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眺望海平面上的桅杆

———从上市公司财报看中国经济新势新质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立于高山之巅眺望，海平面上影影绰绰的桅杆隐现，继之而来的才是渐行渐近的艨艟巨舰。

作为最活跃的经济细胞，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源”和“顶梁柱” 。 每年5月前，上市公司都要披露年报和一季报，因其透明完备，一直被视作观察中国经济走势的绝佳窗口。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上市公司财报，奔赴广东、浙江、福建等地调研企业发现，上市公司复苏不均衡，感受有温差，但也有一些新变化新苗头新趋势，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新势新质。

新变化：高端制造有望接棒成为“龙头”

南海之滨，马峦山北。

4000亩的比亚迪工业园气势恢宏，一辆汽车从零部件组装到整车下线都在这里完成，平均每60秒就有一辆新车下线，源源不断驶向世界各地。 工业园内，比亚迪全球总部———一座占地6.5万平方米、容纳9000人办公的六角大楼傲然矗立，时刻牵动着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目光。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加速，再加

速！ ”比亚迪董秘李黔说。

今年3月，比亚迪在济南下线第700万辆新能源汽车，从第600万辆冲刺至此仅用了4个月时间。 此前的道路则要漫长得多，从第1辆新能源汽车到第100万辆，比亚迪用时13年，从100万辆到300万辆用时一年半，从300万辆到500万辆用时9个月……

驭风奔跑，比亚迪交出傲人的财报：2023年，营收6023.15亿元，同比增长42.0%；利润300.41亿元，同比增长80.7%。 在高基数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比亚迪实现利润45.69亿元，增长10.6%。

比亚迪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缩影。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这意味着，历经70多年风雨，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实现历史性突破，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站上了风口。

宏观经济数据印证制造业的强劲。 在2023年平稳复苏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6.7%，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初步测算，工业增长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将近2个点的GDP增长。

“取代地产行业的龙头地位还需要时间，但趋势已经确立。 ”经济学者盘和林说，种种数据表明，中国制造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中国经济支柱也正在切换，从过去的建筑房产转向工业制造，尤其是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

新苗头：消费“主引擎”增添新推力

消费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也是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 疫情三年，场景缺失与信心受损，奔跑中的消费被迫减速。 随着经济复苏加快，新的消费需求和形态冒头，“主引擎”增添了新的推力：

———服务消费跑出新速度。 当前，消费正在从实物型向服务性消费转型，以舒适型、发展型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到12114元，同比增长14.4%。

从淄博烧烤到“尔滨”冰雪，再到天水麻辣烫，一批低调有内涵的城市成为新晋“网红” ；演唱会一票难求，音乐节遍地开花，电影票房频破影史纪录；旅游景点游人如织，“人从众”重新占据每一处角落……

消费热情“照进”上市公司“账簿” ，化作一连串靓丽数字。 2023年，锦江酒店营收增长29.5%，利润增长691.1%；黄山旅游营收增长141.2%，利润增长424.3%；中青旅营收增长50.2%，利润增长158.2%……

———消费升级带来新气象。 现在的消费市场上，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性价比和高价值成为竞争的主题词。 而追求品质化、个性化带来的消费升级尤其令人鼓舞。

始祖鸟有多火？ 一件“龙年限定款”冲锋衣被炒到1.6万元，开门即售罄，一衣难求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很多人不知道，从2019年斥资371亿元收购始祖鸟母公司亚玛芬体育，到始祖鸟品牌彻底出圈，安踏经营了四年之久。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说，正是得益于始祖鸟等高端品牌加持，安踏一跃成为全球市场上可以与耐克掰手腕的对手。 财报显示，2023年，安踏实现营收626.6亿元，增长16.4%；净利润102.4亿元，增长34.9%。 安踏已连续两年超过耐克中国，蝉联中国运动鞋服行业第一。

———乡村消费打开新空间。 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低调的大多数” ，农村、县域有着更大消费潜力。 今年一季度，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2%，增速超过城镇，展现出更强活力。

中国未来的消费潜力在哪里？ 从星巴克最新财报可窥一斑：中国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星巴克已覆盖857个。 星巴克全球首席执行官纳思瀚在财报电话会上介绍：“我们在中国县级市场的新店表现强劲，公司正加快市场下沉的步伐，将把门店开到中国更多新的县城。 ”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智利车厘子、泰国榴莲、越南菠萝蜜等进口水果销量增幅最快的地方，恰恰是在三四线城市。 内衣清洗机、嵌入式微蒸烤一体机、智能花洒、智能晾衣机等升级型家电产品正涌入县域市场，在2024年年货节期间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0倍。

新趋势：“科里科气”渐成新气质

设立资本市场的初衷之一，即是汇聚各路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从年报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的助力下，顶着压力加大科研力度，奋力轰击创新的大门，摘下更多“皇冠上的明珠” 。

集成电路方面。 2023年，受消费电子需求不足等因素拖累，152家可比半导体公司合计营收、利润均下降，但研发开支合计666.7亿元，同比增长14.1%。 海光信息、龙芯中科等芯片设计企业在国产算力芯片赛道稳扎稳打，华大九天、概伦电子等半导体EDA企业不断突围，沪硅产业、江丰电子等半导体材料龙头加速推进工艺节

点。

创新药方面。 研发一款新药究竟有多难？ 业界流传着“三十定律” ：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 创新药行业2021年进入调整周期，一些企业现金流紧张。 然而，这并没有让上市公司望而却步。 最近10年，恒瑞医药累计投资400亿元，研发出16款创新药，另有9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近300项临床试验

在国内外开展。

数字经济方面。 空天信息产业是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未来产业。 作为我国数字地球产业第一股，中科星图锻造自主可控新赛道的“星空之眼” ，成为崛起的新力量。 2023年，中科星图营收增长59%，利润增长41%。

……

一份份财报读罢，不由得让人慨叹：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创新之天下！ 在资本加持、创新驱动之下，上市公司“科里科气”气息渐浓，中国经济愈发呈现出新的质地。

———向新。 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7%，2023年这一比重约为13%，2025年有望超过17%。 目前，A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中，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占到一半以上。

———向智。 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国，每年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 2023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首次突破50%，达到52.45%。 汇川技术、埃斯顿、绿的谐波等一批企业迅速成长。

———向绿。 我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累计培育绿色工厂5095家、绿色工业园区37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605家，培育绿色制造专业化服务机构500余家。 截至发稿时，A股已有近2000家上市公司发布2023年度ESG相关报告，成为绿色发展的先锋。

上市公司的有些变化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些是上升和下降螺旋并存，有些是痛并快乐着。 但趋势渐显，方向已明，再多的阵痛、煎熬，也阻拦不住中国经济转型奋进的脚步。 因为桅杆初露，是巨舰即将驶来的信号，是来日将蔚成大观的曦光，是现实的希望。 （记者 彭勇、费扬生、张勤峰、任明杰、杨洁、董添）

可 信 赖 的 投 资 顾 问

2024年4月30日 星期二

A�叠 /�新闻 24�版

B�叠 /�信息披露 1252�版

本期1276版 总第8945期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更多即时资讯请登录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证金牛座 App

中国证券报微信号 中国证券报微博中国证券报App 中国证券报抖音号中证金牛座App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207� � � � � �邮发代号:1-175� � � �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武汉 成都 沈阳 西安 福州 深圳 济南 杭州 无锡 同时印刷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号 邮编:100031� � � � � � �电子邮件：zzb@zzb.com.cn� � � � � � � � � � �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 � �传真:63070321� �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责任编辑：孙 涛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韩景丰 美 编：韩景丰

习近平将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9日宣布：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武契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

总理欧尔班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5日至10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高频数据释放暖意

外贸回升向好态势巩固

●本报记者 王舒嫄

高频数据显示，4月以来， 我国外贸继续恢

复，回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 专家表示，当前国际

经济形势有所转暖， 外需拉动我国出口回升，加

之稳外贸综合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我国出口产品

竞争力增强，货物贸易继续提质增效，二季度我

国进出口有望持续向好，上半年基本维持在增长

通道。

贸易活动回暖

从高频数据看，进入4月，外贸进出口呈现积

极的恢复态势。

上海航运交易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4月26日， 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上海出口集装

箱综合运价指数为1940.63点，较上期上涨171.09

点，涨幅9.7%。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数据

显示，2024年第16周（4月15日-19日），天津航

运指数（TSI）收于1107.60点，相比4月12日（第

15周最后一个发布日）上涨2.36%。中国出口集装

箱运价综合指数 （CCFI） 也表现不俗， 报出

1193.64点，较上期上涨0.6%，进一步印证了集装

箱航运市场的稳健走势。

业内专家认为， 数据的上涨反映了全球贸易

活动的回暖，以及航运需求的增加。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2024年全球商品贸易增

速有望企稳回升，叠加稳外贸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将继续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 在对美欧出口份额

企稳，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等新动能持续

增强的共同推动下，2024年我国出口份额有望总

体保持稳定。

外贸大省持续发力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 增速创6

个季度以来新高。 4月，各省也陆续发布了一季度

外贸“成绩单” ，其中传统外贸大省持续发力勇挑

大梁，继续充当全国外贸的“压舱石” 。

今年一季度，广东外贸进出口2.04万亿元，增

长12%，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山东全省进

出口总值7700.6亿元， 同比增长5.5%， 高于全国

5%的总体增速；江苏实现进出口总值1.3万亿元，

同比增长9.1%，创出江苏一季度外贸规模历史新

高，且增幅较全国高4.1个百分点；浙江外贸开局

良好， 全省进出口总值为1.21万亿元， 同比增长

7.8%……

“外部需求改善、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

稳外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企业信心提振给外贸

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 ” 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

主任张柯看来，尽管当前外贸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但广东进出口持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助力企业出海抢订单

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 ，离不开各地政府

部门和外贸企业的主动作为。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每10家有进出

口记录的外贸企业，差不多有9家是民营企业。一

季度，民营企业的出口、进口增速分别快于整体

4.8个、7.8个百分点， 进出口规模占我国进出口

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4.3%，稳外贸主体地位持续

巩固。

为助力民营企业拓市场、抢订单，广东省商务

厅外贸处副处长刘春媚表示， 在第135届广交会

期间，广东策划了上百场贸易对接活动，平均每天

有超过30场。 今年以来，针对订单不足等问题，广

东还密集出台了稳大盘促增长8条、 新型储能产

品6条、中间品贸易9条、阿联酋拓市场8条、内外

贸一体化14条、跨境电商12条等一系列稳外贸政

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不少省市还“出钱” 鼓励企业出海抢订单。

“我们适时推出了2024年全年的重点展会目录，

用展位费补贴来激励企业更加积极‘走出去’参

展拓市、拜访客户。 ” 浙江台州市商务局外贸处处

长甘笑丹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3日，台

州共有620家企业出境参加展会145场次，累计意

向成交额达3.5亿美元。

“总的来看，民营企业在外贸领域势头正好、

前景可期。” 吕大良说，“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 主要

是围绕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

等方面送政策、解难题，不断激发包括民营企业在

内的外贸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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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新：加快培育央企新质生产力

支持国资央企打造现代产业链龙头企业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船到中流浪更急，深水行舟不松篙。当下，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步入攻坚之年。作为国

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国新如何助推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持续提升内在价值？又是如何助力打

造现代产业链龙头企业？

中国国新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国新将进一步助力央企上

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不断提升旗下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

平，加快培育央企新质生产力；同时，将切实发

挥国有资本运营功能，支持国资央企打造现代

产业链龙头企业，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

器、强国基石。

助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提升内在价值

创新推出中证国新央企小盘指数，丰富中

证国新“1+N” 系列央企指数产品……中国国

新在助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持续提升内在价

值中积极作为。

“公司所属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准确把握

指数这一金融战略工具的关键作用，推出了国

新‘1+N’ 系列央企指数。 为进一步完善该系

列指数的体系化布局，近期，国新投资联合中

证指数公司推出中证国新央企小盘指数，引导

带动市场各方主体关注、投资小市值央企上市

公司，助力小市值央企上市公司更好利用资本

市场激发改革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 中国

国新相关负责人表示。

数据显示， 在近400家央企上市公司中，

目前市值在200亿元以下的小市值央企上市

公司有257家，占67.1%，超过三分之二。200亿

元以下小市值央企平均市盈率为53.0倍，低于

A股全市场同等规模公司60.1倍的平均水平。

而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等科技创新关键领

域，小市值央企的市盈率仅为50.1倍，远低于

全市场同类型公司90.4倍的水平。

“小市值央企上市公司凭借其对接资本

市场的平台优势和‘船小好掉头’ 的适应性、

灵活性优势， 成为中央企业推动并购重组、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

国新投资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工作人员说。

上述中国国新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证国新

央企小盘指数从市值规模角度切入，选取过去

一年日均总市值在全市场800名之后且不属

于中证800指数的近200家央企上市公司作为

成份股，着力提高小市值央企的市场关注度和

估值水平，助力中央企业高效盘活上市平台资

源，在市场端与央企改革发展实现同频共振。

与此同时，中国国新以改革深化提升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据介绍，作为中国国新旗下的上市公司，

国新健康在市场规模整体萎缩态势下， 通过

改革打造了相互衔接的八大流程， 重塑了以

打胜仗为目标的作战队形， 建立了以客户为

中心的盈利文化， 守住了医保领域的龙头地

位， 医疗业务新签合同位居市场前列，（下转

A02版）

眺望海平面上的桅杆

———从上市公司财报看中国经济新势新质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新变化：高端制造有望接棒成为“龙头”

南海之滨，马峦山北。

4000亩的比亚迪工业园气势恢宏，一辆汽车从

零部件组装到整车下线都在这里完成，平均每60秒

就有一辆新车下线，源源不断驶向世界各地。工业园

内， 比亚迪全球总部———一座占地6.5万平方米、容

纳9000人办公的六角大楼傲然矗立，时刻牵动着全

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目光。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想

法，那就是加速，再加速！ ”比亚迪董秘李黔说。

今年3月，比亚迪在济南下线第700万辆新能源

汽车，从第600万辆冲刺至此仅用了4个月时间。 此

前的道路则要漫长得多， 从第1辆新能源汽车到第

100万辆，比亚迪用时13年，从100万辆到300万辆

用时一年半，从300万辆到500万辆用时9个月……

驭风奔跑，比亚迪交出傲人的财报：2023年，营

收6023.15亿元，同比增长42.0%；利润300.41亿元，

同比增长80.7%。 在高基数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比

亚迪实现利润45.69亿元，增长10.6%。

比亚迪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缩影。 2023年，

中国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首次跃居

全球第一。 这意味着，历经70多年风雨，中国汽车工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实现历史性突破，成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 我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

造业站上了风口。

宏观经济数据印证制造业的强劲。 在2023年平

稳复苏的基础上，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6%、6.7%，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国家

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初步测算，工业增长6%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将近2个点的GDP

增长。

“取代地产行业的龙头地位还需要时间， 但趋

势已经确立。 ” 经济学者盘和林说，种种数据表明，

中国制造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中国经济支柱也正在

切换，从过去的建筑房产转向工业制造，尤其是转向

高端制造业和新兴制造业。

新苗头：消费“主引擎”增添新推力

消费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也是持

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 疫情三年，场景

缺失与信心受损，奔跑中的消费被迫减速。随着经济

复苏加快， 新的消费需求和形态冒头，“主引擎”增

添了新的推力：

———服务消费跑出新速度。当前，消费正在从实

物型向服务性消费转型，以舒适型、发展型消费为代

表的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2023年， 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到12114

元，同比增长14.4%。

从淄博烧烤到“尔滨” 冰雪，再到天水麻辣烫，

一批低调有内涵的城市成为新晋“网红” ；演唱会

一票难求，音乐节遍地开花，电影票房频破影史纪

录；旅游景点游人如织，“人从众” 重新占据每一处

角落……

消费热情“照进” 上市公司“账簿” ，化作一连

串靓丽数字。 2023年，锦江酒店营收增长29.5%，利

润增长691.1%；黄山旅游营收增长141.2%，利润增

长424.3%； 中青旅营收增长50.2%， 利润增长

158.2%……

———消费升级带来新气象。现在的消费市场上，

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 性价比和高价值成为竞争的

主题词。而追求品质化、个性化带来的消费升级尤其

令人鼓舞。 （下转A02版）

立于高山之巅眺望，海平面上影影绰绰的桅杆隐现，继之而来的才是渐行渐近的艨艟巨舰。

作为最活跃的经济细胞，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动力源”和“顶梁柱” 。 每年5月前，上市公司都要

披露年报和一季报，因其透明完备，一直被视作观察中国经济走势的绝佳窗口。

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阅上市公司财报，奔赴广东、浙江、福建等地调研企业发现，上市公司复苏不均

衡，感受有温差，但也有一些新变化新苗头新趋势，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新势新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