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绩向好 上市公司齐晒经营数据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段芳媛

截至3月11日 21时，当日有近30家 A股公司发布相关公告，披露月度经营数据、回购、增持、重大合同、项目进展等事项。 业内人士认为，此类利好公告的发布，体现了上市公司对发展前景的信心。

业绩、订单数据接连披露

自3月7日贵州茅台披露月度经营主要数据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披露相关公告，提振投资者信心。

3月11日晚，又有一批A股细分领域龙头公司自报“家底”。 公告显示，1至2月云南铜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41.99亿元，同比增长13%，归母净利润为1.09亿元左右，同比增长489%；厦门钨业实现营业总收入58.92亿元，同比增长52.28%，归母净利润为1.81亿元，同比增长26.89%；华鲁恒升实现营业总收入53亿元，同比增长75%，归母净利润为16亿元，同比增长110%；雪天盐业实现营业总收入9.6亿元，同比增长80%，归母净利润为0.9亿元，同比增长125%。

部分公司披露签订重大业务合同或业务进展情况。

3月11日晚，中国中车公告称，公司1-2月期间签订了若干项合同，合计金额约159.3亿元；骆驼股份公告称，1至2月，公司在手电池订单超1000万只；新华保险公告称，公司1-2月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463.84亿元，同比增长5.2%。

当 晚 ， 近 20 家 公 司 披 露 了 增 持 或 回 购 相 关 公 告 。 用 友 网 络 拟 斥 资 6 亿 元 到 10 亿 元 回 购 公 司 股 份 ， 回 购 价 格 不 超 过 32 . 4 元 / 股 ； 恺 英 网 络 部 分 董 事 、 高 管 拟 增 持 公 司 股 份 ， 增 持 总 金 额 不 低 于 3000 万 元 ； 中 水 渔 业 实 际 控 制 人 之 一 华 农 资 产 计 划 自 3 月 11 日 起 6 个 月 内 ， 择 机 增 持 公 司 A 股 股 份 ， 拟 累 计 增 持 数 量 不 低 于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 % ， 不 超 过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2 % 等 。

增持回购动作迅速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部分A股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后，或大股东提交增持计划后，便马上付诸行动。

以恒力石化为例，公司董事会于3月9日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15亿元。 3月11日，公司便实施了首次回购，回购金额为1.72亿元。

海尔智家3月8日晚公告，公司实控人海尔集团一致行动人海创智拟在未来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A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5亿元。 3月8日至11日，海创智增持公司1170万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2%，增持均价为22.40元/股，增持金额为2.62亿元。

另外，欧普照明3月11日实施股份回购，共购得7.99万股股份，耗资144.08万元。 3月9日至11日，正泰电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51万股，耗资6900万元。 公司3月8日晚公告称，拟在3月9日到11日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介于5000万元到1亿元之间。 三六零于3月9日至11日回购了公司股份976.44万股，耗资1.03亿元。

中国联通2021年净利润增至63.1亿元

将锚定数字经济主航道

●本报记者 杨洁

中国联通3月11日晚发布2021年年

报。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79亿

元，同比增长7.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达63.1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较

2020年提高3.4个百分点。

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表示，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 运营商迎来战略新机

遇。 中国联通总裁陈忠岳表示，未来公

司将锚定数字经济主航道，由“提速降

费”向“提速提质”转型。

加大科研投入

刘烈宏在业绩说明会上介绍，2021

年中国联通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61.7%， 科技创新人员

占比达到22%， 授权专利数达到1128

件，同比大幅增长120%；公司主导高精

度时频同步芯片打破国外对相关技术的

垄断，为5G网络提供可靠、低误差的时

间基准精度。

2021年， 中国联通的移动业务收

入达到1641亿元， 同比提升4.8%。 中

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全年净增1130万

户，大幅优于2020年的净减1266万户。

用户价值持续优化，移动用户ARPU达

到43.9元，同比提升4.3%。 2021年，中

国联通移动用户的手机上网总流量增

长32.2%，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达

到约12.7GB。 截至2021年年底， 中国

联通5G套餐用户达到1.55亿户，5G套

餐用户渗透率超越行业平均水平，达

到48.9%。

2021年，中国联通固网宽带接入业

务收入达到448亿元，同比增长5.2%，固

网宽带用户全年净增895万户， 总数达

到9505万户，全年净增用户规模创公司

历史新高； 宽带接入ARPU基本维持平

稳，达到41.3元，融合业务在固网宽带用

户中的渗透率达到71.5%， 同比提升7.4

个百分点。

持续发力创新领域，推进5G行业应

用。 2021年，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28.2%，达到548亿元。 其

中， 联通云收入为163亿元， 同比增长

46.3%。 受创新业务良好增长拉动，公司

2021年固网服务收入达到1296亿元，同

比增长10.9%。

资本开支将保持平稳

年报显示，2021年中国联通资本开

支为690亿元， 低于全年700亿元的指

引，投资效能进一步改善。 2021年，中

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紧密合作， 新开通

5G基站31万座， 双方累计开通5G基站

69万座，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共建

共享网络， 累计为双方节省投资超过

2100亿元。

中国联通高级副总裁买彦州介

绍，2022年公司将适度提升资本开支，

保持资本开支增长与收入增长相匹配。

公司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5G网络

规模建设，未来几年整体资本开支保持

平稳。

买彦州表示， 公司将以建设新型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为牵引，

适度超前打造创新产品核心竞争力，

适度增加“东数西算” 网络投资。同时，

坚持共建共享，提高资本开支的投资效

能，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率。刘烈宏强调，

中国联通坚定挺进数字经济主航道，全

面升级公司面向数字经济的新战略、新

定位。

北交所上市公司首份年报出炉

盖世食品2021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1%

●本报记者 吴科任

3月11日晚， 盖世食品发布2021年

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4

亿元， 同比增长57%； 归母净利润为

4284.42万元，同比增长61%；扣非净利

润为4055.55万元，同比增长63%。 这是

北交所公司首份年报。

餐饮市场回暖

盖世食品主营业务为海洋食品和食

用菌食品等即食开胃凉菜的研发、 生产

和销售，包括藻类、菌类、山野菜、鱼籽及

海珍味等系列产品。

对于2021年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盖世食品表示，餐饮市场回暖，预制凉

菜需求逐步提升。 公司积极开拓新客

户，开发新产品，并深挖产能扩大业务

规模。

2021年，公司调味类产品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82.29%，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为91%； 其他类别产品收入不同程度减

少。 主要原因系公司未来的战略方向是

主打预制凉菜。

2021年， 盖世食品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18.32%至2789万

元。 主要原因系产销规模扩大，期末存货

及应收账款同比增加， 导致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同比减少，流出同比增加。

整体业绩良好

目前，北交所合计有88家公司。 除

盖世食品外，另有85家北交所公司披露

了2021年业绩快报，1家公司披露了业

绩预告。

根据业绩快报，85家北交所公司

2021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658亿元

（未经审计），同比增长32%；合计实现

归母净利润71.5亿元， 同比增长24%。

其中仅一家公司亏损， 整体呈现向好

态势。

从收入规模看， 在上述85家公司

中，仅贝特瑞一家超过100亿元，达到

105.96亿元； 收入介于50亿元到100

亿元之间的公司只有颖泰生物一家，

达到73.67亿元； 收入介于10亿元到

50亿元之间的公司有8家。 其中，同力

股份、长虹能源、翰博高新三家公司

居前，分别为41.77亿元、30.69亿元和

29.11亿元。

从收入增速看， 在上述85家公司

中，71家公司2021年实现增长， 占比

83%。其中，佳先股份和贝特瑞收入增幅

分别为232.36%、138.02%。

从盈利规模看， 在上述85家公司

中，67家公司2021年归母净利润超过

3000万元，占比为79%。 其中，超过10亿

元的公司仅贝特瑞一家， 为14.22亿元；

颖泰生物、 同力股份、 连城数控分别为

4.79亿元、3.70亿元和3.51亿元。

从盈利增速看， 在上述85家公司

中，53家北交所公司2021年实现增长，

占比为62%。其中，贝特瑞、吉林碳谷、佳

先股份、 晶赛科技四家公司的增幅均超

过 100% ， 分 别 为 187.46% 、126% 、

125.26%及109.3%。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杨洁

加大乡村产业人才培养力度、优化融资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直播……今年两会期间，乡村振兴的话题备受代表委员关注，纷纷建

言献策。

加强人才培育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目前，农村及农业企业人才短板问题突出，既

懂技术又善经营的人才短缺，尤其是能适应新需求、懂金融、会电商的

人才更为稀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德州扒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崔贵海建议，加

大乡村产业人才培养力度，由国家层面牵头组织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

尤其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培育。“比如，优化涉农院校学科专业结

构和课程设置，培养懂技术、会经营的实用性人才。 鼓励地方出台城市

人才下乡服务乡村振兴的激励政策。强化人才培养，引导农业企业依托

信息、科技、品牌、资金等优势，带动农民创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

崔贵海表示。

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议， 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

设，注重培养农村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加大养老服

务、托育服务等紧缺领域学科建设，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建设乡村人

才实践基地，实施就业帮扶；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覆盖农

村教育资源的数字平台，提升农村青少年的归属感。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昕表示，应加强农

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经理人、农民合作社

经理人和家庭农场主，鼓励引导企业员工、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科

技人员在农村创新创业。

全国人大代表、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认为，应加快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完善培育机制，加快构建“专门机构+多方资源+

市场主体” 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不

断注入动力。

加大金融支持

农业企业融资难是热点话题之一。 相对而言，农业企业规模较小，

利润率较低，资金使用周期较长，融资成本较高。

“应进一步优化融资程序，适当降低融资门槛，支持有实力有特色

的农业企业上市融资。 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并优化

农业保险政策，不断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支持具备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险种。 ”崔贵海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天府银行行长黄毅建议，中小银行积极把握机

遇，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围绕便民缴费、社保发放、医

保支付、农业补助、粮食收储等环节，提供发卡和支付结算服务，满足农

村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 同时， 以政府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为突破

口，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助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

境改善。 ”黄毅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告诉记者，银行业将围

绕促进大豆和油料增产、“菜篮子” 产品供给，持续加大信贷服务供给；

加大对产粮大县的信贷投入，抓住种子和耕地两大核心。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

介绍，目前从事涉农金融业务的银行类型虽然多，但专属性、系统性、协

同性并不强。“为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

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切实增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建

议加强顶层设计，设立中国乡村振兴银行。 ” 孔发龙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表示，将金融

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 ，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从金融机构

和服务对象两个方面精准施策，逐步建立分层分类、功能互补的支持乡

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 。

加快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

产业促进乡村发展” ，特别是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

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

全国人大代表、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宫明杰建议，加快落

实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用地政策，加大扶持和服

务指导力度，打造一批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并积极开展

“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 的经营模式，与农户建立新型利

益联结机制，带动农业升级、农民稳定增收。

“过去一年，我们镇上扩大了金蕾中草药基地规模，将金银花种

植面积提升至全国第六名。 但农民不懂营销，也缺少对接市场的高效

通路。”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新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洪亮为此建议，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直播等新业态的培育和支持力

度，拓展“网货下乡、农品进城” 双向通路，完善“新农人” 的培训体

系，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免费培训、送课下乡等行动，带动农民共同

富裕。

产业兴旺，乡亲们的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

孙斌鸿源农业开发集团总经理孙斌建议，坚持“一村一业”“一村一

品” 的发展规划，科学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发展，培育农村土特产

产品，形成竞争力强的优势农特产品产业带，促进农民增收，振兴农

村经济。

增持回购动作迅速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部分A

股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后， 或大股东提

交增持计划后，便马上付诸行动。

以恒力石化为例， 公司董事会于

3月9日审议通过回购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15亿元。 3月

11日，公司便实施了首次回购，回购

金额为1.72亿元。

海尔智家3月8日晚公告， 公司实

控人海尔集团一致行动人海创智拟在

未来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A股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

3.5亿元。3月8日至11日，海创智增持公

司1170万股A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12%，增持均价为22.40元/

股，增持金额为2.62亿元。

另外， 欧普照明3月11日实施股

份回购， 共购得7.99万股股份， 耗资

144.08万元。 3月9日至11日，正泰电

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51万股，耗资6900万元。公司3月8日

晚公告称，拟在3月9日到11日回购公

司股份， 回购金额介于5000万元到1

亿元之间。 三六零于3月9日至11日回

购了公司股份976.44万股， 耗资1.03

亿元。

业绩向好 上市公司齐晒经营数据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段芳媛

截至3月11日21

时，当日有近30家A

股公司发布相关公

告， 披露月度经营

数据、回购、增持、

重大合同、 项目进

展等事项。 业内人

士认为， 此类利好

公告的发布， 体现

了上市公司对发展

前景的信心。

业绩、订单数据接连披露

自3月7日贵州茅台披露月度经

营主要数据以来， 越来越多的公司披

露相关公告，提振投资者信心。

3月11日晚，又有一批A股细分领

域龙头公司自报“家底” 。公告显示，1

至 2月云南铜业实现营业总收入

141.99亿元，同比增长13%，归母净利

润为1.09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489%；

厦门钨业实现营业总收入58.92亿元，

同比增长52.28%， 归母净利润为1.81

亿元，同比增长26.89%；华鲁恒升实现

营业总收入53亿元，同比增长75%，归

母净利润为16亿元， 同比增长110%；

雪天盐业实现营业总收入9.6亿元，同

比增长80%， 归母净利润为0.9亿元，

同比增长125%。

部分公司披露签订重大业务合同

或业务进展情况。

3月11日晚，中国中车公告称，公

司1-2月期间签订了若干项合同，合

计金额约159.3亿元； 骆驼股份公告

称，1至2月， 公司在手电池订单超

1000万只；新华保险公告称，公司1-2

月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463.84亿

元，同比增长5.2%。

当晚， 近20家公司披露了增持

或回购相关公告。 用友网络拟斥资6

亿元到1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

价格不超过32.4元/股； 恺英网络部

分董事、高管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

总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 中水渔业

实际控制人之一华农资产计划自3

月11日起6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A

股股份， 拟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1%，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等。

已披露业绩快报的85家北交所公司2021年合计

实现营业收入658亿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32%；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71.5亿元，同比增长24%。

658亿元

公司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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