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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公司三季报出炉：

边际改善信号明显

超八成实现盈利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截至10月31日， 除多地上市红筹企业中芯

国际、百济神州、华虹公司和诺诚健华外，沪市

2248家上市公司完成2023年三季度报告披露。

整体来看，前三季度，沪市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

体迈入边际修复轨道，多个行业、多项指标出现

积极变化。

上交所表示，进入四季度，经济回暖的积极

因素仍在不断集聚，持续复苏的支撑力量仍在持

续加强。 预计四季度主要行业将延续回升态势，

全年业绩企稳可期。

六成以上公司步入企稳回升轨道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沪市2248家上市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8.44万亿元， 同比增长1.6%；

实现净利润3.51万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3.35万亿

元，同比微降1.5%和0.5%，降幅较上半年收窄。

其中，1314家公司营收实现同比增长，306

家公司营收同比增速超30%；1837家公司实现

盈利， 占比82%，936家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家

净利润同比增速超30%，125家扭亏为盈； 亏损

公司411家，102家亏损金额减少，合计亏损额较

上年同期大幅收窄约53%，盈利面持续扩大。

分产业看，沪市实体类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3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实现净利润

1.69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1.55万亿元，降幅较

上半年显著收窄4.6个百分点和5.2个百分点，呈

现边际改善的良好势头。 分季度看，沪市实体类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

同比分别增长3%、8%、8%。 其中，809家单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长，140家同比减亏，156家同比扭

亏；672家净利润环比增长，152家环比减亏，116

家环比扭亏。 数据表明，六成以上公司已步入企

稳回升轨道。

科技型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强链补链

沪市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 沪市实体类公司合计研发支出约5813

亿元，同比增长8%。分行业看，公用事业、交通运

输、建筑业、采矿业、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技术

服务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研发支出同比增幅达

23%、13%、12%、9%、20%、15%、15%。

作为“硬科技” 企业的主阵地，科创板公司

前三季度研发支出合计达到959亿元，同比增长

2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中位数达到

13%，同比提升4个百分点。

持续耕耘结硕果。以科创板企业为代表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先导集群，已成为助力我国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例如，在先进制造领域，

半导体设备公司作为国内相关领域的 “领头

羊” ， 有力推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自主化进

程， 前三季度合计营业收入、 净利润同比增长

40%和41%。

与科创板相呼应，沪市主板亦有一批科技型

企业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活力。例如，以航海装备、航空装备为代

表的高端装备行业释放新动能，前三季度净利润

分别同比增长260%、30%。

真金白银提振投资者信心

近年来，沪市上市公司维护价值投资意识不

断强化，回购增持内在动力显著增强，以实际行

动提振投资者信心。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沪市

新增回购计划230余家， 拟回购金额上限达614

亿元。尤其三季度以来，沪市公司加快回购步伐，

150余家新发回购计划， 拟回购金额上限达434

亿元，数量、金额占全年的比例均超六成。

分板块看，上证180成份公司、科创50成份

公司回购力度更大，回购金额占对应板块比例分

别超六成、近五成，引领示范效应显著。 其中，中

远海控回购金额达150亿元，海尔智家、宝钢股

份斥资回购金额达30亿元。

增持方面，沪市新增增持计划百余家，拟增

持金额上限近240亿元。 其中，中国移动、中国电

建、 恒力石化等公司大股东纷纷实施大额增持，

传递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此外，沪市上市公

司积极响应分红新规，增加分红频次，15家公司

首次进行三季度现金分红，分红金额近40亿元，

积极与投资者分享业绩提升红利。

除真金白银回报投资者外，沪市上市公司更

加重视业绩说明会的桥梁作用，今年以来，以圆

桌论坛、现场互动、线上提问等多种形式架设与

投资者的“交流桥梁” ，全方位加深投资者对公

司经营积极进展的了解。 据悉，沪市主板公司三

季报业绩说明会覆盖率超七成，科创板公司继续

实现全覆盖。

创新型中小企业韧性足

前三季度北交所公司盈利面达九成

●本报记者 杨洁

截至2023年10月31日，北交所225家上市

公司均已完成三季报披露。 总体来看，得益于

一系列稳增长、提信心、促消费宏观政策支持，

北交所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灵

活、创新、高效” 的竞争优势，立足科技创新，加

快转型升级， 前三季度整体经营保持稳健，经

营业绩积极向好，企稳反弹趋势逐步显现。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 北交所

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03.51亿元，同

比增长2.59%。 其中，201家上市公司实现盈

利，盈利面达九成。

经营总体稳健向好

战新产业业绩靓丽

2023年前三季度， 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

现营业收入1203.51亿元，同比增长2.59%；实现

归母净利润88.62亿元，同比下降23.09%。北交所

上市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8.18亿元，

下降幅度较上半年已有收窄，四季度盈利情况预

计将进一步改善。 201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盈

利面达九成；六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其中

16家公司增幅超过50%，17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10亿元，76家公司连续三年营业收入实现增长；

五成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26家公司增

幅超过50%，12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过亿元，41家

公司连续三年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

北证50指数成份股稳中向好，继续发挥压

舱石作用。 2023年前三季度，46家北证50成份

公司实现盈利，曙光数创、同享科技等公司归

母净利润增幅超过100%，9家公司归母净利润

过亿元。

分行业来看，北交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态势良好，业绩表现亮眼。 其中，光伏产业公司

受益于行业景气度提升， 下游客户采购量增

加， 平均归母净利润达1.40亿元， 同比增长

59.73%。 受益于国内乘用车产销数量增长，北

交所汽车产业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增势较好，八

成汽车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平均实现归母净

利润3713万元，同比增长26.20%。

专精特新企业集聚

研发创新持续加码

北交所上市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借助

资本市场平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2023年前

三季度，北交所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共计51.89亿

元，同比增长8.02%。 其中，超七成公司研发费

用同比增长；平均研发强度4.31%，约为规上企

业平均水平的3倍，39家公司研发强度超10%。

多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在关键技术攻关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新突破，15家公司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科

技创新奖项。前三季度，曙光数创“高效全浸式

液体相变冷却技术研究”获得中国科技产业化

促进会颁发的“第三届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奖

一等奖” ；锦波生物“一种预防和控制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的生物制剂的制备方法”荣获第二

十四届中国专利优秀奖；凯德石英二十余项12

英寸和8英寸石英产品获得某知名半导体芯片

厂的认证审核。

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集聚效应明显。 目

前，北交所共有112家上市公司（含子公司）入

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录，占上

市公司总数的49.78%，较上年同期提升11个百

分点。 2023年第三季度，上述公司平均实现营

业收入5.81亿元， 平均实现归母净利润4392万

元，分别高于市场平均水平8.62%和11.50%。

融资重组助力提质增效

分红回购传递发展信心

北交所上市公司通过市场融资有效补充

资金需求，为企业经营发展和持续创新提供助

力。 2023年前三季度，63家新上市公司公开发

行融资118.27亿元；3家公司发布再融资方案，

拟募集资金超15亿元， 主要用于投资扩产、提

高技术，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及核心竞争

力。 目前，3家公司新增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

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转型升级；逾20家公司披露

购买资产公告，有效整合优质资源，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北交所上市公司已逐步形成常态化激励

机制，利用股权激励工具箱吸引、留住和激励

核心人才。 北交所开市以来，已有48家上市公

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累计激励股份2.18亿

股，覆盖逾3100名高管和核心员工。 2023年以

来，24家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较2022年同

期增长38.46%。合理的激励方案和业绩考核指

标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上述公司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合计同比增长23.11%，归母净利润合计

同比增长27.34%。

北交所上市公司积极通过现金分红、股份

回购等方式增强股东回报， 共享企业发展红

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2023年前三季度，八成

以上北交所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现金分红

总额超50亿元，分红覆盖面及分红金额均超过

往年。 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公司增持回购保

持高位， 超40家公司披露董监高增持公告，坚

定看好企业发展； 新增股份回购计划51份，较

上年同期增长112.50%， 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

逾9.24亿元，有效提振市场信心。

深市公司三季报出炉：

消费“主引擎” 表现亮眼

绿色“新引擎” 动能强劲

●本报记者 黄灵灵

截至10月31日， 深市2830家上市公司

均已披露三季报。 深市公司2023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15.06万亿元， 同比增

长4.19%；合计实现净利润8812.64亿元，同

比下降7.3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政策效应持续

显现，居民消费基础不断巩固，内需相关行

业持续回稳向好。 深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明显增长，第一季度至第

三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1.78% 、

133.68%、452.44%。

整体来看，深市公司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情况下，前三季度积极投资扩产，营业收

入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龙头公司表现稳健，

消费“主引擎” 表现亮眼，绿色“新引擎”动

能强劲。

龙头企业“压舱石”作用明显

前三季度，深市2216家公司实现盈利，

占比78.30%。 其中，48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幅度超过50%；269家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幅度超过100%。

龙头企业增速显著高于深市整体水平，

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截至10月31日收盘，

深市市值超千亿元的公司共33家， 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7%， 实现净利润合计3182.71亿元，同

比增长14.89%。 12家公司前三季度收入规

模超千亿元。

分板块看，主板公司“大盘蓝筹” 定位

突出，营收稳步增长，四成公司净利润同比

增长。 前三季度，深市主板1506家上市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26万亿元， 同比增长

3.18%。

创业板“优创新、高成长”特色鲜明，营

收增幅领先A股市场。 前三季度，1324家创

业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80万亿元，同

比增长8.86%。

三大重点领域动能强劲

前三季度，深市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三大领域上市公司平均实现营业收

入53.18亿元，同比增长8.17%。

绿色低碳领域公司业绩表现亮眼，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7.60%、7.27%。其中，电力设备行业87家公

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为

9298.90亿元、776.35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1.51%、32.51%；新能源汽车产业36家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26万亿

元、1037.2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32.86%、

9.80%。

深市新一代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先

进制造领域的上市公司发展迅速。 其中，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55万亿元，同比增长27.34%；合计实现净

利润1206.47亿元，同比增长53.89%。

数字经济领域上市公司前三季度430

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7万亿元，同比

增长1.94%。 其中，大数据产业公司合计实

现营业收入2828.02亿元，AI算力产业公司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831.00亿元。

坚定不移创新发展

深市公司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扎

实投入研发，致力创新赋能。

2023年前三季度， 深市公司研发费用

合计4538.06亿元， 同比增长9.35%。 比亚

迪、宁德时代、美的集团等10家公司前三季

度研发费用均在50亿元以上；64家公司研

发费用在10亿元以上。

高研发投入使得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如

科大讯飞发布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V3.0，

实现全面对标ChatGPT； 康泰生物重磅产

品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人二倍体细胞）获

批上市，进一步巩固公司多联多价疫苗领域

领先优势。

与此同时， 深市公司长期投资稳定增

长， 持续为未来发展蓄力。 2023年前三季

度， 深市公司长期投资合计达1.11万亿元，

同比增长3.40%。 其中，纺织服装、服饰业，

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行

业公司前三季度长期资产投入增幅居前，同

比增长分别达45.99%、45.04%、35.67%，景

气状况和企业预期回升。

整体经营向好 上市公司步入企稳回升轨道

10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同时发

布各自板块上市公司三季报整体运行

情况。 前三季度，沪市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整体迈入边际修复轨道， 多个行业、

多项指标出现积极变化；深市上市公司

前三季度积极投资扩产，营业收入整体

保持增长态势， 龙头公司表现稳健，消

费“主引擎” 表现亮眼，绿色“新引擎”

动能强劲；北交所上市公司充分发挥创

新型中小企业“灵活、创新、高效” 的竞

争优势，立足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前三季度整体经营保持稳健，经营业绩

积极向好，企稳反弹趋势逐步显现。

深交所集中路演“搭台”

对话数字经济“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 黄灵灵

10月31日，以“创新驱动破浪行” 为主题

的第三批深市上市公司集中路演活动在深圳、

北京、 上海线下同步召开，19家深市公司高管

及核心成员积极展示科技创新成果， 畅谈企业

发展战略，分析行业发展趋势。 德赛西威、中科

创达、太极股份等数字经济领域“新生力量” 集

中亮相，获得众多投资者“围观” 。

三季报业绩不俗

深市数字经济领域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

长，前三季度430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7

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如数字支付龙头新大陆， 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总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3%；实现净利

润8.18亿元，同比增长119.83%。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 新大陆董秘徐芳宁在

路演活动上表示，在商户运营及增值服务板块，

公司重点把握国内线下消费复苏的有利时机，

稳步提升交易规模，盈利能力保持较快增长。截

至三季度末， 公司实现累计支付服务交易规模

超1.93万亿元， 同比增长13.23%， 位居行业第

二。在智能终端集群板块，公司把握海外移动支

付快速发展机会， 进一步加强海外业务本地化

部署，业务规模持续增长。

德赛西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慧出行解决

方案。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4.7亿元，

同比增长43.12%；实现净利润9.6亿元，同比增

长38.7%。 对于未来发展预期，德赛西威证券事

务代表林洵沛在现场介绍， 智能驾驶业务已成

为公司新的增长曲线， 预计未来将带动公司快

速成长。

掘金大模型

本次集中路演活动上，“大模型”是参会企

业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也成为投资者关注的

焦点之一。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行业应用

的蓬勃兴起，其在越来越多垂直行业场景上，展

现出惊艳的性能表现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得到

了各行业高度关注，上市公司也争相布局。

华工科技董秘刘含树坦言， 随着以Chat-

GPT为代表的AI大模型问世以及相关应用的

快速发展，AI训练和推理服务器有望进一步推

升高速率光模块的需求，预计800G光模块出货

量将在明年快速增长。

“公司推出的800G高速率光模块等产品

受到国内外大客户广泛关注， 目前产品进展

顺利， 有望为公司联接业务提供新的利润增

长 点 。 未 来 公 司 将 在 现 有 数 据 中 心

100G/200G/400G/800G全系列光模块产品矩

阵下，不断拓宽产品线宽度，加速布局高速率光

模块产品，继续保持公司竞争力。 ”刘含树说。

中科创达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操作系统产

品和技术提供商。 “公司的操作系统产品和技

术已经全面赋能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硬

件和智能行业等多个智能应用和场景。 全球几

乎所有车企都是中科创达的客户，公司承接了

大量中国车企的出海业务。 ” 中科创达董秘王

焕欣说。

王焕欣介绍，2023年伊始,� 中科创达进入

了大模型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时代， 公司最新发

布中科创达魔方Rubik大模型系列和应用产品

路线图,�全面覆盖了边缘端、语言大模型、多模

态、机器人等大模型系列。公司的魔方大模型和

公司在边缘AI的专长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产业

优势,�将推动公司智能汽车和机器人两大业务

的长远发展。

谈优势话未来

目前，我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企业

创新发展，数字产业化体系逐渐完备，并向全球

产业链中高端跃进。对于未来产业竞争，深市数

据经济企业规划清晰、信心满满。

王焕欣透露，目前，中科创达子公司及研发

中心遍布全球15个国家或地区, � 员工总数约

13000人。 未来，公司将通过全球化业务拓展、

全球化投资等，进一步赋能全球智能产业，保持

“AI+操作系统” 的核心地位与战略卡位。专注

智能手机、 智能汽车和智能物联网三大业务板

块，以生态为核心拓展产业应用，以技术的不断

提升驱动业务增长，持续发掘在东南亚、欧洲、

美国等海外市场的增长点。

太极股份董秘王茜表示，经过多年布局，太

极股份已经形成了包含普华操作系统、 人大金

仓数据库、 金蝶天燕中间件在内的自主产品体

系， 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全产业链服务方案提

供商。

“面向未来， 太极股份将利用好信创和数

据要素市场的战略机遇，向产品经济、平台经济

转型，持续提升核心能力，打造数字经济龙头企

业。 ”王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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