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型走势明显 绿色转型发展

沪市主板九成上市公司2020

年实现盈利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上交所日前披露的经营业绩概览显示，沪市主板公司经营和业绩均恢复至2019年水平，盈利面基本修复。 沪市主板1608家上市公司2020年共实现营业收入38.19万亿元，净利润为3.07万亿元，其中九成公司实现盈利。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二季度企稳回升以来，沪市主板公司业绩V型走势明显，并在今年一季度延续向上走势，各项数据均优于疫情前水平，开局良好，全年业绩向好可期。

整体业绩逐季回升

沪市主板聚集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龙头型公司，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公司的经营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

上交所披露，2020年，沪市主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38 .19万亿元，同比增长1%，占全国GDP总额近四成；共实现净利润 3 .07万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为 2 .82万亿元 ，同比分别下降 5%和6%。 其中，五成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 ，六成公司实现收入正增长，八成公司实现主业盈利，九成公司实现盈利 。

其中，沪市主板10%的公司市值在500亿元以上，这些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5.78万亿元，净利润为2.69万亿元，贡献了沪市主板近七成营业收入、近九成净利润；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速为7%，净利润平均增速为6%。

分季度看，一季度至四季度，营收增速分别为-8%、2%、5%和6%；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3%、-21%、15%和19%，V型走势明显。 此外，沪市主板公司去年三月初已基本实现全面复产复工，二季度生产经营企稳回升，三、四季度业绩增幅明显，各季度盈利面逐步扩大，单季扭亏公司数量持续增长，全年业绩呈现持续向好走势。

分行业看，近七成行业收入、六成行业净利润保持增长，九成以上行业实现盈利，但不同行业恢复程度有所分化。 民生保障相关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全年业绩保持增长。 而年初以来，因疫情防控需要，居民出行及人员聚集减少，餐饮、住宿、旅游、影视，以及以客运为主的道路、铁路、航空运输业受到明显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受益于基建投资加码、出口需求增长、进口替代提速等因素，沪市主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制造行业迅速复苏并较快增长，2020年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1%和48%。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只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20年，沪市主板公司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与产业投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研发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约5400亿元，同比增长16%。 其中，近300家公司研发投入占比超5%，530余家公司研发投入总额超亿元，约850家公司研发投入保持增长，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等行业研发投入金额居前。 投资方面，内部购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支出合计2.30万亿元，同比增长4%。

外延式并购重组持续为产业赋能。 2020年，沪市主板公司共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78单，涉及交易金额近2300亿元，基于同行业、上下游的产业整合成为主流。 在重组标的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新兴行业占比超过三成。

2020年，沪市主板科技类公司进一步将智能制造与工业机器人、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解决方案相结合，提升生产质量与生产效率。 科技类公司人均创收增长4%至134万元。

在“碳中和”宏伟蓝图下，沪市主板公司积极打磨工艺、优化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转型之路。 钢铁、水泥、石化、有色等高碳排放行业上市公司积极改造装备、提升技术水平；电池、风电、光电、氢能、电网传输、智能电网、储能等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积极推动能源技术开发与应用，形成绿色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产业低碳化、绿色化发展。

多家上市公司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上市公司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加强技术研发，加快生产方式转型，成为绿色发展的主力军、排头兵。

退市新规效应初显

去年12月底，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退市新规。

2020年年报披露后，上交所依法合规执行退市新规，效应初显。 上交所披露，沪市5家公司触及财务类指标将被终止上市，39家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ST），36家公司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 触发退市新规中新设的“营业收入+扣非净利润”组合指标是披星戴帽的主要原因，有23家公司因此触及 *ST情形；因净资产为负、审计意见类型和破产重整原因触及 *ST的公司分别有9家、10家、5家，其中6家公司同时触及多项情形。

另外，23家公司因内控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触及ST情形，因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连续三年业绩亏损、最近三年扣非净利润为负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显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触及 ST的公司分别有 16家、7家、5家，其中同时触及两项及以上指标的公司有 14家。

去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通过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等方式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将缺乏持续经营能力、严重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的公司及时清出市场。 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

做好附加题

年报业绩说明会渐成标配

●本报记者 吴科任

A股市场2020年年报季落下帷幕。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后及时

召开了业绩说明会，直面广大投资者关心

的各类问题。其中，2020年年报期间，沪市

主板约1400家公司拟召开业绩说明会，占

沪市公司数量的75%， 同比增长近130%。

沪市300指数、“A+H” 公司以及央企基

本实现全面覆盖。 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基本亲临交流，投资者参与量累计超千

万人次。

业绩说明会通常属于上市公司的

“自选动作” 。 随着市场生态演进，“酒香

也怕巷子深”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尤其是

中小投资者交流互动的意愿大大增强。此

番变化，意义深远。

一场多方参与的业绩说明会， 有助

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筑牢高质量

发展基石。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的意见》也提出要建立董事会与投

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

长期以来，大股东占用资金、上市公

司违规担保、上市公司游离主业之外沦为

资本掮客推销的“产品” 等市场乱象饱受

投资者诟病，究其原因与上市公司治理失

位有关。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离不开包

括投资者在内的各方监督。通过召开业绩

说明会，有助于形成上市公司敬畏投资者

的氛围，坚守法律底线，把精力聚焦于主

业之上。

一场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有助于讲

好上市公司故事，传递上市公司价值。 在

注册制改革的当下，“新面孔” 越来越多，

上市公司有必要主动作为。通过召开业绩

说明会， 管理层可结合公司的战略定位，

就行业状况、发展战略、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分红情况、风险与困难等投资者关心

的内容进行说明，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

上市公司，消除信息不对称，稳定市场预

期，搭建起了投资者发现价值的桥梁。

一场透明、真诚的业绩说明会，有助

于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营造长期投

资、价值投资的氛围。 一份靓丽财报，自

然能吸引投资者的目光， 但上市公司更

希望得到一大批稳定的投资者长期支

持，而非“一锤子买卖” ，低谷时有人鞭

策，高光时有人警醒。 市场信任可以通过

一次次互动累积起来， 而业绩说明会便

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尤其当上市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在业绩说明会上与中小

投资者直接对话时， 会进一步增强投资

者的“主人翁” 意识。

投资者不仅能提供资金， 也能贡献

智慧。 通过业绩说明会这个抓手，可以力

促上市公司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资本

市场的良性发展， 建立在尊重投资者的

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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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走势明显 绿色转型发展

沪市主板九成上市公司2020年实现盈利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上交所日前披露的经营业绩概览显示， 沪市主

板公司经营和业绩均恢复至2019年水平， 盈利面基

本修复。 沪市主板1608家上市公司2020年共实现营

业收入38.19万亿元，净利润为3.07万亿元，其中九

成公司实现盈利。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二季度企稳回升以来，沪

市主板公司业绩V型走势明显，并在今年一季度延续

向上走势，各项数据均优于疫情前水平，开局良好，

全年业绩向好可期。

整体业绩逐季回升

沪市主板聚集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 龙头型公

司，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公司的经营表现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

上交所披露，2020年， 沪市主板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1%，占全国GDP总额近四成；共实现

净利润3.07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为2.82万亿元，同比分别下

降5%和6%。 其中，五成公司实现收入和利润双增长，六成公

司实现收入正增长，八成公司实现主业盈利，九成公司实现

盈利。

其中，沪市主板10%的公司市值在500亿元以上，这些公

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5.78万亿元，净利润为2.69万亿元，贡献

了沪市主板近七成营业收入、近九成净利润；近三年营业收入

复合增速为7%，净利润平均增速为6%。

分季度看，一季度至四季度，营收增速分别为-8%、2%、

5%和6%；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3%、-21%、15%和19%，

V型走势明显。此外，沪市主板公司去年三月初已基本实现全

面复产复工，二季度生产经营企稳回升，三、四季度业绩

增幅明显，各季度盈利面逐步扩大，单季扭亏公司数量持

续增长，全年业绩呈现持续向好走势。

分行业看，近七成行业收入、六成行业净利润保持增

长，九成以上行业实现盈利，但不同行业恢复程度有所分

化。民生保障相关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市场需求较为稳

定，全年业绩保持增长。而年初以来，因疫情防控需要，居

民出行及人员聚集减少，餐饮、住宿、旅游、影视，以及以

客运为主的道路、铁路、航空运输业受到明显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 受益于基建投资加码、 出口需求增

长、进口替代提速等因素，沪市主板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制造行业迅速复苏并较快增长，2020年净利润同比分别

增长51%和48%。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 只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才

能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20年，沪市主板公司持

续加大技术研发与产业投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研发方面， 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合计约5400亿元，

同比增长16%。 其中，近300家公司研发投入占比超5%，530

余家公司研发投入总额超亿元， 约850家公司研发投入保持

增长，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等行业研发投入金额居前。投资

方面，内部购建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支出合计2.30万亿元，同

比增长4%。

外延式并购重组持续为产业赋能。 2020年，沪市主板公

司共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78单， 涉及交易金额近2300亿

元，基于同行业、上下游的产业整合成为主流。在重组标的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

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新兴行业占比超过三成。

2020年，沪市主板科技类公司进一步将智能制造与工业

机器人、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解决方案相结合，提升生产质量

与生产效率。 科技类公司人均创收增长4%至134万元。

在“碳中和” 宏伟蓝图下，沪市主板公司积极打磨工艺、

优化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的转型之路。 钢铁、水泥、石化、有色

等高碳排放行业上市公司积极改造装备、 提升技术水平；电

池、风电、光电、氢能、电网传输、智能电网、储能等新能源行业

上市公司积极推动能源技术开发与应用， 形成绿色经济增长

新引擎，推动产业低碳化、绿色化发展。

多家上市公司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绿色发

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下，

上市公司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加强技术研发，加快生产方

式转型，成为绿色发展的主力军、排头兵。

退市新规效应初显

去年12月底，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退市新规。

2020年年报披露后， 上交所依法合规执行退市新规，效

应初显。 上交所披露，沪市5家公司触及财务类指标将被终止

上市，39家公司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即*ST），36家公司

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触发退市新规中新设的“营

业收入+扣非净利润” 组合指标是披星戴帽的主要原因，有23

家公司因此触及*ST情形；因净资产为负、审计意见类型和破

产重整原因触及*ST的公司分别有9家、10家、5家，其中6家公

司同时触及多项情形。

另外，23家公司因内控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触及

ST情形，因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连续三年业绩亏损、最近

三年扣非净利润为负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

告显示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而触及ST的公司分

别有16家、7家、5家，其中同时触及两项及以上指标的公司有

14家。

去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的意见》，提出要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加大退市监

管力度。 严厉打击通过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等方式

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将缺乏持续经营能力、严重违法违规扰乱

市场秩序的公司及时清出市场。 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

追究力度。

年报质量不佳

多家上市公司收监管函

●本报记者 董添

上市公司年报质量受到各方关注。

一些上市公司因为审计意见填报错误、

年报业绩“爆雷” 等原因，收到交易所

监管函。

存在诸多纰漏

有的上市公司将非标审计意见错

误填写成了标准审计意见。

大烨智能5月1日晚间公告， 收到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监管函， 指出

公司在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及相

关文件时存在多项错漏， 包括缺少董

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及

监事会、 独立董事相关意见等信息披

露文件，填报业务数据时将“带有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错报为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导致相关公

告直通披露； 年报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存在多处缺漏。

有的上市公司被审计机构出具否

定意见审计报告，但公司未申请股票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以龙韵股份为例， 公司披露年报

后，随即收到交易所监管工作函，指出

公司通过信息披露直通车提交2020年

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年审会计师中审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存在关联方

资金占用问题，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否

定意见审计报告，但公司未申请股票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应当严格按照

规定，尽快申请办理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事项。公司应当重视资金占用问

题，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并核实是否存

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等问题。

当晚，公司披露了股票实施风险警

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 实施风险警示

后，股票简称将变为ST龙韵。

触及终止上市条款

*ST和ST类公司成为监管重点。

以*ST信威为例， 公司披露年报

后，收到上交所的监管工作函。 根据公

司披露的2020年年报， 公司股票触及

终止上市条件。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年

报后的15个交易日内召开上市委员会

进行审议，并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

见，作出相应的终止上市决定。

上交所指出，*ST信威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维

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保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股票被摘牌前，公

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继续遵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并履行相关义

务，披露重要信息。公司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及时回应投资者关

切，积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尽快聘请

主办券商，做好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具体安排和信息

披露工作，确保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

2020年，*ST信威实现营业收入

20208.8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38356.62万元。 2017年

-2019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年和2019年

被审计机构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5月15日

起被暂停上市。

净利润同比增长59.13%�科研队伍超7.5万人

科创板“硬科技”成绩单亮眼

●本报记者 黄一灵

上交所数据显示， 截至4月30日，

268家科创板公司披露了2020年度主

要经营业绩信息，整体业绩延续高增长

态势，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同比大幅增

长，研发投入持续加大。

科创板公司均将召开年报业绩说

明会，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主要负

责人，通过网络直播、文字互动等方式

与投资者进行深度交流。

近七成公司净利润增长

数据显示，268家科创

板公司全年共计实现营业收

入4084.38亿元， 同比增长

15.51% ； 实现归母净利润

500.8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9.13%；实现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385.39亿元， 同比增长

42.70%。 近八成公司营业收

入实现增长，12家公司营收

翻番， 三成公司营业收入超

过10亿元；近七成公司归母

净利润实现增长，31家公司增

幅在100%以上。

从行业来看，2020年，科创

板六大行业均实现不同程度增

长。 其中，生物医药行业以营业

收入44%、归母净利润256%的

增速位列第一； 以集成电路和

数字“新基建” 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行业持续高增长，

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增幅分

别达到27%和68%； 新能源行业产能

扩张叠加需求旺盛， 营业收入和归母

净利润分别增长25%和80%；新材料、

节能环保、 高端装备总体延续稳定增

长， 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27% 、

13%、8%。

科创板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逐步

显现，多个面向科技前沿的“硬科技”

领域汇聚了一批涉及产业链各环节、

多应用场景的创新企业。 比如，澜起科

技、 沪硅产业等29家集成电路公司涵

盖了上游芯片设计、 中游晶圆代工及

下游封装测试全产业链， 同时兼备半

导体材料和设备等支撑环节。

特殊类型企业发展良好

科创板具备包容性。 截至目前，已

有20家特殊类型的企业成功上市，包

括18家未盈利企业、2家特殊股权结构

企业、3家红筹企业。

特殊类型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后发

展良好。 2020年，18家上市时未盈利的

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62.33亿元，同

比增长25.60%；归母净利润为-8.24亿

元，较上年大幅减亏36.17亿元。 其中，

中芯国际、仕佳光子、九号公司3家公

司扭亏为盈，实现证券简称“摘U” 。

从2021年一季报看， 科创板公司

今年一季度共计实现营业收入981.55

亿元，同比增长70.88%；实现归母净利

润119.91亿元， 同比增长216.40%；研

发投入合计为84.34亿元， 占营业收入

比例的平均值为18.90%。

研发投入加码

高研发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比拼科

技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2020年， 科创板公司合计投入研

发金额384.18亿元，同比增长22.61%。

剔除采用第五套指标上市的公司后，研

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12.0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同时， 科创板汇聚了一支超过7.5

万人的科研队伍， 平均每家公司超过

280人，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接

近三成。

截至目前，109家公司推出124份

股权激励计划， 约占科创板公司总数

的41%。 多数公司选择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作为激励方式， 激励对象涉及核

心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及其他骨干员

工超过2万余人，占公司全体员工数量

的比例平均为23%。 上交所表示，激励

范围广、力度强，有利于促进公司核心

人才队伍建设和稳定， 为科研人才潜

心研究注入“强心剂” 。

2020年， 科创板公司在科技创新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全年合计新

增知识产权16300项。 其中，发明专利

达到4500项。

2020年，中芯国际完成先进制程

1万5千片FinFET安装产能目标 ；君

实生物特瑞普利单抗作为首个国产

PD-1产品，新增鼻咽癌、尿路上皮癌

适 应 症 ； 中 国 通 号 完 成 自 主 化

CTCS-3级列控系统成套装备在京港

高铁（合安段）的工程应用；天合光

能推出210大尺寸硅片、电池及组件，

引领行业迈入光伏600W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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