 500 成份股，
因子暴露上呈现出高盈利与低估值特
征， 与外资对大中盘蓝筹及优质成长股
的偏好一致， 可谓是外资流向的风向
标， 有望长期受益于 MSCI 扩容下外资
流入的行情。

随着近年的不断扩容 ，MSCI 中国
A 股指数自 2019 年以来相对沪深 300
出现明显的超额收益。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指数收益率达到 34.91%，超过同
期沪深 300 指数 3.15%。 未来随着更多
的 A 股优质公司加入指数 （包括科创
板），MSCI 中国 A 股指数有望获得更多
的超额收益，届时跟踪 MSCI 中国 A 股
指数的基金将更具配置价值。 （杨广）

6 月 1 日，茅台股价历史性地攀登上
了 1400 元的高峰，其总市值也创下 1.78
万亿的新高，直逼“宇宙第一大行”工商
银行。 2 日，茅台股价最高上扬了 5.15%，
虽然最后以微跌 0.62%收盘， 但股价已
经稳站在了 1410.71 元。据羊城晚报记者
统计， 茅台股价从 1000 元上扬到 1400
元， 每上涨百元的时间节点分别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8 月 22 日、10 月 15 日，以
及 2020 年 5 月 6 日、6 月 1 日， 总市值
也从 1.25 万亿元增长到 1.39 万亿、1.5
万亿、1.63 万亿以及目前的 1.78 万亿。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发现，茅台股价在
去年 6 月 22 日盘中首次突破 1000 元大
关，成为 A 股首只真正意义上的千元股，
总市值达到 1.25 万亿元。

关于“茅台股价破千后会怎么走”，
曾经有过相对激烈的争论，争论无外乎
其估值合理不合理。 但机构投资者与券
商则一直对这只股票情有独钟，并且不
断给出更高的估值。 记者注意到，就在
茅台突破 1400 元之前， 多家券商对贵
州茅台给出最新评级， 均为“买入”或
“强烈推荐”，且给出的目标价均在 1500
元之上。 其中， 招商证券看高至 1519
元， 为当前券商给出的目标价中最高；
广发证券看高至 1506 元； 方正证券看
高至 1500 元。

除了紧张的供需关系和强势品牌，茅
台的股价还有着业绩的强力支撑。 2019
年是茅台集团自 2016 年白酒行业复苏
以来达到巅峰的一年。 茅台集团的股价

突破了千元，公司估值也破了万亿。 2020
年开年以来，受到疫情影响，茅台集团第
一季度的营收和利润环比有一定幅度的
下降， 但是同比去年第一季度仍然有一
定量的增长。

根据其第一季报显示， 当季营业总
收入达到 252.98 亿，同比增加 12.54%，
净 利 润 达 到 130.94 亿 ， 同 比 增 幅
16.69%。

除了股价的坚挺表现，一年一度的茅
台股东大会即将在 6 月 10 日召开。 去
年，由于股东能在现场按 1499 元购买原
价茅台 1 箱，吸引了 2000 多股东前往现
场参会，创下了历年纪录。 今年，考虑到
疫情防控仍有风险， 茅台公司预计将缩
减总体大会的规模。

盘中突破
1000 元大关 ，
成 为 A 股 首
只真正意义上
的千元股 ，总
市 值 达 1.25
万亿

突 破 1400
元，报收 1419.5元/
股，涨 3.87%，总市
值高达 1.78万亿

2019 年
6 月 27 日

突 破 1100
元 ， 报收 1104
元/股 ，总市值
达 1.39 万亿

2019 年
8 月 22 日

突 破 1200
元 ，市值超 1.5
万亿

2019 年
10 月 15 日

突 破 1300
元 ， 总市值 1.63
万亿元 ， 市值超
过可口可乐

2020 年
5 月 6 日

2020 年
6 月 1 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实习生何
青欣报道：你听过“盲盒”吗？你玩过“盲
盒”吗？你知道“盲盒”这么赚钱吗？从新
三板摘牌不到一年后，潮流玩具公司泡
泡玛特迎来了第二次资本市场的机会。
6 月 1 日晚，泡泡玛特向港交所递交招
股书，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泡
泡玛特的营收和净利润持续走高，其
中， 这三年的营收分别为 1.58 亿元、
5.14 亿元和 16.83 亿元，净利润分别达
到 156 万元、9952 万元和 4.51 亿元。

如此高的营收你能想象吗？ 是什么
给这个玩具公司带来了这样的利润呢？
天眼查数据显示， 泡泡玛特成立于
2010 年， 目前已建立起了覆盖潮流玩
具全产业链的一体化平台。 其中 IP 是
核心业务。 其创始人王宁曾透露，去年
单单 Molly 玩偶在中国就卖了 400 万
个，国内销售额达到 2 亿多元。 招股书
显示，2017 年 -2019 年， 基于 Molly
形象自主研发的潮流玩具产品销售额
分别占当年总收益的 26.3%、42.6%及
27.4%。

除了 Molly 产品外，公司还运营了
一系列其他 IP 资源。 招股书提到，截至
目前，共运营了 85 个 IP，包括 12 个自
有 IP、22 个独家 IP 及 51 个非独家 IP。

国泰君安 2019 年发布的有关盲盒
经济的研究报告显示： 天猫上有近 20
万消费者， 每年花费万余元收集盲盒。
购买力最强的消费者，一年购买盲盒甚
至耗资百万。 而在 2018 年上海举办的
国际潮流玩具展上， 两个珍藏版的
Molly 更是拍出了 16 万的高价。

何谓盲盒？其实是带有一种“盲抽”
性质的消费，“盲抽”的不确定性恰好切
中了消费者对于未知的好奇，抓住消费
者对收藏的喜好来提升了复购率，根据
相关机构数据， 国内盲盒市场已超过
25 亿元。

与此同时，盲盒还衍生出代购、“改
娃”、抽盒技巧教学、玩具交换等多种多
样的业务，被赋予了新的社交性。

泡泡玛特方面表示，在疫情期间对
潮流玩具产品的需求遭受不利影响，主
要是因为消费者出行受到限制、店铺关
闭及线上销售渠道的经销能力受限，但
不会对其截至今年年底十二个月的经
营业绩及长期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市值直逼工商银行

茅台股价站稳1400元
A 股市值冠军或易主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实习生 陈恭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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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盲盒吗？

这家企业
去年卖玩偶
竟超 16 亿元

中芯国际回 A 股又进一步
国产芯片的春天将来临？

“聪明钱”持续北上抢筹
A 股核心资产赢“世界关注”

银华同力精选拟任基金经理刘辉：
紧扣成长主逻辑 看好三大赛道

新华优选分红今年以来分红 1.3 亿元

中欧精选 6 月 1 日起打开申购

据新华社电 《经济参考
报》6 月 2 日刊发题为《扩内
需效果显现 内贸市场回暖明
显》的报道。 文章称，受全球
疫情等因素影响，出口市场面
临订单取消或延期、新订单签
约难等问题。 在此情况下，各
级政府不断加大扩内需政策
支持力度，众多企业也纷纷加
大了对内贸市场的开拓。在政
策支持和企业的努力下，扩内
需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内贸市
场回暖明显，内贸航运、造船
等与市场景气度紧密相关的
行业和领域近期也呈现逆势
增长的态势。

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4 月，受疫情影
响， 中国进出口总额 9.07 万
亿元，下降 4.9%。 其中，出口
4.74 万亿元，下降 6%；进口
4.33 万亿元， 下降 3.2%；贸
易 顺 差 4157 亿 元 ， 减 少
30.4%。 服装、玩具等七大类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10.2%。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政府
纷纷加大政策力度， 一方面
通过减费降税、 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等措施持续为企业减
负， 另一方面则加大扩内需
政策力度， 助力企业开拓内
贸市场。 在政策推进下，众多
企业也加大了对内贸市场的
开拓力度。 商务部的数据显
示， 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已
见成效，4 月份出口企业内销
额增长 17%。 而阿里巴巴国
内贸易平台 1688 数据显示，
4 月份平台共计新增外贸工
厂超 2 万家， 平均每天有近
700 家外贸工厂入驻，外贸工
厂在平台的交易额一个月已
超 220 亿元。

作为内贸市场行情的一
个重要“晴雨表”，内贸航运、
造船等领域近来也呈现出逆
势增长的态势。交通部最新数
据显示，4 月全国港口内贸货
物吞吐量为 8.4 亿吨，同比增
长 4.9%， 增速较 3 月份提高
7.9 个百分点。广告

扩大内需
效果显现
内贸市场
回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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