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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获批筹建

注册资本161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王君晖

银保监会昨日披露，批复同意财政部等

9

家单位筹建中国

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61

亿元，注册地北京市。

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发起股东共有

9

家，分别是财政部、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等。

目前，我国有

5

家专业性农险公司，分别为安信农险、国

元农险、中原农险、安华农险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

持续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 科学确定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机制，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组建中国农业再

保险公司的决定在去年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 《关于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就有提及。此外，该《意见》还指出，要

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逐步扩大农业大灾保险、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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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出台科技创新条例 破冰“同股不同权”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8

月

26

日，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

新条例》 等

7

项创新性重要法规。 其中，《条

例》变通公司法，允许在深注册的科技企业实

施“同股不同权”，在扩大企业股权融资渠道

的同时保护其稳定发展。

有业内人士指出， 如果这一制度在深圳

取得不错的实施效果， 或将在全国推广。 此

外， 这一制度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储备更多的

优质上市企业， 还将吸引更多资金投资早期

科技创新企业。

同股不同权

更受科技创新企业青睐

一直以来，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实行

“一股一权”、“同股同权”制度。但深圳的这

一《条例》明确，“在深圳注册的企业可以设

置特殊股权结构， 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表决

权差异安排，在普通股份之外，设置拥有大

于普通股份表决权数量的特别表决权股

份。可以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

是企业的创始股东， 以及对企业的技术进

步、 业务发展有重大贡献并且在企业的后

续发展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司董事和

该董事实际控制的持股主体。 设置特殊股

权结构的公司， 其他方面符合有关上市规

则的，可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

“同股不同权”，又称“双层股权结构”，

是指资本结构中包含两类或多类不同投票

权的普通股架构， 主要指公司通过给予小

部分股东“选举董事会”等排他性特权、对

特殊事项的表决权等安排， 使得公司主要

经营决策的制定权始终掌握在小部分特定

人员手中。 据了解，美国等提供这种“同股不

同权” 制度安排的资本市场， 往往更受新经

济、新科技企业的青睐。

在《条例》草案调研期间，也有部分科技

企业反映， 大部分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的注

册资本都比较少， 但创始人一般拥有核心技

术， 随着公司发展壮大之后引进多次股权融

资，创始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不断稀释，从而有

失去公司控制权的风险。因此，建议深圳学习

美国的做法，在科技创新企业中实施“同股不

同权”制度，以保证科技企业原始股东以及其

他对公司的科技创新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可

以较小的持股比例对公司拥有控制权。

“这是深圳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对

深圳特区

40

周年再出发意义深远。 ”深圳证

券行业资深分析师解枫表示， 深圳这一举措

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如果在深圳实

施效果不错的话， 可能会向其他地方乃至全

国推广，也可能会推动《公司法》允许企业一

开始注册时就实施同股不同权， 同时吸引更

多的风投机构投资早期科技创新企业。

后续实施需注意三点

此次《条例》的通过，将有力地吸引全球

创新人才和资源落户深圳， 激发科技人员在

深创业的积极性， 对深圳的科技创新发展具

有深远意义。

松禾资本创始合伙人厉伟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股不同权的双层股权

结构在美国资本市场非常普遍， 是保障公司

创始人及其管理层股东在公司上市后仍能保

留公司控制权的制度。深圳先行先试，在特区

成立

40

周年之际推出这样重要的制度创新，

为深圳以及深圳的企业在新起点上再出发提

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 （下转A2版）

A股IPO募资创10年新高 新兴产业成主力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华雄

创业板注册制顺利落地之际，年内

A

股

市场

IPO

融资总额已超过

2900

亿元。 这一

金额已超过

2011

年至

2019

年间任何一年，

创下最近

10

年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从年内

IPO

企

业所属行业看，

TMT

（科技、媒体和通信）等

新兴产业比较密集的行业构成年内

IPO

的

主体。 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机械设备、

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等科技公司集中的

行业最多，均超过

20

家，加上电气设备、通

信两大科技公司较为集中的行业，上述几大

行业公司合计就占到年内

A

股

IPO

总数的六

成以上， 资本市场助力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

可见一斑。

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在接受证券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

IPO

节奏加快，加上

注册制下发行不限价，

IPO

融资规模相应

提升。

不过，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总融资规模为

9783

亿元， 这一规模相较此前几年并不算

高。

2019

年

A

股市场融资规模超过

1.5

万亿

元，

2016

年甚至超过

2

万亿元。

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数据显示， 本世纪以来

IPO

募资规

模最高的年份出现在

2010

年，当年

A

股

市场

IPO

家数达

339

家，募资近

4900

亿

元。 彼时创业板股票发行较多，融资需求

旺盛。 此外，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大型银

行股发行

A

股， 也推升了当年的

IPO

融资

总规模。

2011

年开始，

A

股市场

IPO

家数和融资

额均有所下降，

2011

年

IPO

家数降至

273

家，融资额降至

2601

亿元。

此后数年，

IPO

家数和融资额相对低迷。

2017

年，

IPO

家数再次大幅增加，不过，由于

单家公司募资额较少， 全年募资总额略超

2000

亿元。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火热。

Wind

数据

显示，按照发行日计，今年以来

A

股市场

IPO

融资总额已达

2940

亿元，创下最近

10

年新高。 （下转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