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３

年以来涨幅

２０１３

年中报净利润

同比增幅

２０１３

年中报净利润

（万元）

３０００５２．ＳＺ

中青宝

５３４％ ６６％ １

，

７５１．３０

３００２２６．ＳＺ

上海钢联

３５０％ －３９％ １

，

１０７．７２

３００３１５．ＳＺ

掌趣科技

２９５％ ４１％ ４

，

５００．６７

３０００５９．ＳＺ

东方财富

２６１％ －１３９％ －１

，

６７２．５８

３０００１４．ＳＺ

亿纬锂能

２４６％ ５４％ ５

，

８０８．５９

３０００５１．ＳＺ

三五互联

２４４％ ９２％

（亏损收窄）

－４４．３７

３０００２７．ＳＺ

华谊兄弟

２４０％ ２８２％ ４０

，

３０６．９８

３０００１７．ＳＺ

网宿科技

２３４％ ５７％ ５

，

５７６．０６

３０００７１．ＳＺ

华谊嘉信

２３３％ ５６％ ２

，

３４３．５３

３００１０４．ＳＺ

乐视网

２２２％ ２９％ １１

，

６６９．８８

证券名称

营业总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营业总收入（同

比增长率）

％

净利润（同比

增长率）

％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股价

％

碧水源

８．２３ １．０２ ７６．５６ ２６．６６ ２０．４５９６

沙隆达

Ａ １５．２０ １．２７ ３６．０８ ４３１．４３ ５．５１６０

东方园林

２１．３７ ３．２１ ４１．５７ ３２．０９ －２５．００６６

探路者

５．１４ ０．９７ ３５．２９ ６３．１２ －６．１１２５

云南白药

７３．１１ ９．３７ １９．０５ ３０．１１ ２０．８８００

格力电器

５３４．８９ ４０．１５ １０．７４ ３９．８５ ２．６９９８

美的电器

４６２．８７ ２６．０４ １８．７２ ２４．６９ ７．３２５６

合计

１

，

１２０．８２ ８２．０３ １５．７４ ３４．６７

证券名称

营业总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营业总收入（同

比增长率）

％

净利润（同比

增长率）

％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８

月

２９

日股价（

％

）

华测检测

３．３５ ０．５８ ２６．７７ ２４．８７ ３９．８３

承德露露

１４．７４ ２．０７ ２８．０１ ６３．６４ １０．４１

机器人

５．７１ ０．９７ １１．２０ １５．７１ ３６．９９

光线传媒

４．６８ １．７３ ６８．１５ １１２．１９ ４８．９４

华谊兄弟

７．４８ ４．０３ ６６．６２ ２８２．０６ １２９．９９

格林美

１３．２８ ０．７１ １４０．６２ １１．７１ ３８．０８

安洁科技

２．７５ ０．７７ ７．９９ －５．９３ １２．２１

合计

５２．００ １０．８６ ５０．１３ ８４．２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前三季度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 所属申万行业

００２０１６．ＳＺ

世荣兆业

４

，

８００

房地产

０００８３６．ＳＺ

鑫茂科技

２

，

６７３．１１

信息设备

００２５９４．ＳＺ

比亚迪

２

，

１８４

交运设备

００２１２９．ＳＺ

中环股份

２

，

１４０

电子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２

，

０８３．１１

医药生物

００２２９６．ＳＺ

辉煌科技

１

，

９５８．９４

信息服务

００２１４１．ＳＺ

蓉胜超微

１

，

６４９

电子

００２３０５．ＳＺ

南国置业

１

，

４００

房地产

００２２３９．ＳＺ

金飞达

１

，

２４０

纺织服装

００２２５６．ＳＺ

彩虹精化

１

，

１２６．２８

化工

００２１９８．ＳＺ

嘉应制药

１

，

０８４．１３

医药生物

６００８０３．ＳＨ

威远生化

１

，

０４８．３３

化工

３０００１１．ＳＺ

鼎汉技术

１

，

０００

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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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半年报解读

A股公司人力成本继续攀升

上半年支付职工现金增15%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人力成本上升的步伐仍然没有减

缓。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截至

8

月

29

日， 根据已披露半年报公司的可比数

据显示，上半年上市公司“支付给职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一项总额为

7061

亿元，同比增长

15%

。

支付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这个项目反映企业实际支付给职工的

现金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包括本

期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各种

津贴和补贴等，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其

他费用。

自

2011

年以来，上市公司的支付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这一项目

数字持续增加， 这反映出上市公司的

人力成本加大， 每一期花在职工身

上的钱都在增长。

2011

年中期，这

一数字是

5148

亿元， 去年中期是

6100

亿元，到今年中期，这个数字

就变成了

7061

亿元。 从一年的周期

看，似乎增长率只有

15%

。但是如果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很快就会达到

8000

亿元左右的水平，也就是相比

2011

年中期已经增长

50%

。 这一方

面表明由于薪酬的增加， 一些公司

的负担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对一

些企业来说， 薪酬的增加则是扩大

规模所致。

从个案上看， 个别公司支付给

职工的现金增长较快， 可能是因为

资产重组等原因。 支付给职工现金

同比数字增长较快的公司中， 富奥

股份、鹏欣资源等都重组过。大部分公

司的人力成本增长要归结于经济大

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越

来越高。

应付职工薪酬是企业根据有关规

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 包括 “工

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

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解除职工劳

动关系补偿”等。

应付职工薪酬也反映了人力成本

的变化。 最近三年来，这一数据也是持

续增长，但在今年中期，这个数字的增

长幅度有所放缓。 从

2011

年中期的

2483

亿元，增长到去年中期的

2734

亿

元，今年中期，已经增长到了

2761

亿

元。 今年中期应付职工薪酬一项，同比

增长幅度为

0.97%

。

从数字上看，

2013

年的应付职工

薪酬增长幅度变慢，可能源于几家规模

较大的企业的开支缩减。农业银行的应

付职工薪酬从去年中期的

452

亿元降

低到了今年的

431

亿元，而建设银行的

应付职工薪酬则从去年的

372

亿元降

低到今年的

309

亿元。中国石油的应付

职工薪酬也从

2011

年的

113

亿元降低

到去年的

100

亿元， 再降低到今年的

94

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几家大型企业的应

付职工薪酬减少的背后，可能是企业短

期的薪酬发放政策有变化，由于其数额

大，从而影响了整个全局的数字。不过，

也可能是这些大企业在经济大势低迷

的背景下，开始缩减开支。

蓝海公司股价高涨

红海公司业绩稳健

证券时报记者 余胜良

证券时报在

4

月

26

日刊发的年

报特刊中， 根据

2012

年年报数据，从

红海蓝海的角度发现价值， 筛选报道

了

14

家公司。 今年半年报出炉后，再

回顾这些公司， 数据证明这些公司整

体延续不俗表现。

本报通过

2012

年年报梳理出的

7

家蓝海公司今年上半年表现突出，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50.13%

，净利润

同比增长则达到

84.25%

。而

7

家红海

公司营业收入增速相对缓慢， 同比增

15.74%

， 但净利润增速达到

34.67%

，

同样表现不俗。

证券时报

2012

年报总结报道中，

《突破产业竞争 发现

A

股中的蓝海

公司》报道的公司有华测检测、承德露

露、机器人、光线传媒、华谊兄弟、格林

美、安洁科技；《杀出红海重围 传统公

司胜者为王》报道的公司有碧水源、沙

隆达、东方园林、探路者、云南白药、格

力电器、美的电器。

如今看来， 蓝海公司无论是营业

收入还是净利润增速都明显超过红海

公司，这也显示了“红海”、“蓝海”这两

个商业术语的本来含义。 不过分析数

据发现， 蓝海公司表现体现了新行业

里的不确定性， 红海公司表现则显现

出久经沙场后的稳健。

以

7

家蓝海公司为例， 营业收入为

52

亿元，净利润为

10.86

亿元，利润增长

主要依赖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拉动，

7

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共增长

4.96

亿元， 两家

传媒公司就贡献了

3.89

亿元。 承德露露

的表现更像是饮料传统行业的爆发，而

代表新行业的华测检测净利润增速为

25%

，机器人、格林美利润增速并不快，安

洁科技的上半年净利润还出现负增长。

7

家红海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1120.82

亿元，同比增速只有

15.74%

，主要是因为

两家白电公司营业收入

998

亿元， 权重

过大，而其中格力电器增速为

10.74%

，拖

慢了整体水平， 碧水源等

4

家公司同比

增速均超过

30%

。

7

家红海公司实现净

利润

82.03

亿元， 从净利润同比增长来

看，表现更为均衡，格力电器和美的电器

在规模已很庞大基础上继续快速增长，

探路者增速达到

63%

，而沙隆达更是达

到

431%

。

不过，股价表现上来看，蓝海标本更

胜一筹。 从

4

月

26

日至昨日收盘，上证

指数下跌

4.64%

，

7

家蓝海公司无一下

跌，并都有

10%

以上涨幅，其中华谊兄弟

上涨翻倍，多家公司上涨超过过

30%

。

红海公司则表现稍逊， 股价表现最

好的沙隆达和云南白药上涨两成， 但是

东方园林下跌

25%

，探路者则下跌

6%

。

754家上市公司

招待费用下降5.3%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去年底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整风措

施也吹到了上市公司。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截至

8

月

29

日，共有

754

家有

可比数据的上市公司的

2013

年上半

年招待费用合计约

25.68

亿元， 同比

下降

5.3%

。 同时，上述公司的业绩仍

然保持增长。

iFinD

统计显示，

754

家上市公司

今年上半年的招待费用合计约

25.68

亿元，而去年同期约为

27.12

亿元，同

比下降

5.3%

。 虽然招待费用在下降，

但并没有影响上述上市公司的经营情

况。上半年，上述

754

家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约

1.88

万 亿元 ， 同比增长

10.3%

；实现净利润约

772.47

亿元，同

比增长

6.78%

。

由此可见， 虽然招待费用有所下

降， 但对于招待的节省并没有对上市

公司的业绩产生冲击。 而从整体管理

费用来看， 上述公司今年上半年管理

费用约

843.87

亿元， 同比增长了

12.06%

。 在整体管理费用较快增长的

条件下， 上市公司压缩业务招待费取

得的成果相对来之不易。

从单个公司来看， 今年上半年招

待费用最高的上市公司仍是一家建筑

工程类公司， 该公司今年上半年招待

费支出约为

7311.6

万元， 同比下降

10.7%

。 不过，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的

业绩也不甚理想。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

净利润约

8.5

亿元，同比下降

1.7%

。 另

外，与这家公司情况相近的是中国北车，

今年上半年中国北车招待费绝对值也较

高，但比去年同期下降，同时净利润也同

比有所下降。

招待费下降较多的公司是，浪莎股

份、国电南瑞、宝诚股份和宏达矿业等。

这些公司没有明显的行业属性，而且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的波

动也没有明显的趋势。 招待费用的下

降，似乎不是影响这些公司业绩的最主

要因素。

相反，倒是招待费用上升的公司，业

绩普遍有所改善。 中航精机、金鸿能源、

建新矿业、 宏发股份和山东路桥是上述

公司中，招待费用增长最多的几家公司。

而这些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同比均实现

了明显增长或扭亏。 但是天津海运是个

例外， 该公司上半年招待费用

188.1

万

元，同比增长了

374.5%

，净利润却亏损

2559.8

万元， 亏损金额比去年同期大幅

增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

原本在中报和年报中披露业务招待费的

中字头央企，却在今年中报玩起了“躲猫

猫”。 其中，两家建筑类央企上市公司在

2012

年年报中的招待费金额位于全体

上市公司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分别为

7.79

亿元和

3.43

亿元。 但上述两公司在

2013

年半年报中却未披露招待费数据。

904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六成预喜

大幅预增公司主要集中在地产、汽车零部件等板块

证券时报记者 郑昱

据

Wind

统计显示， 截至

8

月

29

日收市，两市共有

904

家上市公司率先

亮出前三季预告。 其中，预增、预盈及

扭亏的公司合计有

547

家 ， 占比

60.5%

。 统计数据显示，大幅预增的公

司主要集中在地产、 汽车零部件等板

块，折射相关产业的景气回升。

在六成公司报喜的同时，也有

127

家上市公司预计前三季亏损，其中，首

亏公司

59

家、续亏

68

家。 另有

211

家

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下滑，还有

19

家

公司在预告中表示前三季业绩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无法作出准确预测。

904

家公司中，明确业绩波动幅度

的共有

799

家，其中

493

家公司预计前

三季净利润同比增长，占预告业绩波动

幅度公司总量

61.7%

。 其中，业绩预增

上限超过

1000%

以上的合计有

13

家公

司，超

100%

的合计有

67

家。

预增幅度最大的是世荣兆业，该公

司预计

2013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4.3

亿元至

4.5

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914.83

万元同比增长

4600%

至

4800%

，主要因为转让参股公

司股权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及报告期结

转的商品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分行业来看，上述大幅预增的公

司主要集中于房地产、电子、机械设

备、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反映出今年

以来地产、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的

景气复苏及需求升温。 在房地产板

块，除了世荣兆业之外，还有南国置

业、中粮地产、滨江集团、深物业等

10

家上市公司预计前三季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过

100%

，主要因为达到结转

收入条件的项目实现销售、可确认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也相应水涨船

高。数据显示，房地产板块已有

19

家公

司披露前三季业绩预告， 其中

15

家预

增，

12

家预计实现

50%

以上的高增长，

占比

63%

。

整体来看，上述大幅预增的公司主

要得益于行业产销两旺， 相关公司产

品、服务订单增加，提升了盈利水平。预

增上限超

1000%

的上市公司中，蓉胜超

微得益于电子信息产业景气度回升，辉

煌科技、鼎汉技术均受益于铁路投资的

逐渐恢复，销售收入相比去年有较大的

增长。此外，金浦钛业、威远生化业绩大

幅波动则是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鑫茂科技、金飞达、彩虹精化的非经常

性损益增厚了公司业绩。

展望前三季度，中兴通讯、京东方、

莱茵生物、长春一东等

45

家公司预计同

比扭亏为盈。 这些公司扭亏，主要基于产

品均价提升、公司推行精益管理，实现成

本降低，提升了毛利率等因素。

在预亏的

127

家公司中， 主要集中

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工等板块上市

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有色金属和黑色金

属愁云惨淡。 在公布前三季业绩预告的

29

家有色公司中， 有

16

家预减或预亏，

其中

9

家亏损占比三成之多。

此外，黑色金属板块

9

家公司已披

露三季报预告，有包括首钢股份、马钢

股份在内的

4

家公司预计亏损。上述有

色及黑色金属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包

括，行业整体需求增长低于预期，产能

严重过剩，面临着低价格、高成本、低效

益的严峻经营形势。

半年报凸显创业板两大隐忧

大多数股价领涨公司缺乏业绩支撑，商誉评估总额大幅上扬使减值风险增大

证券时报记者 杨苏

355

家创业板中报已全部揭晓，

大多数股价领涨的公司竟然没有业绩

的相对支撑。同时，在上半年并购热潮

的推波助澜下， 创业板公司合计的商

誉总额已经大幅上扬至

68.55

亿元，

超过

2011

年中报和

2012

年中报商誉

的总和， 每家公司商誉的均值也同步

大幅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板公司大多

数为科技或者文化等轻资产的行业，

因而商誉减值风险较大。 海通证券认

为，创业板超额收益短期或难以持续。

业绩与涨幅完全背离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10

年

12

月

20

日创业板指数创出的历史最高

点

1239.6

，已经在今年

8

月

27

日和

28

日被连续刷新，

28

日创出

1253.4

的最

高点。 领涨的创业板公司行业特性明

显， 涨幅前十名中有

8

家属于信息服

务行业， 还有

1

家信息设备和

1

家电

子行业公司。

不过，记者注意到，创业板公司股

价动辄数倍的飙升， 与业绩关联度很

小。 据

Wind

统计，中报净利润增幅前

20

名的创业板公司，仅有华谊兄弟今

年以来的股价涨幅进入了前

10

名。

股价涨幅前

10

名的公司都在

200%

以上， 但这些公司却有的亏损，

有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还有的净

利润增幅只是在

50%

左右。

在

2013

年以来股价涨幅前

10

名

的公司中， 除了有

2

家创业板公司中

报亏损外，上海钢联、东方财富的股价

涨幅位列第二位、 第四位， 分别为

350%

、

260%

，不过净利润却同比下滑

39%

、

139%

。 中青宝、掌趣科技和网宿

科技的股价涨幅位列第一、第三、第八

位，分别为

534%

、

295%

、

234%

，净利

润同比增长

66%

、

41%

、

57%

， 股价涨

幅远远超过业绩增幅， 而这些公司在

2012

年同期近似的业绩增幅情况下，

股价并未出现明显上涨。

有业内研究人士已经发出了明确

警告。海通证券认为，创业板内部前期

领涨的是有业绩支撑的权重股， 当前

领涨的是没有业绩的非权重股， 两者

同时面临调整的概率加大。

商誉攀升至68.55亿

这些股价涨幅数倍的创业板公

司，大部分属于科技行业。而轻资产行

业商誉更容易发生减值风险， 并直接

扣减净利润。 中报显示，

355

家创业板

公司有

159

家披露商誉， 总额进一步

攀升至

68.55

亿元，均值也同步上涨。

据

Wind

统计，

2010

年中报有

32

家创业板公司披露了不足千万元的平

均商誉， 这还不到

2011

年中报

72

家

公司商誉均值的一半。 相关数据为，

2010

年和

2011

年创业板公司商誉的

总额和均值分别是

3.13

亿元、

980

万元

和

15.53

亿元、

2157

万元。

2012

年中报和

2013

年中报， 创业

板分别有

125

家和

159

家公司披露商誉

总额和均值， 数据分别为

50

亿元、

3997

万元和

68.55

亿元、

4311

万元。

记者注意到，公司商誉金额分化较大，

2013

年中报只有

91

家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但比

2012

年同期

64

家也大幅上升。其

中

18

家创业板公司商誉金额超过

1

亿

元，蓝色光标、恒泰艾普和乐普医疗位列三

甲，分别为

6.9

亿元、

4.7

亿元、

2.6

亿元。

从申万行业分类情况来看， 商誉超

过

1

亿元的创业板公司， 绝大多数属于

信息服务行业和医药生物行业。 主要原

因是上述两个行业目前处于并购大潮之

中，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金，

通过横向或纵向的并购来发展业务。

不过， 在通过并购方式快速提升上

市公司业绩的同时， 一旦并购对象没有

达到此前业绩预期， 致使上市公司商誉

减值风险成真，对业绩的影响非同小可。

特别是创业板公司以科技和文化等轻资

产行业居多， 很多公司竞争力体现在人

才或者团队方面， 相对于其他行业更容

易出现商誉减值的黑天鹅事件。

创业板公司上市时间较短， 商誉仍

然处于快速积累增长的阶段， 只有少数

几家公司出现了小幅的减值。 随着时间

的推移， 将不断有新的商誉减值情况出

现在高速发展的创业板公司中。

蓝海样本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

红海样本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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