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大路

B

公告编号：

2012-031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发布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

况， 根据河北证监局的统一安排， 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15:00-17:30

举行

2011

年度业绩

网上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

者可以登录

"

河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hebei/

） 参与交流。

公司相关人员将参加此次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承德大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900

证券简称： 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1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湖南证监局关于规范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存放的整改要求 （详见

2012

年

5

月

5

日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公司网站

www.xdtz.net

公告）， 公

司已收回存放于公司在第一大股东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下属的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的所有存款

28.81

亿元， 并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收取利息

5,174,657.26

元。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关于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裕祥

A

开放申购与

赎回业务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刊登的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裕祥

A

开放申购与

赎回业务的公告》 中， 第五部分

"

基金销售机构

"

第一节

"

场外销售机构

"

第二条

"

场外非直销机

构

"

， 补充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 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2-18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披露。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15:00-17:30

举行

2011

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采取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河

北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hebei/

） 参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 金晶科技 编 号： 临

2012-009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

席大会的职工代表应到

56

人， 实到

51

人， 符合法定人数。

经过认真讨论，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宋成俊、 姚明舒、 李海杰为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任期

3

年。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个人简历：

（

1

） 宋成俊， 男，

1974

年

1

月出生，

1995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硅酸盐专业， 大专学历。

2004

年获山东省

"

富民兴鲁

"

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1995

年至今， 在本公司工作， 任生产部经理。

（

2

） 姚明舒， 男，

1975

年

10

月出生，

1996

年毕业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物资经贸系，

1996

年

7

月至

今任职于本公司， 负责公司产品销售工作。

（

3

） 李海杰， 男，

1975

年

2

月生人， 硕士学历， 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

2000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

负责本公司生产工艺、 技术研发等工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９

股票简称： 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Ｌ２０１２０５１８００１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 《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８．４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７．５６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８９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９４

胡佳佳

五、 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８００

号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３８１１９９９９

咨询联系人： 庄涛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３８１１９９９７

六、 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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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上市公司

2011

年报实证分析报告

深交所综合研究所年报分析课题小组

� � � �

前言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深交所

1429

家上市公司如期披露了

2011

年

报或年报数据， 其中主板公司

484

家， 中小企业板公司

653

家， 创业板

公司

292

家。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的推进， 深交所上市公司在国民经

济特别是新兴产业、 中小企业中的代

表性不断增强，

2011

年的年报数据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市场支持和服

务实体经济的状况， 也体现了我国经

济转型时期的复杂性和趋势性特征。

年报的全样本统计分析显示：

（

1

） 上市公司总体实现业绩增长， 多

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的能力有所增强， 上市公

司社会贡献度提升； （

2

） 多层次资

本市场差别化发展特征进一步明晰，

不同板块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呈现阶梯

状特征； （

3

） 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反

映了当前经济形势和转型阶段的特

点： 经营及筹资活动现金流趋紧， 但

是投资支出强劲增长； 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增加， 出口型行业业绩降幅较

大； 要素成本上升， 上市公司转型压

力加大； 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 资金

周转效率降低； 行业景气度分化， 凸

显经济结构调整期特征； （

4

） 以下

情况值得关注： 公司发展增速放缓，

分化加剧； 经济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新兴产业优势有待发挥； 资本市场对

国民经济服务薄弱环节的工作力度需

要进一步增强；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有

待优化， 产业整合和资源配置效率有

待提升。

一、

2011

年度上市公司

总体情况分析

2011

年是 “十二五” 开局之年，

调结构、 转方式有序展开。 在复杂多变

的内外经济环境下， 我国经济整体保持

了平稳增长， 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各

板块上市公司也取得了较好发展。

（一）上市公司总体实现业绩增长

2011

年， 深交所上市公司总体

业绩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营业收入较

2010

年增长

17.97%

， 其中主板、 中

小 板 和 创 业 板 的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5.76%

、

22.83%

和

26.27%

； 净利润

同比增长

6.90%

， 其中主板、 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增长率分别为

4.98%

、

8.89%

和

12.83%

。 深市

83.28%

的上

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63.19%

的

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深交所非金融业上市公

司利润增长率为

1.55%

， 主板上市公

司净利增速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出

现下降。 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

11.54％

， 与

2010

年基本持平， 总体

资产收益情况良好。

(

见表

1)

（二） 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国民

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能力有所

增强

1

、 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

截至

2012

年

3

月， 深交所战略

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共计

482

家， 占

上市公司总数的

33.73%

， 其中， 主

板

82

家， 中小板

212

家， 创业板

188

家。

2011

年深交所新增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市公司

97

家， 在资本市场

支持下发展迅速。 以创业板为例，

2011

年， 已披露固定资产投资数据

的

102

家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

公司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62.87

亿

元， 同比增长

40.76%

。

2

、 对农业和文化产业等其他重

点产业支持力度加强

2011

年底， 在深交所上市的涉

农企业

49

家， 比

2010

年底增加

6

家。 收入较上年增长

31.07%

， 高于

全部公司的

17.97%

的增幅， 净利润

增长

28.63%

， 显著高于全部公司平

均

6.9%

的水平。 文化产业方面， 按

宽口径计算，

2011

年底上市的文化

企业

55

家， 比

2010

年底增加

10

家。

收入较上年增长

19.35%

， 净利润增

长

17.73%

， 也均高于平均水平。

3

、 积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2011

年底， 深交所上市公司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861

家， 其中主板

146

家， 中小板

457

家， 创业板

258

家。 高新技术企业群体继续是资本市

场的重点支持对象， 中小板和创业板

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重

要渠道。 在主板、 中小板和创业板，

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分别为

28.51%

、

69.98%

和

88.36%

。 截至

2011

年底，

深交所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家获得

24

项发明专利，

5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7

项外观设计专利， 均超过上市公

司的总体平均水平 （分别为

6.5

项、

39

项和

21

项）。

4

、 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提高

2011

年， 深交所上市公司研发

支出金额合计

992.30

亿元， 平均每

家

0.69

亿 元 ， 较

2010

年 增 加

27.73%

。 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比例的区间分布情况看，

2011

年， 有

266

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比

超过

5%

， 占全部上市公司样本总数

的

18.61%

， 较

2010

年略有上升。 研

发强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中

小板和创业板， 在上述

266

家公司

中， 中小板和创业板分别有

124

家和

119

家。 就板块平均水平而言， 创业

板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居三板块

之首 ， 达到

5.04%

， 高于中小板

2.53%

和主板

3.05%

的水平。

5

、 并购重组促进产业整合和企

业做优做强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展开，

以及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各项政策

的逐步落实， 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步

伐加快。

2011

年， 深交所共有

70

家

公司完成了

94

起重大资产重组， 涉

及金额

1251.84

亿元。 重组后，

70

家

公司的平均资产总额增幅为

52.53%

，

平均营业收入增幅为

25.56%

， 平均

净利润增幅为

20.42%

。 在

94

起资产

并购重组中，

35

起属于上市公司在

完善或优化产业链、 获取核心技术、

增强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产业整合型并

购重组行为，

43

起属于上市公司开

拓新市场、 丰富产品线、 扩张规模而

进行的并购重组行为， 只有

13

起属

于上市公司因经营业绩不佳， 为降低

退市风险而进行的资产整合行为。

6

、 服务区域和城乡平衡发展

2011

年， 中西部地区中小板和

创业板公司总数为

206

家， 其中中部

119

家， 西部

87

家， 合计比

2010

年

增长

55

家， 占两个板块上市公司数

的

21.8%

。 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营业

收 入 增 长

20.23%

， 净 利 润 增 长

9.52%

， 分别高于深交所上市公司总

体

2.26

个百分点和

2.62

个百分点。

2011

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中有

642

家和

168

家分别来自地级和县级市

（按公司总部注册地计算， 不含直辖

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区）， 合计占深市

上市公司总数的

56.68%

。

168

家总部

设在县级市的企业中， 超过八成在中

小板 （

118

家） 和创业板 （

21

家） 上

市。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对提高

资本市场渗透力、 发展县域经济、 促

进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初步显现。

（三） 上市公司社会贡献度提升

1

、 就业人数和员工薪酬双增长

2011

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职工薪

酬支出合计

2801.79

亿元， 较上年增

长

24.39%

。 深交所

1429

家上市公司

领薪员工总人数为

509.53

万人， 同

比增加

8.50%

， 其中， 创业板上市公

司员工人数增速最快， 较

2010

年增

长了

28.66%

。 从人均薪酬看，

2011

年上市公司员工人均薪酬支出

5.50

万元， 同比上升

14.64%

， 其中主板、

中小板和创业板增幅分别为

15.98%

、

15.20%

、

12.52%

。

2

、 税收贡献能力不断增强

2011

年深交所上市公司合计支

付各项税费

2836.26

亿元， 同比增长

23.33%

。 其中， 上市公司合计所得税

费用

771.68

亿元， 近三年在全国企

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占比一直稳定。

3

、 现金分红力度加大

2011

年， 深交所共

1030

家上市

公司推出现金分红预案， 占全部上市

公司的

72.08%

， 分红公司数较

2010

年增加

84

家， 涉及分红金额

773.91

亿元， 同比增长

14.54%

。 上市公司

分红预案数据显示，

2011

年上市公

司平均股利支付率

29.62%

， 其中，

创业板上市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

38.75%

， 高于中小板公司

5

个百分

点， 高于主板公司

13

个百分点。

4

、 环保投入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1

年深交所

968

家上市公司

报告了环保支出数据， 当年环保支出

合计

160.89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为

0.42%

， 其中主板、 中小板和创

业板上市公司分别为

0.44%

、

0.36%

、

0.87%

， 创业板上市公司环保投入强

度最大。

二、 多层次资本市场差

别化发展特征进一步明晰

深交所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同板块

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继续呈现阶梯状特

征。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的平均资产规模

分别为

116.62

亿元、

30.81

亿元、

11.47

亿元。 平均营业收入增速由高

到低依次为创业板、 中小板和主板，

其中创业板收入增速为

26.27%

， 分

别较中小板和主板高出

3.44

个百分

点和

10.51

个百分点。 创业板平均净

利润增速为

12.83%

， 高于中小板

3.94

个百分点， 高于主板

7.85

个百分

点， 体现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多层次特

征。

（一） 主板公司业绩集中度进一步

提高

2011

年度， 主板净利润排名前

10

位的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

589.06

亿元 ， 占主板公司总体净利润 的

35.75%

， 较

2010

年上升了

6.6

个百分

点。 这

10

家上市公司

2011

年平均净利

润增速为

28.75%

， 高于主板公司总体

增速近

24

个百分点。 行业分布显示，

上述公司多处于制造业、 房地产等传统

行业， 其中制造业占

7

家。 借助资本市

场平台， 不少主板上市公司自我积累与

外延扩张的结合， 推动企业持续做优做

强， 成为蓝筹企业。

（二） 中小板优势企业不断涌现，

行业分布更趋广泛

2011

年中小板公司数量稳步增加，

一批细分行业领先企业脱颖而出， 净

利润居前的上市公司中， 荣盛石化、

海康威视 、 森马服饰 、 比亚迪均在

2010

年至

2011

年间上市。 苏宁电器、

洋河股份等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继续保

持快速发展。 中小板不断吸收和涌现

一批行业细分龙头企业， 行业代表性

更加广泛丰富， 以

2011

年净利润前

20

名中小板公司为例， 其分布既有房地

产、 石化、 采掘等传统行业， 也有生

物医药、 商业连锁等新兴行业或经营

模式企业。

（三） 创业板盈利能力较强， 资产

扩张速度快

创业板公司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技

术、 环保、 新材料、 新能源、 高端制

造、 生物医药等行业， 具有相对较高的

研发投入比例，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

较高的销售毛利率。

2011

年创业板上

市公司平均毛利率达

35.22%

， 显著高

于主板和中小板， 显示了较强的盈利能

力。 与主板和中小板公司相比， 创业板

公司的资产规模增长较快。

2011

年创

业板公司增产规模平均增加

43.31%

，

所有者权益增加

46.41%

， 显著高于其

他板块。

三、 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反

映了当前经济形势和转型阶

段的特点

（一） 经营及筹资活动现金流趋

紧， 但是投资支出强劲增长

整体上看，

2011

年深交所上市公

司面临较大的现金流约束， 剔除金融行

业外现金流净值降幅达

69.16%

， 其中

房地产行业受调控政策的影响， 净现金

流同比大幅下降

170%

。 从经营活动现

金流净值分析， 剔除金融行业， 上市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

1.99

个百分点， 除主板仍维持同比增长外，

中小板和创业板同比降幅分别 达

20.07%

和

95.83%

。 但是，

2011

年上市

公司投资活动强劲， 除金融行业外， 投

资活动净现金支出同比增长

35.80%

，

传播与文化产业、 机械制造业、 电子制

造业、 石化、 采掘等行业均保持了较高

的投资增速， 呈现逆势扩张的态势。

（二）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出

口型行业业绩降幅较大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

2011

年机电、 服装等当前我国出口商

品集中的行业业绩增长趋势仍不容乐

观。 以电子行业为例，

2011

年该行业

实现了

19.79%

的营业收入增速， 但增

速较

2010

年同比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 汇率波动成为上市公司

面临的挑战， 以主板上市公司为例，

2011

年汇兑损失扩大

12.02

倍， 汇兑损

失达到财务费用总额的

4.03%

。

（三） 要素成本上升， 上市公司转

型压力加大

剔除金融行业，

2011

年深交所上

市公司营业成本增速为

18.87%

， 高于

营业收入增速

0.8

个百分点， 导致毛利

率同比下降。 长期以来生产要素成本过

低的局面初步扭转， 上市公司面临更大

的经营转型压力。 以资金成本和劳动力

成本为例。

2011

年央行先后

3

次上调

存贷款基准利率共

0.75%

， 连续加息使

上市公司资金成本迅速上升。 如

2011

年主板

484

家上市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

长

28.12%

。 劳动力成本方面， 剔除金

融行业，

2011

年上市公司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支 出上升

26.22%

， 其中， 主板、 中小板、 创业板

支付职工的现金支出 增速 分别为

21.87%

、

32.27%

和

47.04%

。

（四） 存货和应收账款增加， 资金

周转效率降低

2011

年， 剔除房地产业， 上市公

司存货增速虽较

2010

年有所降低， 但

依然高达

27.61%

（中值数据）， 存货增

速快于营收增速

9.64

个百分点。 分项

统计显示， 存货构成最大的分别是在产

品、 库存商品和原材料， 占比依次为

34.06%

、

26.19%

和

17.48%

， 上述三项

存货分别较上年增长

41.53%

、

27.72%

和

7.74%

， 显示企业库存商品和在产品

的未来销售压力较大。 此外，

2011

年

834

家上市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187.24

亿元， 同比增长

40.22%

。

2011

年， 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也出

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截至

2011

年末，

剔除金融行业外， 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同

比增加

27.34%

， 增幅超过营业收入

9.37

个百分点。

（五） 行业景气度分化， 凸显经济

结构调整期特征

2011

年， 采掘业、 建筑业、 农林

牧渔、 批发零售贸易、 食品饮料行业实

现了较高的收入增长和净利润增长。 但

是，

2011

年， 交通运输与仓储、 电力、

信息及技术、 金属非金属等行业出现了

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净利润出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 有

7

个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毛

利率水平较上年有所提高， 其中， 传播

与文化产业毛利率升幅较大， 毛利率同

比上升

6.65

个百分点。 有

10

个行业出

现不同程度的毛利率下降， 其中， 交通

运输仓储业和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毛利率水平同比分别下降了

5.12

个百分点和

3.32

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

泛消费类、 新兴产业类公司保持相对平

稳的增长， 而部分高能耗、 强周期行

业， 则经受了较大的压力。

四、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 公司发展增速放缓， 分化

加剧

2011

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虽同比增长， 但增速有所放缓， 这一

现象在

2011

年下半年已现端倪， 上市

公司业绩前高后低导致全年业绩增长情

况不及上半年。 最新公布的上市公司

2012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显示， 上市公

司总体营业收入虽保持增长， 但增速已

下滑至

4.3%

， 净利润更是出现

15.3%

的

负增长。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更加趋于分化。

2011

年， 有

265

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增

幅超过

50%

， 占样本总数的

18.54%

；

183

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超

过

50%

， 占样本总数

12.81%

。 与营收

增长情况相比， 利润增长情况集中于两

端现象更为明显。

（二） 经济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新兴

产业优势有待发挥

当前，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

整经济增长结构进入关键时期。 在钢铁、

石化、 采掘等传统行业， 依然面临产业

低端化或经营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困扰。

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业绩优势仍

有待体现：

2011

年年报数据显示， 战略

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净

利润增速均小幅低于全体上市公司的平

均水平。 部分上市公司虽处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 但是位于产业链的低端， 甚至

出现产能过剩， 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较

为脆弱。 以光伏产业为例， 由于较大程

度依赖国外需求， 受欧债危机、 光伏业

产能过剩以及多个国家缩减光伏产业补

贴的影响， 该行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较

大的冲击。

2011

年光伏行业虽仍保持

22.82%

的营业收入增速， 但净利润同比

负增长， 降幅达

23.50

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也影响

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例如， 种子行业是

现代农业的基础， 是国家战略性、 基础

性核心产业， 但是受行业政策、 科研体

制、 市场割据等因素的影响， 深市种子

行业上市公司增长迟缓， 行业集中度多

年来徘徊不前， 深交所上市的隆平高科、

登海种业等

5

家种子公司， 按规模都位

列我国种业十强，

2011

年

5

家公司种子

销售收入约

40

亿元， 占全国种子销售额

不足

15%

， 仅相当于美国种业巨头孟山

都一家的十二分之一。

（三） 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服务薄弱

环节的工作力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2011

年， 越来越多的涉农企业、 文

化企业以及中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但是与这些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

位相比， 依然属于资本市场服务的薄弱

环节， 工作力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例如，

2011

年深交所涉农企业上市

6

家， 比

2010

年的

10

家还有所降低。 截至

2011

年底， 按宽口径计算， 在深交所上市的

文化企业只有

55

家， 总的销售收入

912.65

亿元， 年底市值

2878.77

亿元，

这个发展水平与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大发

展的要求仍有差距， 与文化产业约

3.9

万亿元的总产值也不匹配。

2011

年， 中

西部的

GDP

约占全国的

40％

， 增长率近

年来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在深

交所上市的公司市值占总市值的比重不

到

30％

。

（四） 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有待优化，

产业整合和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2011

年底， 剔除金融行业， 上市公

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55.45%

， 同比微幅

上升， 但资产负债率中值较

2010

年下

移了

5.91

个百分点。 创业板上市公司资

产负债率最低， 仅为

19.24%

， 远低于

主板

63.27%

和中小板

43.48%

的水平。

中小板， 尤其是创业板， 需要合理利用

债务融资， 改善融资结构， 提升净资产

收益率和股东回报率。 此外，

2011

年

末 ， 上 市 公 司 应 付 公 司 债 券 余 额

1371.28

亿元， 虽然同比增长

73%

， 但

是仅占全部债务余额的

2.73%

， 利用债

券市场有很大空间。

深交所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主要集中

在主板，

2011

年共计发起

35

起并购重

组， 涉及金额

1157.33

亿元， 占全部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金额的

92.45%

。 中小

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

59

起并购重组涉

及金额分别仅为

73.12

亿元和

21.40

亿

元， 表明中小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还主

要依赖内源扩张， 可以更多利用资本市

场优势加大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力度，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表

1 2011

年上市公司总体业绩情况

单位：

%

， 元

/

股

板块

平均营业收入

增长率

平均净利润

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剔除金融行业）

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净利润增长率

（剔除金融行业）

平均每股

收益

净资产

收益率

平均销售毛利率

主板

１５．７６ ４．９８ ６．０６ －２．７４ ０．４１ １１．６４ １８．２２

中小板

２２．８３ ８．８９ ８．４１ ５．６６ ０．５２ １１．９２ ２２．４６

创业板

２６．２７ １２．８３ １２．８３ １０．９９ ０．５３ ９．５３ ３５．２２

全部公司

１７．９７ ６．９０ ７．４２ １．５５ ０．４５ １１．５４ １９．９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