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46家沪市主板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7.33万亿元

复苏迹象明显 业绩降幅收窄

□本报记者 周松林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沪市主板

1546家上市公司全部披露半年报或半年报相

关数据。 沪市主板公司上半年主营收入、净利

润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降幅有所收窄，二季度

业绩复苏迹象明显。

二季度实现恢复性增长

具体来看，沪市主板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17.33万亿元，同比下降约3%，相较一季

度同比降幅收窄5个百分点； 净利润为1.41万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1.33万亿元，均同比下

降约22%，较一季度下滑幅度略有收窄。

实体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2.7万亿元、

净利润为0.41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0.34万

亿元，同比下降约6%、38%和42%，相较一季

度同比降幅分别收窄7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

和24个百分点。 金融类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

比下降约13%。

所有沪市主板公司中， 上半年有1273家

公司保持盈利，占比超八成，273家公司亏损，

相较一季度430余家亏损公司数量大幅下降，

亏损面明显收窄。 盈利公司中，近五成净利润

实现同比增长，下滑家数及幅度相较一季度也

有所下降。

从细分数据来看， 沪市主板公司二季度

出现恢复性增长，业绩复苏迹象明显。二季度

沪市主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9万亿元，同

比增长约2%， 环比增长约16%； 净利润为

0.73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额为0.68万亿元，

环比均有所增长。 二季度盈利公司为1296

家，其中两成环比扭亏为盈，六成环比增长；

亏损公司为243家， 其中近四成环比亏损收

窄。 实体企业二季度业绩也明显好转，营收、

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环比较一季度分别增长

约29%、153%和167%。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色

从公司规模角度看，实体公司中，市值百

亿元以上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15万亿

元，净利润为0.38万亿元。

国有实体企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80

万亿元，净利润为0.24万亿元，民营实体企业

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从行业角度来看，通用及专业设备、橡胶

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等制造行业

和技术服务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16%、54%、

39%、10%和20%；食品饮料、电力热力等民生

保障行业净利润增速转正， 同比增长5%和

2%， 医药制造等防疫相关行业净利润降幅收

窄。总体来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表现出色。

前期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消费和交运行业

也在二季度出现复苏迹象， 但部分领域形势

依旧严峻。 此外，煤炭、有色、钢铁、化工等传

统支柱行业恢复进程较为缓慢， 石油及天然

气行业受疫情冲击和油价走低的双重影响，

出现大额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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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证券业协会换届

王常青当选理事长

□本报记者 周璐璐

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30日获悉， 北京证券

业协会日前召开第五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选举产生了协会新

一届领导班子。中信建投证券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常青当选为协会第五届理事长； 北京高

华证券公司总经理章星当选为协会第五届监事

长；理事会聘任郑绮为协会第五届秘书长。

为促进北京地区证券市场健康、稳定、有序

发展，王常青对协会工作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要

围绕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证券基金行业文化建

设动员大会上提出的打造“合规、诚信、专业、

稳健” 的行业文化要求，推进辖区行业文化建

设； 二是要围绕北京证监局关于行业规范运作

和提升创新能力的要求，加强专业委员会建设，

落实创新发展相关工作； 三是努力做好会员服

务，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四是强化自身建

设，提高协会规范化运作水平。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孟宥慈和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秘书长陈春艳在致辞中均对大

会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表示将与换

届后的北京证券业协会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联

系，共同推动全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表示，当前，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自律

组织在行业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中担负更大

责任，北京“四个中心” 战略功能定位以及建

设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决策部署提出了更高

工作要求，协会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北

京证监局高度重视， 着力推动加强协会建设、

增强协会功能， 突出党建指导的方向引领，全

面加强协会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

和业务建设，着力推动管理体制的科学设置和

规范运作。

“希望协会做行业自律管理的引领者，努力

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 进一步发挥监管传导的

作用，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维护北京地区证

券市场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将北京证券业协会

建设成为首都一流行业协会。 ” 贾文勤表示。

推进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科技监管

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风险分类管理办法

□本报记者 黄灵灵

8月30日，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风险分类

管理办法》。 深交所表示，将抓好《分类办法》

落地执行，推进分类监管、精准监管、科技监管，

着力促进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

作水平。

科技赋能分类监管

近年来，深交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前沿技术，开发建设风险监测智能平台，推进

监管经验与智能科技深度融合。 《分类办法》

在总结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风

险分类监管制度，是构建“人工+科技” 监管新

模式的积极探索。

风险监测智能平台汇集了财务数据、股

价走势、股权明细、股份质押、重大投资、违规

处分等多维度信息， 构建的风险分类评级模

型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全面体检” ，为分析

评估研判公司风险提供智能辅助。 通过分类

评级模块识别风险、 风险台账模块全程跟踪

风险、风险动态监测模块实时监控风险，风险

监测智能平台打造了多层次、立体化、全链条

的风险监测体系， 有助于风险早发现、 常跟

踪、快处置。

分类施策推动精准监管

《分类办法》按照“抓两头带中间” 的监

管思路，明确对不同类别公司实施差异化监管

安排，优化监管资源分配，提升监管工作的精

准性。

《分类办法》明确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对高风险

类及次高风险类上市公司重点配置监管资源，

对其信息披露、并购重组、再融资等事项予以重

点关注。 规定高风险类公司信息披露考评不得

为A、取消信息披露直通车资格、年度报告双重

审查等，引导上市公司聚焦主业、诚信经营、规

范运作。

《分类办法》进一步压紧压实中介机构责

任， 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 此外，《分类办

法》 聚焦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等 “关键少

数” ，增加相关人员合规培训频次，督促其明

规则、守底线、知敬畏，从源头推动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

资源共享强化监管协作

《分类办法》明确了有效使用分类监管信

息的工作机制。 一是完善与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的分类监管沟通协作机制，共享监管资源，推

进监管协作，合力化解上市公司风险，推动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二是向地方政府通报有关情况，

配合地方政府共同防范化解公司风险。 三是向

高风险类公司通报其评级情况， 强化分类评级

结果对上市公司的督促警示作用， 提升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深交所表示， 将认真贯彻落实刘鹤副总

理、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

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的致辞要求， 坚持

“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九字方针，按照“四

个敬畏、一个合力” 工作要求，围绕推动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核心目标， 持续完善基础制度，

着力提升监管效能，致力于打造形成体现高质

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共建良好的资本

市场生态体系。

上市券商半年报靓丽 中信证券营收净利居首

□本报记者 林倩 胡雨

上市券商2020年上半年业绩出齐。数据显

示，A股39家上市券商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2289.9亿元，同比增长20.93%；合计实现净

利润726.97亿元，同比增长26.42%。 中信证券

上半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双双居行业第一。

展望下半年行业发展趋势，多家券商认为，

证券行业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将

深刻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未来市场资源向头部

券商集中趋势会愈发明显。

业绩大增

2020年上半年A股市场交投活跃， 极大地

增厚了券商业绩。 Wind数据显示，上半年营业

收入超过50亿元的券商有13家， 其中8家券商

的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

中信证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7.44亿

元， 遥遥领先， 也是唯一一家上半年营收超

过200亿元的上市券商。 海通证券上半年的

营业收入为177.88亿元，位列行业第二。国泰

君安则以158.12亿元的营业收入额位列行业

第三。

从净利润情况看，券业龙头“强者恒强”

效应凸显。 Wind数据显示，上半年净利润排

名前十上市券商净利润总和为514.64亿元，

占39家上市券商净利润总和的70.79%。 上半

年净利润超过10亿元的上市券商共有16家，

其中5家上市券商上半年净利润均超50亿元。

中信证券是上半年最赚钱的券商， 净利润为

89.26亿元。

就增长情况而言，39家上市券商中有29家

上半年营收实现同比增长，31家上半年净利润

实现同比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均居行业前列的海通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

下滑0.78%，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58%。 在中小

券商中，红塔证券、天风证券、第一创业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100%。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不少上市券商

上半年业绩受到了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

截至8月30日，上市券商中已有西南证券、天风

证券、东方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第一创

业、国海证券、东北证券、中原证券等9家券商

在披露2020年中报的同时发布了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上半年上述券商计提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累计超过58亿元。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及融出资金是券商计提

减值金额较大的科目。

强者恒强

从新证券法落地到创业板注册制正式开

闸， 证券行业2020年以来深化改革持续提速，

这对券商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亦带来广阔的发

展空间。对于下半年行业发展趋势，多家券商在

中报中认为，强者愈强、适者生存的行业竞争格

局将进一步凸显。

海通证券认为， 国内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

度进一步加深， 必将促进国内券商进一步提升

服务和管理能力， 而证券行业改革创新和对外

开放的不断深化，也将深刻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未来政策利好将更偏向头部券商， 市场资源向

头部券商集中趋势会愈发明显。 随着行业对外

开放持续深化， 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头部券商

将会受到国际领先投行的挑战， 并促使行业专

业水准和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

中信建投表示，2020年下半年， 国内资本

市场将继续沿着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主线

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中枢作用，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 对此， 公司将严把股权融资项目质量

关， 履行好中介机构职责， 抓住注册制试点契

机， 提升与资本市场中枢作用相适应的专业能

力，同时积极做好创业板、新三板精选层以及红

筹回归等项目的开发和执行工作。

注入强劲新动能 迈向开放新高地———云南自贸试验区交出一周年答卷

28

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工业园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工人在流水线上装配摩托车。

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蹄疾步稳。 截至目前，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31.05

亿元，银行跨境人民币结算

90

亿元，每天新诞生约

160

户市场主体，约每

4

天引进

1

户外资企业落地。 新华社图文

注册制落地首周

创业板运行呈现三大特征

（上接A01版）8月24日至8月28日，深交

所共对60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自律监管

措施，涉及盘中拉抬打压、虚假申报等异常交易

情形；对连续多日涨幅异常的天山生物、西部牧

业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过去一周，天山生物股价翻倍，引起较大关

注。 对此，深交所于8月26日下发关注函，要求

进一步核实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

以及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等情形。 天山生物8月

28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暨

停牌核查公告。

秉持理性投资理念

业内人士指出， 我国股票市场个人投资者

账户占比较高，交易行为存在较明显“羊群效

应” ，在资金较为充裕、政策面向好等叠加作用

下， 不排除中小投资者蜂拥买入或卖出股价快

速变动股票的情况， 应秉持理性投资理念适应

创业板新生态。

“部分个股近期受资金追捧，出现大幅波动

是交易市场化的体现， 投资者应秉持理性投资

理念，切忌盲目追高，跟风炒作。 ”杨德龙表示。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建

议，投资者应关注企业基本面，防止盲目追涨杀

跌。 应明了企业公允价值，进行理性投资、价值

投资、长期投资。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 坚持以

长期业绩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将成为主流，引

导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理念。 ” 巨丰投顾投资顾

问总监郭一鸣说。

业内人士分析，从新股表现看，创业板改革

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上市股票日内波动幅度已逐

渐下降，盘中触及停牌情况明显减少。存量股票

近期交投活跃， 波动幅度与改革前相比也处于

较合理水平，未出现大面积上涨或下跌，单日涨

跌幅超过10%的股票占比较低， 交投活跃进一

步趋向常态化。

9月资金面供求有望平衡

货币市场利率将微降

（上接A01版）以往数据表明，下半年财政

支出多增的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和12月两个

月。 目前，财政支出有加快迹象，9月财政支出

力度可能比往年更大。

综合考虑，9月流动性供求有保有压，总体

形势可能略好于8月， 但资金供给高峰与需求

高峰在时点上存在错位， 需央行适时开展操

作，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8月中下旬这波操

作，恰恰表明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态度

没有变。

“去年以来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就是

季月流动性往往不紧， 表明央行在季度压力较

大的时点往往会更加关注资金面的变化。 ” 明

明预计，9月流动性风险不大，资金价格水平可

能较8月有所回落。

深市八成公司上半年实现盈利

二季度净利反弹 创业板公司抢眼

□本报记者 黄灵灵

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上市公司2020

年的中报业绩备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8月

底， 深市共有2277家公司披露了半年度报告

或半年度财务数据。深市上市公司上半年平均

营收同比下降1.53%， 平均净利润同比下降

2.82%，但近八成公司实现盈利。 此外，深市上

市公司二季度业绩强劲反弹， 平均净利润达

1.26亿元，较一季度大幅增长95.85%。

创业板公司净利润逆势增长

上半年，深市上市公司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27.11亿元，同比下降1.53%；利润方面，深市上

市公司实现平均净利润为1.89亿元，同比下降

2.82%。 创业板公司表现亮眼，整体净利润同

比增长13.97%，扣非后净利润增长17.5%。

具体而言，上半年，近八成深市上市公司

实现盈利， 超过四成公司的营业收入实现增

长，近五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其中，两成公

司净利润增长50%以上，净利润增长的公司大

部分扣非后净利润也实现了增长，主营业务对

业绩的带动作用明显。

随着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成效显现，深市上市公司二季度业绩强劲

反弹。深市上市公司二季度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为15.81亿元，较一季度增长35.56%；近96%的

公司收入环比上升。 其中，386家公司环比增

长50%以上，占比为17.1%。 另外，更有半数以

上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深市公司二季度实现平均净利润为1.26

亿元，较一季度大幅增长95.85%；近八成公司

净利润环比增长， 四成公司环比增长50%以

上。 有超半数公司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实现增

长，三成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50%。

147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增

从行业整体表现看， 深市公司分布的79

个证监会细分行业中，62个行业实现整体盈

利，占比近八成。

盈利规模方面，货币金融服务业，邮政业，

租赁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畜牧业，资

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平均净利润超过10亿元。

盈利增幅方面，农副食品加工业、畜牧业、

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等7个行业表现亮眼，净

利润增幅均超过100%。

上半年，深市制造业公司实现平均营业

收入25.06亿元，同比微降0.56%，平均净利

润为1.69亿元，同比增长3.67%。 具体来看，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产销量大幅上升，带动业

绩显著增长。

此外，截至8月底，深市共有202家公司披

露2020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147家公司预计盈

利，其中，96家公司预计业绩增长超过50%，主

要以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及设备制造业为主。在预盈利企

业中，好想你、达安基因、星网宇达等公司预计

增长超1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