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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山西汾酒2021年年报和今年一

季报同时出炉。财报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

收199.71亿元，同比增长42.75%；实现归母净

利53.14亿元，同比增长72.56%。 今年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收105.3亿元，同比增长43.62%；实

现归母净利37.10亿元，同比增长70.03%。

山西汾酒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紧紧

围绕年度工作计划，全面推进创新，统筹改革

发展，各项业务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拓展清香版图 优化产品结构

山西汾酒表示，2021年， 公司全方位加强

市场建设，拓展清香版图优化产品结构，落实

汾酒“抓青花、强腰部、稳玻汾” 的产品策略。

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推进产品高端化策略实

施，提高高价位段占位能力，推进圈层拓展及

市场推广，青花系列中高端产品占比进一步提

升。 聚焦打造自营大单品，营造杏花村酒市场

氛围，不断夯实市场基础。竹叶青围绕“健康国

酒” 定位，稳固构建起青享、荣耀、传统三大系

列产品结构，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收入实现

大幅增长。

深化汾酒“1357+10” 的市场布局，稳定

发展大基地市场， 以南方市场发展为契机，规

划江、浙、沪、皖、粤等市场的科学发展路径，推

动长三角、珠三角市场深度拓展、稳步突破。

2021年， 山西汾酒南方市场销售平均增

幅达60%以上。 不断夯实杏花村酒市场发展

基础，瞄准市场定位，拓展清香版图，市场营

运效率大幅提升。 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大力推

广“一带一路” 国际化系列产品，持续开拓亚

太市场，成功在新加坡、泰国曼谷、德国科隆

开设海外体验店， 在东欧市场实现历史性突

破。 深耕线下渠道，发力电商平台。 持续提升

终端基础建设质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推

动经销商结构优化与分级， 增强优质经销商

培育，渠道和终端掌控能力进一步加强。 全面

提升线上营销能力，稳步推进线上品牌运营，

公司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运营水平稳居行业

前列，在618、双11等大型活动中，京东汾酒官

方旗舰店在白酒品牌旗舰店中排名第一，天

猫汾酒官方旗舰店排名第三，实现量价齐升，

与实体渠道实现有效融合。 竹叶青酒传统盘

迅速扩大终端规模，创新盘覆盖全国300多个

城里社区。

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开展管理提升行动

山西汾酒表示， 公司持续构建可追溯系

统， 逐步完善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可追溯体

系，积极推动汾酒生态产业链闭环运行。 截至

目前，公司原粮种植面积达到110万亩，绿色高

粱基地认证产量突破23万吨。

坚持传统酿造工艺，强化现场管理，狠抓

生产效率，合理调配资源，能源供应紧密配合，

实现了生产系统高效运转，保障了优质原酒生

产储备。 加强大数据运用，通过与华为、华润数

字化转型战略合作，进一步提高公司内部数智

化应用水平。 建立清香型白酒酿造标准化试

点，牵头推进清香型白酒、露酒国家标准的制

订、修订工作，助推行业发展。 深化与产学研单

位的战略合作关系，依托江南大学、中国科学

研究院、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科研平

台，加快推进项目研发。

2021年末， 公司以优异成绩通过发改委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评审，科技创新实力再

上新台阶。

全渠道传播汾酒文化 提升品牌价值

聚焦 “世界十大烈酒产区·吕梁产区” 优

势，挖掘研究杏花村汾酒的产区文化，推动公

司品牌在国际酒类市场的知名度提升。

扎实做好汾酒品牌价值及工艺的传播，向

广大消费者充分阐述汾酒品牌理念与价值，助

力品牌价值提升。 深入研究汾酒文化，围绕汾

酒历史文化开展系列研究推广活动，践行文化

汾酒战略，巩固并弘扬汾酒与晋商文化、黄河

文化一脉相承的酒文化地位。 大力发展“文化

+” ，开展中华老字号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申报、杏花村汾酒老作坊考古勘探等工

作，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抓好汾酒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宣传落地。

2021年， 公司先后参加104届春季糖酒

会、105届秋季糖酒会、首届消博会、中部博览

会、 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众多大型展览活动，成

功举办 “青花汾酒40·中国龙” 上市发布会、

“2021年汾酒封藏大典” ，高频展示汾酒形象，

高站位、高密度加强品牌宣传，为汾酒文化复

兴注入新的活力。 积极开展与国际品牌的跨界

联名合作，与丹麦爱顿博格酒心巧克力联名推

出“中国汾酒酒心巧克力” ，与格鲁吉亚独格

拉则葡萄酒联名推出“中格联名酒” ，实现中

西方文化融合。 着力打造“竹叶青·健康行” 活

动品牌，组织全国消费者、经销商等广泛开展

健康活动，传递健康理念。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向帮扶县沁县提供1000万高粱种植产业基金，

助力定点帮扶县发展建设，彰显公司的责任担

当，汾酒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力得到进一

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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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汾酒“加速跑” 高质量拓展清香版图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央行增加千亿专项再贷款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中国人民银行5月4日消息，经国务院批准，人

民银行增加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

再贷款额度， 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

煤炭储备能力。业内人士表示，增加的1000亿元额

度将充分发挥再贷款结构工具的定向直达、 低成

本优势，支持煤炭企业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发展。

总额度增至3000亿元

2021年11月，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人民

银行创设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总规

模2000亿元， 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等7

个领域。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再贷款政策

出台以来，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推动科学有序实现

“双碳”目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取得良好成效。

此次增加1000亿元额度后， 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总额度达到3000亿元。 业内专

家认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煤炭先进产能，保

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对于上述专项再贷款支持的领域， 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具体支持领域包括：一是煤炭安

全生产和储备领域。包括现代化煤矿建设、绿色高

效技术应用、智能化矿山建设、煤矿安全改造、煤

炭洗选、煤炭储备能力建设等项目。二是煤电企业

电煤保供领域。

上述负责人表示， 金融机构应优先支持煤炭

安全生产和储备的项目贷款。 对于煤电企业电煤

保供领域， 金融机构发放的煤电企业购买煤炭的

流动资金贷款可按要求申请专项再贷款支持。

对于专项再贷款的实施方式，该负责人称，专

项再贷款采取“先贷后借” 的直达机制，按月发

放。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向支持范围内符

合标准的项目发放优惠贷款， 贷款利率与发放时

最近1次公布的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大

致持平，可根据企业信用状况下浮贷款利率。对于

符合条件的贷款， 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

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

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业内专家认为， 设立和增加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有利于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支

持绿色转型发展。

“煤炭专项再贷款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

有助于提高银行金融机构支持煤炭企业发展的积

极性。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

人民银行此次追加1000亿元再贷款额度， 主要是

综合考虑到全球疫情、地缘冲突等因素超出预期，

加剧全球能源供给不稳定性， 加大对煤炭部门的

支持力度可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近期，支持煤炭保供的政策频出。国家发改委

近日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全力做好大宗商品保供

稳价工作。 切实保障市场供应， 加快优质产能释

放，加强价格和储备政策协调联动，发挥储备调节

作用，强化储备和进出口调节。 为加强能源供应保

障，促进煤炭进口，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发

布公告明确，自2022年5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

坚守岗位过假期

5月3日，在江苏

省宿迁市泗洪经济

开发区奥诺包装有

限公司，工人操作机

器生产。

“五一”假期，不

少劳动者仍坚守在岗

位上。

新华社图文

上海加大抗疫助企

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王可 乔翔

5月4日，上海两部门出台政

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力支持相关行业和企业抗

击疫情、恢复发展、渡过难关。

据上海市发改委5月4日消

息，近日，《关于进一步发挥企业

债券功能作用更好服务抗疫助

企促发展工作的通知》 发布，将

进一步加大企业债券对疫情防

控、 复工复产以及重大战略、重

大项目等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

抗疫助企促发展工作。

上海市发改委将进一步加

大企业债券对国家和本市重大

战略实施的支持力度。 聚焦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科创中心、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等国家战略，以及五个新

城等重点区域，支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通过企业债券融资，推动旧

区改造、产业园区、保障房、新基

建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5月4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发布《临港新片区全

力抗击疫情助企纾困的若干政策

措施》， 包括防疫支出补贴支持、

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加快专项产业

政策执行、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行业恢复发展等12条具体举措。

临港新片区将提前启动对商

业、文化、体育、旅游等受疫情影响

严重行业，以及高能级航运服务产

业、保税区新业态创新发展专项资

金申报工作，加快报批审核、尽早

执行拨付。 加快对新片区重点企

业、生产型和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专

项资金审批立项， 对资金分期拨

付、符合进度条件的项目，可通过

书面服务审议、在线评审等方式，在

相关中评、验收程序完成前，提前拨

付不超过70%的立项扶持资金，对

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完成（验收）

的项目经申请可予以延期。

创业板公司2021年净利润增逾25%

●本报记者 黄灵灵

创业板2021年度成绩单“出炉” 。 1140家上

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7786.82亿元，同比增

长23.62%；合计实现净利润1923.56亿元，同比增

长25.08%。 数据显示，创业板龙头公司业绩表现

亮眼，“专精特新”企业增长势头强劲。

181家公司净利翻番

2021年，创业板1140家公司中，671家公司实

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58.86%，181家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长100%以上，较上年同期增加13家。

市值前100名的龙头公司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110.16亿元，平均实现净利润12.69亿元，远超创

业板公司平均水平，业绩表现亮眼。

创业板 “专精特新” 企业虽然业绩规模较

小，但增长势头强劲。 15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全年平均实现营业收入10.68亿元， 平均实

现净利润1.3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0.1%、28.7%。

155家公司中，147家实现盈利，93家净利润同比

增长，占比分别为94.84%、60%。

助力低碳经济发展

2021年， 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361.25

亿元，同比增长29.08%。 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平

均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7.29%， 超出板块平均水

平。 创业板研发强度超过10%、20%的公司数量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22家、10家。

286家公司披露为减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措

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

物产业等低碳产业公司净利润平均增幅达30%以

上，资本市场助力低碳经济发展作用凸显。

创业板公司现金分红总额持续增加。 2019

年、2020年、2021年， 创业板公司现金分红总额

分别达416亿元、517亿元、690亿元。 2021年153

家创业板公司现金分红比例超50%，348家公司

现金分红比例超30%。

去年净利增逾两成 沪市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截至4月30日， 除未来股份等4家主板公司

外，沪市主板和科创板2087家上市公司完成2021

年年报披露。

数据显示，沪市公司整体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7.91万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4.13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24%。

业内人士认为， 沪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保持

稳定增长，在稳经济、促就业、保民生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其中，科创板“硬科技”底色持续彰显，服

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逐步显现。

科创板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具体来看，2021年， 沪市主板公司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47.07万亿元，同比增长18%；实现归母

净利润4.04万亿元，同比增长23%。

2021年， 科创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8344.54亿元，同比增长36.86%；实现归母净利

润948.41亿元，同比增长75.89%。 近9成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41家公司营收翻番； 近7成公司归

母净利润增长，61家公司增幅在100%以上，最高

达18倍。

据统计，沪市公司在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收

入占比超过7成，利润占比超过8成。

业绩高成长背后， 是沪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

加大。 2021年，科创板公司全年研发投入金额合

计达到852.40亿元，同比增长29%，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3%。 沪市主板公司研发强

度连续3年保持正向增长， 全年研发投入金额合

计7006亿元，同比增长26%。

多管齐下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沪市上市公司在实现业绩增长的同时， 更加

重视用“真金白银”回馈投资者。 数据显示，2021

年度共有1543家沪市公司推出分红方案，占全部

盈利公司的84%， 现金分红总额超过1.5万亿元，

较2020年增长26%。 其中，1139家公司分红比例

超30%，占比74%，325家公司分红比例超50%，占

比约21%，162家公司派现10亿元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

重要形式，可以使投资者产生实际的现金收益，

增加投资者的资金流动性，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

再配置。 同时，现金分红需基于客观的盈利及充

足的现金流， 更能证明上市公司具有稳定的盈

利能力。

与此同时， 股票回购力度进一步加大，2021

年以来共有230余家次沪市公司完成或正在实施

回购，累计已完成回购金额合计约570亿元。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沪市公司绿色发展取

得积极进展。 860余家公司披露ESG报告、可持续

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ESG披露数量创历史

新高。 1200余家公司在年报报告中主动展示为减

少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此外，沪市业绩说

明会渐成常态，实现召开数量“全覆盖” ，投资者

关系管理迈上新台阶。

北交所公司去年盈利能力提升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近日，北交所发布2021年北交所公司经营业

绩情况概览（简称“报告” ）。89家公司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668.9亿元、净利润72.5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31.1%、23.8%。

整体来看，北交所公司经营保持稳健，创新

驱动作用增强，负债结构向好，规范性水平持续

提升，体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

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021年， 北交所公司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大宗商品涨价等挑战，生产经营提质增效，盈

利能力稳步提升。

从收入指标看，73家公司实现同比增长，占

比82%。 其中，收入增速超一倍的有2家。 从盈利

指标看，88家公司实现盈利，盈利在5000万元以

上的公司占比近半数；54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增

长，其中17家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30%。

负债结构明显优化

报告指出，去年以来，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

扩内需和稳出口同时面临挑战，输入性通胀压力

加大，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一定困难，各地区

各部门积极出台援企纾困政策，中小企业获得感

明显增强。

2021年， 北交所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助7.1

亿元，同比增长35.7%；受益于灵活精准的货币政

策，北交所公司整体长期有息负债占有息负债比

重达21.8%，同比上升5.8个百分点，企业负债结

构明显改善。

北交所公司在持续回报投资者，服务国家战

略等方面的潜能持续有效发挥。 超8成公司发布

2021年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拟分红金额达19.5亿

元，同比增长11.2%。 其中，34家公司现金分红率

超过40%。 37家公司采取节能降耗措施，推动实

现“双碳”目标。

证监会：

支持房企债券融资

推出科创板做市交易

（上接A01版）“在当前复杂

环境下，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更需

多部门沟通协作。 ”武汉科技大学

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

针对近期资本市场的波动，有关部

门多次强调“要及时回应市场关

切”“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等，稳定市场预期；引入长期投资

者等举措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业内人士认为， 会议提出，

“加强证券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协

同” ，“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等

目标，将不断推进资本市场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证监会召开

2022年系统工作会议明确， 深化

放管结合，加快推进监管转型。 适

应注册制等重大改革带来的深刻

变化，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公司监

管、机构监管、稽查处罚全方位职

能转变，科学把握“放”与“管”的

平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突出扶

优限劣鲜明导向，大力提升监管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改进监管服

务，提高资本市场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