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板绩优公司不断增多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2010

年， 中小板总体呈现出四

大特征。

一是绩优公司不断涌现， 龙头公

司业绩增长稳定。 如

2010

年上市的

海康威视、 荣盛石化， 均跻身中小板

净利润排名前

10

位。 与此同时， 以

苏宁电器、 金风科技、 露天煤业、 荣

盛发展、 东华软件为代表的一批资深

绩优公司也继续保持开拓进取的势

头， 净利润增幅连续三年保持在

30%

以上。

2010

年， 中小板净利润

排名前

10

名的公司在比较基数较大

的前提下， 平均净利润增幅达到

48.60%

， 远高于中小板的平均业绩

增幅。

二是积极回报投资者， 连年保持

高分红比例。

2010

年， 中小板公司

继续保持了积极回报投资者的传统，

坚持较高的现金分红比例。 在

554

家

披露年报的公司中， 共有

434

家公司

推出了现 金分红方案 ， 占比达

78.34%

。 这 些 公 司 合 计 拟 分 红

251.43

亿元， 占当年净利润总和的

31.42%

。 中小板公司最近三年现金

分红比例连续保持在

30%

以上。

三是坚持规范、 谨慎， 超募资金

使用稳健。

2010

年中小板新上市的

204

家公司超募资金总额超过

1200

亿元， 从

2010

年年报披露情况看，

上述公司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约

117.28

亿元， 补充流动资金约

88.75

亿元， 上述两项合计占比

17.13%

；

与主业相关项目投资约

55.49

亿元，

占 比

4.63%

； 总 使 用 进 度 约 为

21.76%

， 超募资金的使用较为稳健。

四是新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效益有

待观察。

2010

年年报数据显示， 中

小板

2010

年

204

家新上市公司中虽

然涌现出一批高速成长的绩优公司，

但是整体而言，

204

家公司

2010

年

平均实现净利润

1.27

亿元， 同比增

长

23.8%

， 低于中小板平均增长水

平， 其中业绩下滑幅度在

20%

以上的

公司有

26

家， 主要集中在石油、 化

工制造业和机械、 设备、 仪表制造

业。

2010

年当年上市的新公司由于

上市时间较短， 绝大多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尚在建设当中， 未能对公司盈

利作出明显贡献。

创业板涌现一批高成长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总体来看， 创业板

2010

年仍然保

持了快速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 利润

分配比例较高， 较好地回报了投资者。

一是业绩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涌

现出一批高成长公司。

2010

年， 创

业板公司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趋势。

营业收入增长超过

100%

公司有

8

家，

48

家公司增幅在

50％

以上； 净

利润增长超过

100%

的公司有

7

家，

49

家公司增幅在

50％

以上。

大多数创业板公司的成长性具有

持续性特征。

2008

年至

2010

年， 创

业板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

38.4%

。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超过

50%

的公

司达

30

家， 占

16%

， 净利润复合增

长率超过

50%

的公司有

43

家， 占

23%

， 其中

4

家公司净利润复合增长

率超过

100%

。

二是部分行业受宏观调控等外部

环境影响较为明显。 伴随全球货币量

化宽松政策推出， 原材料价格与人工

成本较金融危机期间有大幅上涨， 部

分行业创业板公司受宏观经济环境影

响明显。

三是研发投入加大， 有效提升公

司创新能力。

2010

年， 创业板

188

家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金额总计

36

亿元， 较上年增长

38.1%

， 平均每家

公司研发投入

1909.9

万元， 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

5.97%

。

四是利润分配比例较高， 较好地

回报投资者。 创业板

188

家上市公司

中的有

156

家提出现金分派， 占公司

总数

83%

，

10

派

5

元及以上的公司

29

家， 派现总额达

48.03

亿元， 占净利润

的

35.8%

， 平均每家派现

2555

万元。

创业板新上市公司显著特点是注

册资本少， 股价高， 而资本公积高。

为尽快扩大公司资本规模， 公司有强

烈扩张股本的愿望， 以满足业务门槛

的需要， 提高参与并购、 对外投资、

招投标等竞争力。

2010

年， 送股加资

本公积金转增比例在

10

送转

10

及以

上的公司有

69

家， 占

36.7%

，

10

送转

5

及以上的公司达

108

家， 占

57.4%

。

五是超募资金使用审慎。 创业

板

209

家上市公司

IPO

融资金额达

到

1,618

亿元， 其中超募资金

1002

亿元。 在超募资金使用方面， 截至

4

月底， 上市公司已安排使用超募资

金

315.6

亿元， 占超募资金总额

31.5%

， 其中用于与主业相关的直接

项目投资和股权投资的比例接近

60%

，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通资金

的比例超过

30%

。

深市主板蓝筹公司业绩突出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从深市主板方面来看， 集中体现

出蓝筹公司业绩突出、 并购重组效应

显著、 业绩分化情况明显三个特点。

其一， 蓝筹公司业绩突出。

2010

年， 净利润排名前

20

位的公司合计

实现净利润

700.23

亿元， 占主板公

司总体净利润的

46.43％

， 成为主板

公司的中流砥柱。 上述公司的净利润

增速也高于主板公司总体

4.28

个百

分点。

20

家公司均为大盘蓝筹公司，

行业分布颇具代表性， 基本涵盖了机

械制造、 金融证券、 家用电器、 通讯

设备等传统优势行业。 净利润增长额

排名前

20

位的公司也多为大盘蓝筹

公司， 如潍柴动力、 中联重科、 中集

集团、 格力电器等。

20

家公司合计

贡献了主板

73.19％

的利润增长， 平

均每家公司增长净利润

16.35

亿元，

平均净利润增长率高达

125.71％

。

其二， 并购重组效应显著。

2010

年， 主板共有

19

家公司完成重大资

产重组， 重组效果显现。

19

家公司

的平均总资产由上年同期的

92.21

亿

增至

163.14

亿， 增幅为

76.93%

； 平

均营业收入由

75.85

亿增至

112.02

亿， 增幅为

47.68%

； 平均净利润由

2.18

亿 增 至

6.61

亿 ， 增 幅 高 达

203.51％

。 此外， 在净利润排名前

20

位的公司中， 一半以上实施过整体上

市、 重大重组、 海外收购等不同形式

的并购重组。

其三， 业绩分化情况明显。 主板

公司总体业绩增长的同时， 绩优和绩

差公司的分化情况较为明显。 净利润

排名前

20

位的公司贡献了

46.43％

的

净利润，

45

家公司每股收益高于

1

元； 同时也有

49

家公司亏损，

133

家公司每股收益低于

0.1

元，

78

家公

司净利润减少超过

50%

。 统计显示，

2010

年亏损的

49

家公司中， 有

25

家为

ST

或

*ST

公司。 受宏观经济形

势的影响， 不同行业公司的业绩分化

情况也很明显。 其中， 机械制造行业

的净利润增幅高达

96.92％

； 汽车及

配件行业的净利润增幅为

70.06％

，

经营性现金流同比增长了

23.41%

；

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平均经营性现金

流则由

2009

年的

4.89

亿下降至

2010

年的

－9.7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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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协：“十二五”我国钢材

需求年均增长

2.6%

至

4.6%

证券时报记者 周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昨日表示， “十二五”

时期国内钢材市场需求年均增长率约为

2.6%

至

4.6%

， 这同 “十一五” 时期的高需求、 高

增长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钢铁行业必须要

适应这种变化。

中钢协指出，

2011

年年底全行业的炼钢

产能已达到

7.68

亿吨左右， 明显大于国内市

场的需求， 总体产能过剩的矛盾突出， 加上全

社会强化能源、 资源、 环境的制约， 严重限制

钢铁行业的规模扩张， 当前严格控制钢铁生产

总量和产能扩张是全行业面临的重大任务。

据介绍， 今年全行业将做好四方面重点工

作： 一是产业布局调整，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

三是产品结构调整， 四是节能减排结构调整。

中钢协称， 要严格按国内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保持国内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实现国内市场钢

材价格的合理区位和稳定， 有利于推进提高全

行业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数据显示， 在成本上升， 价格下降的压力

下， 钢铁企业目前仍然处于低效益运行状态。

一季度中钢协统计的

77

户大中型企业， 实现

产品销售收入

8408.41

亿元， 实现利润

244.6

亿元， 产品销售利润率只有

2.91%

， 比全国工

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6.2%

低

3.29

个百分点。

就如何应对进口铁矿石大幅度涨价， 中钢

协表示， 主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针对国际

铁矿石海运贸易高度垄断的局面， 继续坚持

“走出去” 的发展战略， 加大海外铁矿山的投

资、 开发、 入股， 进一步提高海外权益矿的比

重； 二是呼吁国家加强对国内矿山生产建设的

政策支持力度， 实现长期稳定， 不断提高国产

铁矿石的产量； 三是规范进口铁矿石市场秩

序， 继续做好进口铁矿石代理制和进口铁矿石

流向的管理工作。

“十二五”我国战略性海洋

新兴产业增加值将翻两番

国家海洋局

２９

日发布的 《中国海洋发展

报告 （

２０１１

）》 指出， “十二五” 期间， 我国

将初步形成海洋新兴产业体系， 支撑引领海洋

经济发展， 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整体年均增速

将不低于

２０％

， 产业增加值实现翻两番。

据介绍， “十二五” 期间， 我国将重点支

持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海洋高技术先导

产业， 形成比较完善的海洋高技术产业体系，

形成由海洋生物育种与健康养殖产业、 海洋药

物和生物制品产业、 海水利用产业、 海洋可再

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等组成的海洋高技术产业

群， 保持这些产业群年增长速度不低于

３０％

，

在同期海洋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提高

１０

个

百分点左右。

报告同时指出， 到

２０１５

年， 我国海洋新

兴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贡献将提高

１

个百分

点， 争取超过

６０００

亿元， 培育成熟壮大

３

到

５

个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 到

２０２０

年， 国家

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将成为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

据新华社电

)

北京银行首季净利增

20.5%

陕国投上半年预增逾一倍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霖

北京银行今日公布的一季报显示， 该公司

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25.2

亿元， 同比增长

20.5%

。 截至一季度末， 北京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

23.45

亿元， 比年初增加

0.24

亿元； 不良贷

款率

0.66%

， 比年初下降

0.03

个百分点； 不

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312.12%

， 比年初提高

5

个

百分点。

另外， 陕国投

A

今日公布的一季报显示，

一季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5693

万元。 该公司预

计上半年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可能增加

100%~150%

， 业绩变动原因主要是政策性清

理转让子公司股权使当期净利润增加及信托手

续费增加。

财政部下拨

337

亿元

中央补助保障房资金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为支持各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近日，

财政部下拨

2011

年第二批中央补助保障性安

居工程专项资金

337

亿元， 用于支持各地廉租

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城市棚户区改造以

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目前， 财政部已累计下拨

2011

年中

央补助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437

亿元， 其

中， 廉租住房补助资金

117

亿元， 公共租赁住

房补助资金

210

亿元， 城市棚户区改造补助资

金

110

亿元。

去年沪市整体每股收益

0.5032

元，而上证

50

公司则达到

0.5596

元

大盘蓝筹股成沪市中流砥柱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沪市上市公司

2010

年年报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今

日基本结束。

906

家上市公司全部

如期披露了

2010

年年报 （其中

4

家以招股说明书形式披露年度财务

资料） 和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初步统计分析， 沪市上市公

司

2010

年年报呈现四大特点：

首先， 整体业绩和每股收益均

大幅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 沪市上

市公司

2010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3.87

万 亿 元 、

18655

亿元和

14168

亿元。 与

2009

年 相 比 ， 分 别 增 长

33.84%

、

36.95%

和

37.25%

。 已披露年度报

告的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净资产和每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0.5032

元、

15.17%

、

3.32

元、

0.85

元。

2009

年的加权平均每股

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0.4178

元和

12.28%

。

大盘蓝筹和上证红利指数成分

股业绩表现突出， 均高于市场的平

均水平， 成为沪市上市公司的中流

砥柱。

其次， 半数以上的沪市上市公

司拟进行利润分配或者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现金分红比例有所下降。 据

统计， 共有

521

家公司在

2010

年年

报中提出了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 占已披露

2010

年年报

公司总数的

57.5%

。 其中， 拟进行现

金分红的公司有

497

家， 公司数占比

为

54.86%

。

2010

年年报上市公司拟

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全体公司净利

润总额的比例为

26.67%

。

再次， 沪市亏损公司比例大幅下

降。

2010

年共有

55

家公司出现亏

损 ， 占已披 露年报公司 总数 的

6.07%

。

2009

年 的 亏 损 比 例 为

12.9%

。 亏损公司中， 新增亏损公司

37

家，

15

家公司因连续

2

年亏损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ST

），

2

家公司

因连续

3

年亏损将被暂停上市。 另有

96

家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最后， 非标准审计意见比例有所

下降。 在已披露

2010

年年报的

906

家上市公司中， 有

59

家公司的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为

6.5%

，

2009

年的家数和比例分别为

59

家和

6.8%

。

59

家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具体

构成情况为：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审计意见

42

家， 保留意见

16

家， 无

法表示意见

1

家。

另据初步统计，

2011

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0.1475

元、

4.24%

和

3.48

元。

深市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多层次板块特征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截至今日， 深交所

1270

家上

市公司如期披露了

2010

年年报或

年报数据， 其中， 主板公司

485

家， 中小板公司

576

家， 创业板

公司

209

家。 统计数据显示， 深

交所上市公司

2010

年实现营业收

入

36817.0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4.78％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86.34

亿元， 增长

38.08%

。

尽管

2010

年宏观经济形势存

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深交所各板

块上市公司业绩仍然实现稳步增

长， 总体业绩呈现六大特点。

一是总体业绩增长明显 。

2010

年， 深交所各板块上市公司

业绩保持平稳增长势头。 主板

485

家 公 司 共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26678.62

亿元， 增长

35.20%

； 实

现净利润

1508.13

亿元 ， 增 长

42.10%

。 中小板

576

家上市公司

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16.12

亿元， 增

长

33.29%

； 平均实现净利润

1.44

亿元， 增长

32.53%

。 超过

90%

的

中小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近

80%

的中小板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净利润双增长。 创业板上市

公司

2010

年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4.09

亿元， 增长

38.02%

，

92％

的

创业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平均净利润为

0.71

亿元， 增

长

31.2%

，

85%

的创业板公司实现

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0

年， 深交所上市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较

2009

年大幅提高，

亏损面进一步缩小。

二是业绩增长源于主营， 非

经常性损益占比下降。

2010

年，

主板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增加

56.86％

， 超出净利润

增幅

14.7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

损 益 占 当 期 净 利 润 比 例 为

13.06%

， 下降

8.22

个百分点。 披

露年报的中小板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平均净利润为

1.35

亿

元， 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例

为

6.25%

， 减少

2

个百分点。 创

业板公司主业突出， 利润总额中

九成以上来源于主营业务； 投资

收益、 营业外收支净额及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项目占当

期利润总额比例分别仅为

0.2%

、

8.7%

与

0.7%

。

三是毛利率略有增长， 各项

费用控制合理。

2010

年通胀压力

逐步凸显， 深交所上市公司在普

遍面临原材料、 人工等成本上涨

压力的情况下， 积极采取各项举

措， 实现毛利率稳中有长。 此外，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

增长也保持在合理水平之内。

2010

年， 主板公司平均毛利

率为

19.76%

， 增长

1.09

个百分

点。 披露年报的中小板公司平均

毛利率保持在

23.94%

， 与上年基

本持平。 创业板公司平均毛利率

36.66%

， 是三个板块中最高的，

其中

56

家公司毛利率高于

50%

，

135

家公司毛利率高于

30%

， 占公

司总数

72%

。 受宏观经济环境影

响， 创业板公司总体毛利率水平

较

2009

年略有下降， 但高出同期

中小板公司约

13

个百分点， 表明

在细分行业中， 创业板公司产品

或服务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四是现金分红同比增长 。

2010

年， 深交所共

801

家上市公

司推出现金分红预案， 占样本公

司家数的

65.28%

， 同比上升

6.57

个百分点。 深交所上市公司总体

现金分红金额同比增长

55.42%

，

显著超过同期净利润增长比例。

五是经营性现金流出现萎缩。

2010

年报数据显示， 深交所上市

公司总体业绩增长的同时， 各板

块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净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呈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 其中主板公司同比下

降

63.49%

， 披露年报的中小板公

司同比增长

5.6%

， 其中主要是由

于宁波银行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大

幅增加， 如剔除宁波银行这一因

素， 中小板平均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同比下降

43.3%

。 创业板公司平

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下降

41.4%

。

2010

年以来不断紧缩的经济

政策对部分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

性现金流产生约束， 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及通胀预期的不断加强也

使得部分上市公司主动采取增加

库存等经营措施以应对经济形势

的起伏， 致使上市公司经营性现

金支出同比大幅增长； 同时， 考

虑到经济危机后企业非经营性去

库存化等因素对可比基数的影响，

上市公司

2010

年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同比出现下降。

六是非标意见比例有所下降，

会计报表质量有所提升。

2010

年

度， 深交所有

60

家上市公司年报

被会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

意见 ， 占披露年报总样本家数

4.89%

， 同比下降

1.77

个百分点。

其中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保

留意见及无法发表意见类型合计

占比

1.14%

， 较上年有所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

2010

年深市

公司的年报数据凸显出多层次资

本市场板块特征。 多层次资本市

场上市公司是目前我国不同规模、

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行业、 不

同领域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 其

板块业绩特点不仅反映了宏观经

济变化对各类企业经营成果的影

响， 更体现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

不同成长阶段、 多样化自主创新

企业的有力支持。

2010

年深圳市

场上市公司经营成果的板块特征

依然显著。

另外， 统计显示， 深交所上

市公司

2011

年一季度总体业绩同

比略增。 一季度主板公司合计实

现营业收入

7084.28

亿元， 同比上

升

24.26%

； 实现净利润

394.45

亿

元， 上升

18.45%

。 中小板

572

家

公司一季度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41955.31

万元， 增长

29.53%

， 平

均净利润

3604.83

万元 ， 增长

27.95%

。 创业板

209

家公司一季

度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1.01

亿元，

增长

39.3%

， 平均净利润

1517

万

元， 增长

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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