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新机遇 拥抱新蓝海

中国电信：市值管理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杨洁

建成全球最大4G/5G共建共享网络、自有智能算力提升至21EFLOPS、让卫星通信走向大众消费市场……近年来，中国电信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大力开展技术攻关，从传统的电信运营商向服务型、科技型、安全型企业转型。 中国电信表示，当前公司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将积极把握新机遇、拥抱新蓝海，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中国电信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 公司表示，以回A为“大平台、总抓手”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圆满兑现A股发行的各项承诺，实现了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双提升，市值管理成效显著。 截至2024年底，公司A股、H股总市值超过6200亿元人民币。

派息率提升至70%以上

中国电信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围绕云、人工智能、安全 /量子、网络等重点领域，全面布局战略性新兴业务，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同时把AI、大数据全面融入内部生产运维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2021年8月20日，中国电信在A股上市。 公司服务收入保持良好增长，近三年复合增长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净利润连续三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中国电信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制定实施积极的派息政策。 公司兑现了发行A股时的承诺，派息率从2020年的40%提升至2023年的70%以上，每股派息三年复合增长率为31%，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分红总额从2020年的84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213亿元，增幅约为153%。 中国电信表示，从2024年起的未来三年内，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将逐步提升至当年公司股东应占利润的75%以上。

在A股上市 后 ，中国 电信连 续两年获 得上交 所信息 披露A级 评价。 同时 ，中国电 信重视 投资者关 系管理 ，加强与 投资者 高效沟通 互动，及 时向市 场传递 公司经营 发展的 最新情 况 ，主动聆 听投资 者的声 音 。 例如 ， 2023年年报发 布后 ，公 司在多 地组织 开展联合 路演 ，与 投资者 进行面对 面沟通 交流。

中国电信表示，将积极研究实施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等市值管理举措，主动维护公司市值，切实保障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中国电信集团按承诺如期增持A股合计超过45亿元，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 公司将继续充分听取股东意见，积极推进各项市值管理举措的落地见效，与股东共享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果。

全面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

近年来，中国电信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全面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加快推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演进升级，加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加速战略性新兴业务规模化拓展，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云网融合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底座不断夯实。 中国电信已建成全球最大4G/5G共建共享网络，在用5G共享基站超过121万站，4G中频共享基站超过200万站；落实“东数西算”工程建设，中国电信持续优化算力布局，加快推进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自有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EFLOPS。

在强大的数字底座基础之上，中国电信着力打造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包括推出“灵泽数据要素2.0平台” ，打造云智超一体化智算加速平台“云骁” ，推出一站式智算服务平台“慧聚” ，构建“1+N+M”的星辰大模型系列产品体系，面向政务、教育、交通等垂直领域发布12个行业大模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中国证券 报记者 了解到 ， 2024年，中国电 信通过 4G/5G共建共 享网络 及各项节 能举措 ，减少温 室气体排 放超过 1300万吨 ，单 位电信 业务温室 气体排 放量同 比下降 19 . 6% 。 同时，中 国电信 持续优 化用能结 构，使用“证电合 一” 绿电 规模超过 11亿度，同 比增长 近 3倍；提 升绿色管 理水平 ，加强双 碳信息化 管理和 人才队 伍培养 ，启动内部 碳交易 试点，以 市场化 机制挖掘 降碳潜 能 ；完善 绿色产品 与服务 体系 ，充 分利用 数字技术 优势，在 生态保 护 、污染 防治和节 能降碳 等领域 持续发力 ，助力全 社会温 室气体 减排超过 1亿吨 。

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锚 定 打 造 服 务 型 、 科 技 型 、 安 全 型 企 业 的 目 标 ， 中 国 电 信 坚 持 基 础 和 产 数 业 务 双 轮 驱 动 ， 服 务 型 企 业 建 设 稳 步 推 进 ； 持 续 发 挥 科 技 创 新 引 领 作 用 ， 科 技 型 企 业 建 设 迈 上 新 台 阶 ； 不 断 提 升 安 全 产 品 和 服 务 供 给 能 力 ， 安 全 型 企 业 建 设 迈 出 坚 实 步 伐 。

当 前 ， 公 司 正 处 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节 点 。 中 国 电 信 表 示 ， 将 把 握 新 机 遇 、 拥 抱 新 蓝 海 ， 加 快 培 育 新 动 能 新 优 势 ， 持 续 深 入 实 施 云 改 数 转 战 略 ，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全 面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

近 期 ， 中 国 电 信 集 团 召 开 2025 年 度 工 作 会 议 ， 从 多 个 方 面 部 署 了 相 关 工 作 ， 其 中 包 括 ： 强 化 高 质 量 科 技 创 新 ， 加 快 建 设 科 技 领 军 企 业 ； 强 化 高 质 量 产 品 和 服 务 供 给 ， 满 足 人 民 消 费 新 需 求 ； 强 化 风 险 防 范 ， 统 筹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高 水 平 安 全 ； 强 化 重 点 领 域 改 革 ， 进 一 步 增 强 高 质 量 发 展 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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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480家A股公司

获机构调研

●本报记者 康曦

根据Wind金融终端数据统计，2025年以来，截

至1月26日，A股共有486家公司被机构调研。其中，

16家公司获超过百家机构调研。 从目前情况看，机

构偏爱中小市值公司，信息技术、工业、消费等领域

的企业备受青睐。 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

秘书长林先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机构通常会关注具有成长潜力的公司。 信息技术、

工业及消费等领域发展前景较好，因此受到机构的

关注。

中小市值公司受青睐

从上述16家获超过百家机构调研的公司看，仅

中际旭创一家公司市值超千亿元，其余15家公司市

值均不足500亿元。 获机构调研家数排名前三的公

司分别为丰立智能、水晶光电、炬光科技。其中，丰立

智能和炬光科技市值均不足百亿元。

林先平表示， 一些中小市值公司重视技术研

发，成长性较高，适应市场能力较强，因此受到机构

关注。

调研小模数齿轮龙头企业丰立智能的机构数量

居前，今年以来前来调研的机构数量达237家次。 丰

立智能生产的小模数齿轮、 精密减速器等产品在智

能化时代需求量较大，涉及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智

能医疗等领域。 2023年和2024年，公司主要面向机

器人与新能源汽车两大领域。

今年以来，水晶光电通过网络会议、现场会议等

方式共接待6批次机构调研， 前来调研的机构数量

达223家次。 水晶光电专注于光学影像、薄膜光学面

板、汽车电子（AR+）、反光材料等领域相关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

可穿戴设备、 智能家居、 安防监控等领域。 公司的

AR业务受到机构重点关注。 水晶光电称， 公司在

AR领域已布局十多年，在显示系统、光机元器件及

传感类元器件领域均开展了大量的产品和技术布

局。 公司计划通过几年发展，转型成为AR光学显示

解决方案的核心供应商。

1月21日， 超级电容电解液生产商新宙邦举行

电话会议，吸引了180家机构参与。 机构重点关注电

解液市场前景及公司产品出货情况。 新宙邦表示，

2025年电解液市场有望保持增长态势。 当前，相关

产品价格贴近成本线，盈利空间有限，未来有望回归

合理区间。公司主要产品氟化液可用于半导体、数据

中心、电子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 公司将持续挖

掘下游需求，开拓应用市场。

稳健医疗从事医用耗材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

务，覆盖传统的伤口护理与包扎、手术室耗材、干湿

棉柔巾、卫生巾、婴童服饰与用品等领域。 1月17日，

稳健医疗举行电话会议，超过150家机构参与。 稳健

医疗表示，伴随产品力提升、渠道拓展以及内部管理

改善，公司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整体运营能力和效率

得到提升，将有力助推2025年盈利能力恢复。

高增长潜力领域受关注

信息技术、 工业、 消费等领域企业受到机构青

睐。 在上述16家获超过百家机构调研的公司中，水

晶光电、炬光科技、中际旭创、虹软科技、华工科技属

于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丰立智能、斯莱克、纳科诺

尔、铖昌科技属于工业领域的企业，百亚股份、国光

电器、瑞鹄模具属于消费领域的企业。

作为全球知名的光模块主力供应商，中际旭创

备受市场关注。 对于机构关注的海外客户砍单问

题，中际旭创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客户的砍单

通知。 2025年以来，客户的800G光模块需求旺盛，

订单增长强劲。 CSP客户组建以太网数据中心，会

大规模采购800G光模块，公司在交付能力、产能方

面拥有优势。

虹软科技从事计算机视觉技术算法的研发和应

用，公司的AR业务受到机构重点关注。 虹软科技表

示，AI眼镜相关技术产品，属于公司AR/VR业务布

局范畴。 目前，公司已与雷鸟签署AI眼镜视觉技术

产品的订单，可为AI眼镜提供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

算法的相关功能，如HDR、视频防抖、多帧降噪等。

华工科技的激光+智能制造业务被机构重点问

及。 公司称，在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背景下，公司聚焦

新能源汽车、船舶制造等行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力

度，快速拓展市场。

斯莱克把易拉罐核心制造工艺运用于圆柱形电

池壳制造领域， 并研发出方形DWI高速电池壳产

线，产品一致性较高，同时可以降低人工成本，进一

步节省原材料。

纳科诺尔从事固态电池生产设备的研发。 公司

表示， 将加大固态电池生产设备的研发投入和市场

开发，不断开拓固态电池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固态

电池领域持续深化布局。

国光电器是一站式电声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

产品包括扬声器、音箱、耳机等。 1月7日，超过百家

机构通过线上会议方式调研公司， 主要关注公司在

智能终端产品领域的布局情况。国光电器表示，公司

重视AI硬件，在AI音箱，AI智慧屏、AR/VR（整机

和声学模组）领域已实现规模量产，同时积极推进

AI耳机、AI眼镜的送样工作， 与头部客户保持密切

的技术交流。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表示， 工业及信

息技术等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不少企业具有较高的

投资价值。 另外，机构投资者会重点关注公司治理、

财务状况、市场地位等因素，以评估相关公司的投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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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技术攻关， 从传统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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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锚定打造服务型、科技型、安全型企

业的目标， 中国电信坚持基础和产数业

务双轮驱动，服务型企业建设稳步推进；

持续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科技型企

业建设迈上新台阶； 不断提升安全产品

和服务供给能力， 安全型企业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当前， 公司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节点。 中国电信表示，将把握新机遇、

拥抱新蓝海，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持

续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 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近期，中国电信集团召开2025年度工

作会议， 从多个方面部署了相关工作，其

中包括：强化高质量科技创新，加快建设

科技领军企业；强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

给， 满足人民消费新需求； 强化风险防

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强化

重点领域改革， 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

动力。

派息率提升至70%以上

中国电信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围

绕云、人工智能、安全/量子、网络等重点领

域，全面布局战略性新兴业务，赋能千行百

业转型升级，同时把AI、大数据全面融入内

部生产运维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2021年8月20日， 中国电信在A股上

市。 公司服务收入保持良好增长，近三年复

合增长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收入结构持

续优化，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净利润连续三

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中国电信高度重视股东回报， 制定实

施积极的派息政策。 公司兑现了发行A股

时的承诺， 派息率从2020年的40%提升至

2023年的70%以上， 每股派息三年复合增

长率为31%，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分红总额

从2020年的84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213亿

元，增幅约为153%。中国电信表示，从2024

年起的未来三年内，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将逐步提升至当年公司股东应占利润的

75%以上。

在A股上市后， 中国电信连续两年获

得上交所信息披露A级评价。同时，中国电

信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与投资者高

效沟通互动，及时向市场传递公司经营发

展的最新情况， 主动聆听投资者的声音。

例如，2023年年报发布后， 公司在多地组

织开展联合路演，与投资者进行面对面沟

通交流。

中国电信表示， 将积极研究实施股东

增持、股份回购等市值管理举措，主动维护

公司市值，切实保障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中

国电信集团按承诺如期增持A股合计超过

45亿元，有力提振了市场信心。公司将继续

充分听取股东意见， 积极推进各项市值管

理举措的落地见效， 与股东共享企业高质

量发展新成果。

全面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

近年来，中国电信积极把握发展机遇，

全面深入实施云改数转战略， 加快推动数

字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演进升级，

加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加速战略性

新兴业务规模化拓展，全面深化改革，因地

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云网融合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底座不

断夯实。 中国电信已建成全球最大4G/5G

共建共享网络， 在用5G共享基站超过121

万站，4G中频共享基站超过200万站；落实

“东数西算” 工程建设，中国电信持续优化

算力布局， 加快推进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自有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EFLOPS。

在强大的数字底座基础之上， 中国电

信着力打造高质量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包括推出“灵泽数据要素2.0平台” ，打造

云智超一体化智算加速平台“云骁” ，推出

一站式智算服务平台 “慧聚 ” ， 构建

“1+N+M” 的星辰大模型系列产品体系，

面向政务、教育、交通等垂直领域发布12个

行业大模型，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2024年，中

国电信通过4G/5G共建共享网络及各项

节能举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超过1300万

吨，单位电信业务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下

降19.6%。同时，中国电信持续优化用能结

构，使用“证电合一” 绿电规模超过11亿

度，同比增长近3倍；提升绿色管理水平，

加强双碳信息化管理和人才队伍培养，启

动内部碳交易试点，以市场化机制挖掘降

碳潜能；完善绿色产品与服务体系，充分

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在生态保护、污染防

治和节能降碳等领域持续发力，助力全社

会温室气体减排超过1亿吨。

220家公司预计2024年净利润超5亿元

生物医药、半导体等行业表现较好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1月26日18时，A股共有2735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2024年业绩预告，907家公司业

绩预喜。 其中，略增111家，扭亏291家，续盈

10家，预增495家。 从行业角度看，生物医药、

半导体、化工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较好。

另外，聚灿光电、指南针发布了2024年年

报，两家公司均实现业绩增长。

59家公司预计净利润超20亿元

从净利润规模看， 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过1亿元的公司

有634家，预计超过5亿元的公司有220家，预

计超过10亿元的有117家， 预计超过20亿元

的有59家。贵州茅台、中国神华、中远海控、宁

德时代、 中国太保等公司预计2024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规模居前。

贵州茅台预计净利润规模暂居首位。

2024年， 贵州茅台生产茅台酒基酒约5.63万

吨，系列酒基酒约4.81万吨；预计实现营业总

收入约1738亿元，同比增长约15.44%；预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857亿

元，同比增长约14.67%。

从净利润增幅看， 剔除扭亏公司， 预计

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超

过10%的公司有857家，预计超过30%的公司

有707家，预计超过100%的有198家。 正丹股

份、华北制药、国机汽车、德明利、华源控股等

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居前。

正丹股份预计净利润增幅暂居首位。 正

丹股份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为 11 亿 元 至 1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039.13%至13064.42%。 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产品TMA和TOTM产销量较上年大幅增

长，销售单价大幅上升，且单位成本基本保持

稳定； 酸酐及酯类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

大幅增长。

半导体等行业回暖

从行业角度看，生物医药、半导体、化工、

交通运输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表现较好。

从交通运输行业看，以白云机场、深圳

机场为代表的航空运输业企业， 以中远海

控、中远海能为代表的水上运输业企业均表

现不俗。

中远海控披露的2024年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计2024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490.82亿元，同比增长105.71%。

从半导体行业看，北方华创、瑞芯微、乾

照光电、晶晨股份、晶方科技等多家半导体领

域上市公司发布了预喜公告。

北方华创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51.7亿元至59.5亿元，同比增

长32.6%至52.6%。 瑞芯微预计，2024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亿元至6.3亿

元，同比增长307.75%至367.06%。 乾照光电

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700万元至1.11亿元，同比增长175.25%至

251.18%。 晶晨股份预计，2024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8.2亿元， 同比增长约

64.65%。

受益于消费电子行业回暖， 产业链头部

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 京东方A预计，202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亿元至

55亿元，同比增长104%至116%；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5亿元至38亿元， 上年

同期亏损63256万元。公司在半导体显示领域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在LCD业务方面，在“以

旧换新” 等政策的推动下， 市场需求持续释

放。同时，公司坚持按需生产，加大创新力度，

拓展应用市场。

部分公司披露年报

聚灿光电、 指南针两家公司披露了2024

年年报。

2024年， 聚灿光电实现营业收入约27.6

亿元，同比增长11.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1.96亿元，同比增长61.44%。

作为专业从事GaN基蓝绿光LED外延

片、芯片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技

术企业， 聚灿光电已成为国内领先的LED芯

片企业，规模效应持续显现。

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聚灿光电表示，相

关工作高质高效推进，核心业务稳健发展，同

时客户资源优质可靠，市场需求持续回暖。 公

司把握市场机遇释放产能， 叠加产品定位精

准，以高光效照明、车用照明、背光等为代表

的高端产品产销两旺，产能利用率、产销率保

持高位。另外，公司持续推进全流程精细化管

理，大力开展降本增效，生产效率不断提升。

指南针2024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总收入 15.29亿元， 同比增长

37.3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亿元，同比增长43.5%。

根据相关安排，嘉诚国际将于2月19日晚

间披露2024年年报，同花顺、上大股份将于2

月24日晚间披露2024年年报，焦点科技、日播

时尚、 悦康药业将于2月25日晚间披露2024

年年报，东诚药业、盛美上海等公司将于2月

26日晚间披露2024年年报。

日播时尚、盛美上海、悦心健康、东方雨

虹、仁智股份、统一股份等已发布业绩预告的

公司将在3月1日之前披露2024年年报。其中，

仁智股份、统一股份两家公司预计业绩扭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