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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梁谦刚

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将掀起中国暑期

旅游首波高峰。旅游平台飞猪 6月 3日发

布的《2024 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报告显

示，今年端午假期，无论境内游还是出境

游，人均预订量均比去年端午假期更高。

美团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日，端午假

期文旅预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70%，北京、

西安、成都、武汉、重庆、青岛、南京、长沙、

上海为排名居前的目的地，其中北京、武

汉、西安、上海、成都居民出游热情最高。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端午，不仅景区门

票、酒店、车票预订量大幅增长，还涌现出

了包括民俗小城游、沉浸式新中式游、城市

微度假等在内的各类新趋势、新玩法，极大

地丰富了游客的出行体验。端午小长假作

为暑期出游高峰的开端，将助推各地生活

服务业消费加速、扩容提质，为各地文旅打

好暑期旺季“前哨”。

多个平台和旅行社披露的数据显示，

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囤”暑期旅游

产品。

房车生活家披露的数据显示，随着暑

期的临近，房车的预订已经提前开始。截

至 5月底，房车生活家暑期订单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超 60%，平均预定时长超过 15
天。值得注意的是，受电视剧《我的阿勒

泰》影响，叠加独库公路恢复通车，今年暑

期新疆旅游的热度或空前高涨。

美团数据显示，5月 1日至 23日，暑期

文旅预订单量（含门票、住宿、交通等）同比

增长 63%，“水上乐园”相关景区搜索热度

环比增长48%。

据文旅中国消息，进入新时期，随着我

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以旅游为代表的第

三产业持续增长，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

贡献持续加大。“十三五”时期，旅游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增长态势。

文化和旅游部今年初发布的统计数据

显示，2023年国内出游达 48.91亿人次，比

上年同期增加 23.61 亿人次，同比增长

93.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9133亿元，

同比增长140.3%。表现亮眼的文旅市场成

为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的生动体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

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 2024年发展预测》显

示，2024年国内旅游和国民休闲将转入繁

荣发展的新阶段；综合研判，预计 2024年

全年国内旅游将超过 60亿人次，国内旅游

收入有望突破 6万亿元，入出境旅游人数

合计将超过2.6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收入

重新攀上千亿美元关口。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截至最新收

盘，旅游股今年以来平均下跌 0.46%，长白

山、九华旅游、峨眉山Ａ、丽江股份、黄山旅

游等累计涨幅超10%。

今年一季度，旅游行业整体业绩提升

明显。据数据宝统计，旅游股 2024年一季

度合计净利润为27.39亿元，环比上个季度

增长 370.62%。10只股票净利润环比增幅

翻倍（含扭亏为盈），包括三特索道、峨眉山

Ａ、丽江股份、长白山、宋城演艺等。

从未来增长潜力来看，根据 5家及以

上机构一致预测，10 只旅游股 2024 年、

2025年净利润增速均有望超10%。截至最

新收盘，三特索道、中国中免、黄山旅游、九

华旅游、天目湖、峨眉山Ａ等个股滚动市盈

率低于30倍。

上述 10只业绩有望稳健增长的旅游

股中，三特索道滚动市盈率为 17.72倍，排

在最低位置。银河证券研报认为，三特索

道当前经营改善趋势明确，历史包袱优化

将带来可观利润释放空间，中期亦有储备

项目推出驱动持续增长。

订单火爆
端午旅游热潮将至

（上接A1版)

四项举措推动
公司治理提质增效

近年来，上市公司积极践行

ESG，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提升公司

治理水平，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稳步攀

升，主要举措有包括主动开展ESG信

披、加强年报审核、定期公告披露的

规范性以及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等。

举措一：主动披露意识提升，央
企ESG披露率突破90%

ESG报告是上市公司的“第二张

财报”，上市公司主动开展ESG信披

意识逐渐加强。据数据宝统计，截至

5月31日，2023年度ESG报告披露率

接近40%，创历史新高。近200家公

司首次开展ESG信披工作，其中，民

营企业占比近半数。与过去相比，

2023年度ESG信披呈现以下亮点。

按公司属性划分，2023年度国

有企业 ESG报告披露率大幅提升，

其中地方国企披露率近六成，在国

资委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ESG专

项报告披露‘全覆盖’”的要求下，过

去2年央企ESG披露工作加速推进，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22年度

ESG 报告披露率突破 80%，2023 年

度突破90%。

传统周期性、劳动密集型行业

的 ESG披露率显著提升，比如国防

军工行业2022年度ESG报告披露率

仅30%左右，2023年度已超过40%；

煤炭、石油石化行业首次突破60%。

另外，ESG 报告的时效性以及

量化指标的完整性、可比性等方面

也有显著提升。

举措二：加强审核，年报“健康
率”保持上升趋势

审计意见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

财务报表的可靠性程度，是公司提

升治理水平的重要驱动力。据数据

宝统计，被审计机构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公司数量占比保持上升

趋势，2023年达到 96.11%，创过去 5
年次新高；其中地方国有企业过去3
年保持 96%以上，央企持续超过

99%，间接表明公司年报“健康率”

稳步上升。

与此同时，地方国有企业被出具

“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公

司数量占比创过去5年最低水平，仅

有1.47%。不过央企、民营企业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数量占比有

所提升，可见年报审计有从严趋势。

举措三：公告披露规范透明，信
披“良好率”逐年递增

交易所从信息披露、规范运作、

监管措施和违规处罚等方面建立综

合考评指标体系，以引导公司规范

运作。据数据宝统计，交易所信披

考评等级“良好”以上（含A：优秀；

B：良好）的公司数量占比逐年递增，

2022年度（2023年数据尚未披露）达

到 85.70%，创过去 5年最高水平；其

中等级“良好”的公司数量占比明显

增长；等级为“不合格”（D）公司数量

占比有所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至 2022
年年度考评等级为“优秀”的公司数

量占比较此前有所下降，正是强监

管、严考评的体现。

举措四：重视投关管理，互动回
答积极性显著提升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公司治理维

度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积极性显著提

升，且有效回复率逐年递增。

数据宝根据投资者互动平台信

息（以咨询日期为准）统计，2018年

以来，上市公司董秘回复等待天数

（董秘回复日期与投资者咨询日期

的间隔）大幅下降。2017年以前平

均超过 30 天，2023 年平均 9.5 天；

2024年(截至 5月 31日)缩减至 8天

左右，创年度最低水平，其中民营企

业不到 7天，地方国企及央企平均 9
天左右。

从有效回复来看（以超过 20字

回复为统计对象），自2015年以来有

效回复率（有效回复样本数/总样本

数）逐年递增，2019年以来维持90%
以 上 ，2024 年 创 历 史 新 高 ，达 到

97.17%。

此外，上市公司还借助业绩说

明会、调研接待会等方式，与投资者

拉近距离，建立高效、顺畅的信息披

露制度和流通机制。

完善的公司治理
有助于市场良性发展

为何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事

实上，上文论证已揭露部分真相。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表

示，良好完善的公司治理是资本市

场功能有效发挥的内在要求，是防

范金融风险的有力抓手；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宋振晖教授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治理

不仅关乎上市公司命脉，也关乎到

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大量学术研究表明，好的治理

结构，在为公司可持续发展保驾护

航的同时，极大地保护了利益相关

方的权益；在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

时，提振投资者对公司的发展信

心。良好的治理水平均有助于优化

公司经营效率、盈利能力、市场竞争

力等，进而推动公司股价的上涨。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对外揭示

价值的重要渠道，也是公司治理中

至关重要的议题，是衡量公司治理

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数据宝数据论证的结果显示，治

理水平突出的公司，二级市场表现更

强劲。结合万得ESG评级2020年至

2024年（历年期末，2024年截至5月

31日）数据来看，公司治理（G维度）

评分（0~10分）均值与股价波动存在

持续且稳定的正相关性，即评分越

高，股价涨幅越高；E（环境）、S（社会）

评分与股价波动相关性的稳定性较

差。比如G维度平均得分超 8分公

司，自 2020年初至 2024年 5月末平

均涨超 30%；平均得分 4 分以下公

司，同期平均跌幅超过40%。

此外，信披考评等级越高，股价

越坚挺。对过去 3年的考评结果研

究发现，年报信披考评等级越高，公

司股价表现更坚挺；考评等级提升的

公司，股价具备上涨潜力。过去3年

考评结果持续为A级（AAA）的公司，

2021年 5月至 2024年 4月末平均上

涨 9.41%，考评结果为BBA的公司，

平均涨 14%以上；考评结果为AAC
的公司平均跌幅超过15%。

上文中的观点和数据论证，无不

表明提高公司治理、信披水平对公司

市值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业内专家：多方参与
提高治理水平

在“宽进严出”的制度下，上市

公司面临“优胜劣汰”的压力，公司

的经营交易违规、合并分立和破产

等均会被强监管甚至被强制退市，

倒逼公司提升治理水平。然而有

5000余家公司的A股市场，难免有

公司对治理重视不足，财务造假、违

规减持、“忽悠式”回购仍屡见不

鲜。另外，研究发现，知名评级机构

MSCI对A股公司在治理方面的评分

（公司治理、企业行为等指标）普遍

处于平均甚至落后水平，食品饮料

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宋振晖教授认为，提

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需监管机

构与上市公司的共同作为。

宋振晖教授表示，从监管角度

看，上市公司治理是多层级、多部

门的综合监管任务。国家层面的

法规，大多属于强制性法规（如环

境法、劳动法等），与国际相比已经

足够硬，关键看执法；资本市场监

管法规，尤其是 ESG监管法规与国

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兼顾资

本市场适应能力的基础上应尽快

完善并转换为硬法；地方政府的重

点是落实国家法规，在一些配套政

策上也有很多创新余地，例如深圳

市正在制定《深圳市 ESG能力建设

标准》，并以此为抓手，结合配套政

策，赋能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

ESG建设。

从上市公司角度看，目前大多数

公司以合规响应方式进行公司治理，

但弊端也逐渐呈现，比如外部合规要

求越来越多，公司可能逐渐疲于应

对，如果没有ESG管理体系，公司便

无法获取并披露这些信息，也就无法

实现合规。因此建议上市公司在公

司治理建设方面逐步由响应法过渡

到体系性建设轨道上来，合并需求同

类项、着眼中长期公司治理目标、基

于全局顶层设计进行建设。

从ESG视角看上市公司治理

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建设 四大举措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