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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家公司一季度业绩翻倍

160余家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5月6日，3605家

上市公司披露了2019年一季报， 合计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万亿元，

同比增长10%。 其中，364家公司实现业绩

翻倍。行业景气度提升、合并子公司利润、执

行新的会计准则是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的重要因素。 5家公司目前仍未披露一季

报，面临退市风险。 此外，411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164家公司预

喜。畜牧业、基建业、5G产业链、证券业相关

上市公司预喜家数较多。

多因素推动业绩增长

数据显示， 上述披露了一季报的3605

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1.31万亿元，同

比增长11.8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0%。 上

市公司2019年一季度整体盈利能力较好。

一季度，2204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

增长。 其中，1413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364家公司

同比增长超过100%，50家公司增长超过

1000%。

梳理发现，行业景气度提升导致主营业

务收入大幅增长、处置大额资产、合并子公

司利润、执行新的会计准则成为上市公司业

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不少公司业绩增长

缘于上述因素“合力”作用。

以思维列控为例， 公司2019年一季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9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51.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97亿元， 同比增长1119.47%。 报告期

内， 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对蓝信科技形成控

制， 对原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

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约5.56亿

元确认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对蓝信科

技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蓝信科技纳

入合并范围；剔除蓝信科技影响，公司业绩

增长明显。

有的公司因为执行 “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 而业绩大幅提升。 以华西股份为例，

公司2019年1-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7.16亿

元，同比增长26.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5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665.47%。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新金融会计

准则，对相关金融资产及相关所有者权益项

目进行重新分类处理，持有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在旧准则下，金融资产分类主

观性较强， 上市公司通常将权益投资归入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 股价的涨跌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属于权益类项目，而非利润

表项目，股价涨跌不影响利润。而一旦出售，

原先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可以转入到投资

收益，体现在利润表中。在新准则下，分类要

经过严格测试，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会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平滑利润的功能

将不再存在。如果上市公司持有的股票大幅

亏损，会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行业方面， 畜牧业、 基建业、5G产业

链、 证券业等相关公司一季度业绩表现较

为突出。

5家公司未披露一季报

截至目前，*ST华泽、*ST东南、*ST长

生、*ST新亿、*ST毅达5家上市公司未披露

一季报，面临强制退市风险。 其中，*ST长生

由于银行账户被冻结， 无法支付审计费用，

2018年三季度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和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均无法披露。 公司股

票已于今年3月15日起暂停上市。

*ST华泽同样未支付审计费用，未能按

时审计。 公告显示，原定于2019年4月30日

披露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报。 由于公

司未支付审计费用， 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开

展， 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上述报告，

面临退市风险。

有的公司一再推迟报告披露时间，并收

到交易所的监管函。 以*ST新亿为例，公司4

月26日晚间公告，原定于2019年4月27日披

露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但因公司原因，数

据重新录入及校对需要时间。 为谨慎起见，

特将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时间调整， 确保

2019年4月30日发布。不过，截至目前，公司

仍未披露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报。4月

30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发出的监管工作函，

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启动公开谴责程序。

*ST毅达则表示，由于公司前任管理层

处于失联状态，公司的营业执照原件（正副

本）、公章、财务章、其他由相关主管机关颁

发或备案的证照印章等及公司会计凭证、财

务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下落不明。上述文件

资料（特别是财务凭证）数量繁多，公司及

审计机构的工作人员短时间内无法彻查、统

计该等资料的全部内容，无法按时披露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同样收到了交易所发出的监管工作函。

“多管齐下”实现扭亏

截至5月6日，411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164家公司预喜，

占比39.9%。 其中，略增30家、扭亏34家，续

盈5家，预增95家。

具体看，145家公司预计2019年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5家公司预计增长超过100%。 开尔新材、

民和股份、宁波富邦、天顺股份4家公司预

计增长超过1000%。

梳理发现， 行业回暖导致主营业务增

长、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获得大额政府补

贴、变更会计准则等成为上市公司业绩大幅

增长的主要原因。

行业方面， 禽产业链上市公司表现突

出。 以民和股份为例，公司预计2019年1-6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亿

元 至 9.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244.4% 至

5113.28%。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

表示，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销售价格出现较

大幅度上涨。 此外，仙坛股份预计2019年1

至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亿元至4.2亿元， 同比增长327.65%至

372.67%。 公司表示，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

持续攀升，公司鸡肉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

升，导致净利润同比大幅上涨。

有的公司报告期内积极进行资本运作，

对净利润影响较大。 以青岛金王为例，公司

预计2019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81亿元至3.45亿元，同比增长

120%至170%。 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出售了杭州悠可股权。

恩捷股份预计2019年1-6月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9亿元至4.6亿

元，同比增长135.08%至185.08%。业绩变动

主要在于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量大幅增

长。 此外，公司收购上海恩捷90.08%股权的

交割过户于2018年7月31日完成，上海恩捷

2018年1-7月的净利润按53.86%计算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46家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ST类、ST类上市公

司发布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仅10家公

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

值，其余均预计亏损。其中，*ST凡谷、*ST罗

普等6家公司实现扭亏。

为实现扭亏，部分公司“多管齐下” 。

以*ST云投为例，公司预计2019年1-6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万元

至1500万元，同比扭亏。 二季度，公司加大

在建项目的实施力度； 加大款项催收和资

产盘活， 预计实现部分坏账准备转回和收

益； 公司完成向控股股东出售金殿基地土

地资产及地上附着物 ， 增加当期利润

5433.06万元。

专注核心技术研发

宝兰德将持续受益安全可控概念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在目前已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的近百

家企业中，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宝兰德” ）是其中唯一一家从事企

业级基础软件研发和销售服务的企业。 公司

的中间件等基础软件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

移动集团及下属公司等电信企业，提升我国

企业电信中间件国产化和自主可控水平。 中

国证券报记者近日独家探访了宝兰德。 公司

董事长易存道表示，公司将凭借电信行业中

间件产品和服务的优势，继续提升在电信行

业的市场占有率。 自2016年以来，公司已开

始拓展金融、政务等领域的基础软件及云计

算业务，前期认证等工作均在顺利推进。 科

创板的推出为宝兰德这类专注某一细分基

础软件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借助资本

市场发展壮大的机会。

由点及面突围

在基础软件领域， 目前我国企业与国

际IT巨头还存在不小差距。 基础软件研发

难度大、要求高，以微软、IBM、Oracle等为

代表的软件国际巨头， 凭借多年技术沉淀

和创新积累的先发优势， 形成了对基础软

件领域的绝对垄断。 在中间件及其衍生产

品领域，IBM、Oracle目前仍然占据绝对优

势。 近年来，以东方通、宝兰德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奋力突围，已经在政务、电信等行业

的部分领域获得突破， 开启了国产替代自

主可控征程。

中间件是指在操作系统、网络和数据库

之上， 并位于应用软件之下的一类软件，总

的作用是为处于自己上层的应用软件提供

运行与开发的环境平台， 帮助用户灵活、高

效地开发和集成复杂的应用软件。 中间件使

得应用软件能够比较平滑的运行在不同平

台，同时在负载均衡、连接管理和调度方面

作用很大，可以提升企业级应用性能，满足

关键业务需求。 根据计世资讯统计，2018年

中国中间件市场总体规模达到65亿元，同比

增长9.6%。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

字化技术普及以及政务大数据、智慧城市、企

业应用上云等数字化热点项目推进， 预计

2019年中间件市场规模将达到72.4亿元，同

比增长11.4%。

易存道表示，公司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成

为高品质基础软件提供商、产品能在国内顶尖

核心业务系统被广泛使用，并替代国外同行产

品的目标。 为实现此发展目标，多年来公司在

研发方面持续投入大量资源。 经过长达半年多

的运行测试， 公司的应用服务器中间件Ap-

plication� Server于2009年成功在中国移动

上海公司的核心CRM系统、BOSS系统部署上

线， 替代了原有的Oracle/IBM公司的应用服

务器软件产品， 公司实现了在电信领域的突

破。 目前，公司中间件产品已经应用到中国移

动集团总部的集中大数据平台、集中ERP等全

国性核心业务系统，中国移动下属十多家公司

的省级核心业务系统，并替换掉了原先这些客

户使用的国外中间件产品，在更多其他业务系

统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使用。

“国内电信用户数量众多， 一些大省的

用户数量接近或超过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

部人口数量。 这对相关软件的稳定性和性能

提出了较高要求。 诸多使用公司中间件的电

信企业的业务支撑系统， 长时间保持稳定高

效运行。 这显示出公司产品的技术实力和竞

争力。 ” 易存道表示，除中间件外，公司开发

了系列智能运维软件产品。 以公司在江苏移

动的产品部署为例， 目前相关系统已经实现

了自主运营、自主监控。

电信软件行业进入门槛高、技术要求高。

由于电信运营商普遍财力雄厚， 公司进入这

一领域后，凭借着产品及服务的出色表现，报

告期内销售业绩持续增长， 主营业务毛利率

处于高位。

回应热点问题

宝兰德曾于2017年在创业板尝试IPO。

本次改换赛道至科创板， 易存道对市场关于

公司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应。

有媒体指出， 公司在科创板IPO的申报

材料部分历史财务数据和前次IPO申报材料

略有差异。易存道指出，各地移动公司购买产

品主要通过直接向原厂供应商采购或者通过

经销商向原厂供应商采购代理商购买。 公司

此前的会计处理中， 两种销售模式下收入确

认标准不同。本次递交材料时，出于更加审慎

的考虑，公司统一了收入认定标准。 因此，部

分年份的一些跨期订单收入确认时间可能产

生变化。从调整前后的财务数据来看，调整对

公司当期净利润影响并不大。

公司目前超过八成的收入都来自于与中

国移动及其下属公司的合约。 对此， 易存道

称， 尽管公司目前大部分客户都来自中国移

动及其下属公司， 但这些移动企业运营彼此

独立。 这些公司最看重的是产品性能和服务

能力。 此外，公司近年来积极拓展金融、政务

等领域的高端客户， 不少前期认证准备工作

在有序推进， 目前已经与光大银行等客户开

展合作。

加大研发投入

近年来，宝兰德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公

司已经建立行之有效的研发体系， 形成了尊

重研发的企业文化。 近3年多以来，公司研发

投入占比接近20%， 远高于现阶段科创板受

理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的平均数。 ” 易存道表

示。 本次募投项目技术研究中心就是对基础

软件底层技术的研究。 这显示出公司持续关

注底层基础技术，并希望从中获得突破。公司

董事会秘书张东晖对记者表示， 基础软件行

业是人才和投资密集型行业。 现阶段仅依靠

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无法满足公司未来发展

的需求，迫切需要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科创

板定位于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 突破核

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同时

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科技公司的营收和净利

润问题。因此，公司希望通过申报科创板上市

实现跨越式发展。

安信证券认为，除了现有电信、金融以及

政府客户中间件产品需求， 云计算发展将带

来中间件与运维软件的需求， 有望为公司带

来另一个增长空间。 Gartner数据显示，全球

公有云市场PaaS规模将以20%以上的增速

增长，预计到2020年规模将达到241亿美元。

在云计算环境下，PaaS其实是中间件的演

进，中间件将是云计算的关键组成部分。据了

解，宝兰德已经推出云中间件、容器云PaaS

管理平台等云计算解决方案， 已经开始在电

信、政务等领域客户中进行部署。

“公司产品已经在部分国产主流CPU、

操作系统、 数据库等软硬件平台进行过兼容

性认证测试，并支持各种国密安全算法。 ” 易

存道表示。

国产化安全可控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国

IT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宝兰德

作为国产中间件的重要企业有望持续受益。

上市公司大股东拟扎堆减持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5月6日，市场大幅调整，但市场低迷未能阻挡大股东

的减持决心。 多家上市公司公告了大股东减持计划和进展

情况，其中不乏大额减持计划。

大洋电机5月6日晚间公告，控股股东鲁楚平，股东徐

海明、西藏升安能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安乃达，拟6个月内

共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3亿股，占总股本9.71%。减持计

划目前规模最大。

江苏有线股东也推出亿股级减持计划。公告显示，国安

通信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6个月内减持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1.11亿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25%。

这已经是国安通信近期第二次发布大额减持计划。 今

年3月，江苏有线公告称，国安通信拟自3月19日起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约9860.92

万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5月5日晚间公告

显示，截至公告披露日，国安通信累计减持5638.7万股，减

持比例为公司总股本的1.14%。 国安通信未完成减持计划，

并提前中止减持计划。但一日之后，国安通信再抛出1.11亿

股减持计划。

公告显示，中信国安集团目前身陷债务危机，旗下多家

公司积极处理资产以渡过危机。

刚完成1338.76万股减持计划的世纪瑞尔股东王铁再

次抛出大额减持计划。 公司5月6日晚间公告称，持有公司

股份936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0114%）的股东

王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减持不超过234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9993%）。

此外，博士眼镜5月6日晚间公告称，豪石九鼎、民乐九

鼎等股东计划减持共计不超过498.5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5.73%。 华钰矿业公告，股东西藏博实计划自本减持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数

量不超过2080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3.955%。

减持进展方面，康弘药业公告，截至公告日，鼎晖维鑫

等股东已减持公司股份数合计约1843.04万股。前述股东拟

共计减持3145.3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67%。 展鹏

科技公告，浙江如山及诸暨鼎信累计减持2076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0.99%。 佳都科技公告称，股东中新融鑫减

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合计减持股份4856.35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

生物医药公司

加大研发投入成趋势

□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实习记者 傅苏颖

Wind数据显示， 在已发布2018年年报的291家生物

医药上市公司中，17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翻倍增长，主

要在于主业表现较为突出。 业内人士指出，守正创新是医

药企业的发展根基。 生物医药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将围绕

创新继续前行。 生物医药公司研发支出只增不减是趋势，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加入创新队伍， 打造具有高识别的创

新基因。

17家公司净利翻倍

数据显示，在上述291家生物医药公司中，33家公司营

收超过100亿元。 上海医药营收规模居前，达1590.84亿元。

从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看，4家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实现翻

倍增长，分别为智飞生物、国农科技、天目药业以及白云山，

营收同比增长分别为289.43%、164.69%、103.23%以及

101.55%。

净利润方面，30家公司2018年归母净利润超过10亿

元。其中，10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超过20亿元。恒瑞医药归母

净利润规模居前，达40.66亿元。从同比增速看，17家公司增

速实现翻倍。华北制药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703.03%，排名

第一。

上述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的生物医药公司主业表现

较为突出。 以华北制药为例，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产业结构

调整，突出制药主业，重点发展化学制剂药、生物药、原料药

等产业，全年制剂收入63.16亿元，收入比重超过69%，生物

技术领域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突出抓好重点战略品种销售，

单品收入过亿元制剂达到12个。 其中，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注射用阿莫西林钠克拉维酸钾、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3个制

剂产品收入超过7亿元。

华融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张科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

的意见》等政策的发布，配合深度医改的推行，有效完善药

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加快好药新药和先进医疗器械

上市步伐，快速与国外医疗水平接轨。 从2018年生物医药

公司的年报看，回归主业，夯实主业，做强主业，守正创新是

医药企业的发展根基，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基因。生物

医药公司未来的业绩将围绕创新继续前行， 无论是技术创

新还是模式创新都将增强企业壁垒， 打造属于企业的独有

的护城河。

加大研发创新投入

“4+7” 城市带量采购试点政策稳步推进，在鼓励创新

的背景下，生物医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成为行业共识。

Wind数据显示，2018年，A股可比数据的198家生物

医药公司（剔除2017年或2018年未披露研发支出的公司）

研发投入合计345.98亿元，而2017年该值为251.75亿元，同

比增长37.43%。 2018年，80家生物医药公司研发投入超过

亿元。 恒瑞医药的研发投入最为抢眼，为26.7亿元；复星医

药研发投入为25.07亿元。 从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看，排名

前三的生物医药公司分别为贝达药业、广生堂、普利制药，

研发投入占比分别为48.2%、28.32%和23.47%。

从投向来看，创新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成重点投放

领域。以恒瑞医药为例，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2018年累计投入研发资金26.7亿元， 同比增长51.81%，研

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5.33%，有力地支持公司项

目研发和创新发展。 去年公司取得创新药制剂生产批件两

个，仿制药制剂生产批件7个；取得创新药临床批件16个，

仿制药临床批件2个。

张科然表示，从2018年已经公布的生物医药公司研发

费用支出看，恒瑞医药、复星医药和迈瑞医疗位于前三，研

发费用支出分别为26.7亿元、25.07亿元和14.2亿元。这也是

目前A股生物医药行业研发实力强劲的头部企业。 未来医

药公司研发支出只增不减是趋势，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加入

创新队伍，打造具有高识别的创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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