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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上市公司年报报喜 沪深主板表现亮眼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在

2017

年我国

GDP

总量突破

80

万

亿元、同比增长

6.9%

的大背景下，

A

股

3000

余家上市公司

2017

年度的业绩表

现同样稳中向好，好于预期。

年报披露截止日临近，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成绩单的全貌也已经基本

显现。根据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的统计，

截至

4

月

26

日，已披露年报的

3094

家公

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5.38

万亿元，合

计净利润

3.13

万亿元， 增速分别为

17.04%

、

20.9%

（按可比口径， 下同），

明显加快。

主板公司表现抢眼

已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

2147

家净利润实现正增长， 占比

69.39%

，

比例和

2016

年持平；

947

家净利润同

比下降；处于亏损状态的有

150

家，数

量上有所下降。

分板块来看，

2017

年度， 沪市主

板公司营收增速

14.66%

，净利润增速

18.99%

； 深市主板公司营收增速

22.27%

，净利润增速

40.77%

；中小板

公司营收增速

26.16%

， 净利润增速

24.72%

； 创 业 板 公 司 营 收 增 速

30.32%

，净利润增速

4.92%

。

横向对比

2016

年度，

2017

年整体

业绩表现强劲， 尤其是沪深主板上市

公司。

2016

年度，沪市主板公司营收增

速

4.55%

，净利润增速

1.29%

；深市主板

公司营收增速

13.95%

， 净利润增速

24.33%

；中小板公司营收增速

23.21%

，

净利润增速

39.51%

； 创业板公司营收

增速

33.44%

，净利润增速

37.42%

。

从中可以看出，沪深主板上市公

司的业绩增速明显加快，中小板营收

增速略有增加，净利增速下降明显，创

业板营收净利增速双双下降。 这和往

年大有不同，至少在过去三年，中小创

的业绩增速都遥遥领先于沪深主板。

具体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也可

以说明这一点，净利润增幅榜前

9

家

均为沪深主板上市公司， 第

10

名为

创业板公司。 武汉中商（

000785

）

2017

年度实现

3.58

亿元， 同比增长

174

倍，

拔 得 头 筹 。 其 后 是 昊 华 能 源

（

601101

）、方大炭素（

600516

）、深康

佳

A

（

000016

）等。

2017

年度，

537

家公司净利润涨幅

超过了

100%

，占比

17%

，超过

10

倍的

有

30

家。净利润排行榜上，前端仍被银

行、石化、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占据，且

主板上市公司占据绝对优势。 其他明

星上市公司中， 万科净利润

280.52

亿

元， 排在第

18

位； 贵州茅台

270.79

亿

元， 排在第

19

位； 格力电器

224.02

亿

元，排在第

22

位。

中小创中， 净利润最高的是海康

威视，达到

94

亿元，同比增长

26.77%

；

其次是宁波银行（

93

亿元），同比增长

19.5%

。

2016

年中小创净利润第一的温

氏股份，在

2017

年表现不佳，净利润

67.5

亿元，同比下降了

42.74%

。

周期行业复苏明显

分行业来看，

2017

年度， 传统周

期性行业复苏明显，采掘、钢铁、有色

金属业绩增速居前，计算机、综合、农

林牧渔、公用事业出现负增长。

2016

年度， 采掘行业业绩表现最

差。

2017

年度，采掘行业实现逆转，已

披露年报的

48

家行业内公司实现净利

润

909

亿元，同比增长了近

14

倍，在所

有行业中排在第一位。 其中，昊华能源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76

亿元，同

比增长

9.26%

；净利润

6.25

亿元，同比

增长

76

倍。恒源煤电净利润达到

11

亿

元，同比增长了

30

倍。 冀中能源、陕西

煤业、 西山煤电等

21

家公司的净利润

增幅超过

100%

。 业绩未能向上的仅有

潜能恒信、恒泰艾普等

9

家公司。

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设备行业的净

利润增速紧随采掘之后，都超过了

100%

。

钢铁行业中，已披露年报的

32

家公

司无一亏损，业绩下滑的仅有西宁特钢、

久立特材， 其中

25

家净利润增速超过

100%

，且八一钢铁、韶钢松山、包钢股

份、柳钢股份、安阳钢铁都超过了

10

倍。

有色金属行业同样一片大好， 已披露年

报的

102

家公司仅中孚实业、 东方钽业

等

4

家亏损，

37

家公司净利润增速超过

100%

，方大炭素、华友钴业、盛和资源、

丰华股份都超过了

10

倍，业绩增长的有

80

家，下滑的

22

家。 机械设备行业中，

开元股份、康跃科技、华铁股份、宁波东

力的净利润增速超过

10

倍。

其他行业中， 建筑材料净利增速达

到

77.87%

，轻工制造达到

53.45%

，国防军

工、通信、交通运输、电子、化工、休闲服

务、房地产、商业贸易、家用电器等行业

的净利润增速超过

30%

。 业绩出现负增

长的共有

4

个行业， 公用事业净利下滑

26%

居首，农林牧渔下滑

13.7%

，综合、

计算机略微下滑。

强监管显威力

高送转不再随心所欲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以往资本市场最喜闻乐见的主题

“高送转” 到了

2017

年报披露季黯然

失色。正值年报披露的尾声，记者发现

发布高送转的公司数量与送转幅度较

以往大幅下降， 而高送转方案与业绩

匹配度逐步提高。

高送转哑火

2015

年资本市场高送转蔚然成

风。

Wind

数据统计，

2015

年全年实施

高送转的公司有

493

家， 数据达到巅

峰。而此前，从

2010

年到

2014

年的

5

年间，每年“高送转”的上市公司数量

分别为

205

家 、

213

家 、

173

家 、

196

家、

342

家。

由于

2015

年出现的高送转助推

股价、但与公司业绩并无关联的现象，

上交所、深交所陆续出台“高送转”信

息披露相关文件整治这一“乱象”。

在监管的注视下，

2016

年 “高送

转”出现了明显降温。

2016

年全年上

市公司“高送转”仅

220

起左右，不及

2015

年的一半； 而

2017

年数量进一

步下滑，截至发稿，共

184

家公司实施

高送转，市场已逐渐回归理性。

除了送转上市公司数量明显减

少，送转股的幅度较往年有大幅下降。

Wind

统计显示，截至

4

月

26

日，

披露

10

股转

15

股以上的公司仅三

家，而

2016

年年报

10

转

15

以上的公

司达

30

家。今年披露

10

转

10

以上分

配预案的公司有

31

家， 相比

2016

年

的

168

家数量大幅缩水。

最强监管来袭

此前高送转一度被认为是资本市

场的“顽疾”，因为配合高送转掩护的减

持、解禁套现等手段屡见不鲜。因此“高

送转” 行为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导致对高送转信息披露的监管不断趋

严。现在，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高送转，

很快便会受到监管的关注。

3

月以来，有数十家公司披露“高

送转”预案后，引来交易所的火速问询

或关注。 其中，

4

只“高送转”的次新股

预案均被问询或关注。

次新股“深圳新星”在业绩下滑的

情况下拟推“高送转”，引来了交易所

的问询。上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实施高

送转方案的主要考虑及其合理性、可

行性， 送转比例是否与公司业绩水平

相匹配； 并补充披露四个季度经营性

现金流持续为负且与净利润表现明显

背离的原因等。

八一钢铁拟每

10

股转增

10

股。

交易所要求该公司全面评估导致业绩

下滑的各项因素是否已消除， 公司盈

利能力是否得到根本改观， 公司高速

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4

月

4

日晚间沪深交易所 《高送

转指引》亮相。新规要求高送转比例与

公司业绩挂钩， 配合高送转的减持行

为受到约束。

4

月

24

日，上交所发布

文章称，借“高送转”信息内幕交易必

受严查不怠慢。

在监管的重点关注下， 多家公司

相继修改了送转预案。 金贵银业于

2

月

8

日预披露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

10

转

10

派

1

元， 根据相关监管

要求，将预案调整为

10

转

7

派

1

元。

另外， 荣晟环保和华立股份等公

司纷纷公告降低了送转比例， 加大了

现金分红力度。

业绩匹配度提高

记者统计发现， 今年发布送转预

案公司的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增长率

均为近几年最高。

其中，拟

10

转

15

派

1.4

元

(

含税

)

的

花园生物年报显示，

2017

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4.2

亿元， 同比增长

27.58%

；

净利润

1.3

亿元，同比增长

197.91%

。另

外，受益于维生素涨价，

2018

年一季度

花园生物实现营业收入

2.36

亿元，同

比增长

171.66%

； 净利润

1.22

亿元，同

比增长

493.55%

。

拟

10

转

15

派

10

元

(

含税

)

的鸿特

精密去年业绩同样大增。 年报显示，

2017

年公司净利

4.87

亿元， 同比增

871.88%

。 同样计划

10

转

15

的杰恩

设计和美联新材去年净利润分别增长

52.47%

和

15.33%

。

渤海证券研报指出， 相关公司

的送转方案与业绩匹配度较往年明

显提高， 监管部门的问询起到了重

要作用。

从股价表现来看， 经过对每单

“高送转”及时问询、停牌，“高送转”

引发的股价非理性波动明显减少。 但

高送转作为股东权益的一种内部调

整，在二级市场备受投资者追捧。 券

商分析人士指出，高送转股并不等同

于高风险股，那些基本面稳健的绩优

高送转标的，仍将是市场的重要投资

方向之一。

2017年A股分红或达万亿 部分铁公鸡开始拔毛

证券时报记者 王基名

在现金分红受到监管重点关注的

情况下，

2017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无论

现金分红数量还是现金分红热情均有

所提升。

截至

4

月

25

日， 两市共有

2299

家上市公司拟进行现金分红，

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已经实施和预案公布的

现金分派总金额已达

9885

亿，接近万

亿大关。另外，部分“铁公鸡”上市公司

也开始用现金分红方式回馈投资者。

现金分红或达万亿

数据显示，已有

2319

家上市公司

公布了

2017

年度分红预案， 其中

2299

家上市公司拟进行现金分红，

拟分红总金额达到了

9402

亿元。 另

外，根据

2017

年半年报，有

75

家上

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实施分红总

金额约

485

亿元。 综合计算

2017

年

年报和

2017

年半年报，

A

股上市公

司已经实施和预案拟现金分红金额

高达

9885

亿元。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截止时间还有

2

天 （以

4

月

25

日计算）， 两市共计

3528

家上市公司还有超一成上市公

司未披露

2017

年年报 （

3051

家已披

露）。因此，全部

A

股上市公司

2017

年

度总现金分红或将超万亿，而

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共计实施现金分红金额为

9656

亿元。

A

股公司参与现金分红的热情也

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截至

4

月

25

日， 拟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

达

2299

家， 该数量已经多于

2017

年

5

月初年度报告截止日后拟进行现金

分红的

A

股上市公司数量（

2177

家），

而且多出

132

家， 而最新上市公司数

量 （

3528

家） 仅比

2017

年

4

月末时

（

3223

家）多出

306

家。

在已经公布分红预案的

A

股上市

公司中， 有

16

家公司拟进行超百亿现

金分红。 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

业银行、 中国银行等四家公司

2017

年

度拟现金分红金额均在

500

亿以上，分别

约

858

亿元、

728

亿元、

579

亿元、

518

亿元。

另外，备受关注的贵州茅台，

2017

年度分

红方案也相当慷慨， 拟每股派现

10.99

元， 为目前公布分红预案上市公司中每

股派现最高的公司。 贵州茅台

2017

年度

共分配利润

138.17

亿元， 占

2017

年净利

润的

51%

。

铁公鸡拔毛

在监管重压之下， 部分长期未分红

的上市公司也终于开始用现金分红回馈

股东。

浪莎股份和辅仁药业均是被证监会

在今年

2

月份点名的“铁公鸡”，当时双

双被问到公司长期不能进行现金分红的

原因，并被要求向投资者做出说明。

浪莎股份

2007

年借壳登陆资本市

场， 浪莎股份及其前身长江控股在之前

19

年均未进行过现金分红，被戏称为最

抠门“铁公鸡”。

4

月

24

日，浪莎股份终

于出台第一份现金分派方案， 公司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

0.6

元（含税），拟分红总

金额为

583

万元。

自

2006

年借壳上市以来从未进行

过任何形式分红的辅仁药业， 也在最近

披露了分红派息方案。

4

月

21

日，辅仁

药业称公司以总股本

6.27

亿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8

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8028

万元。

不过， 仍有部分长期未分红上市公

司坚持不分红。 金杯汽车上市后已经连

续

25

年未分红，在今年

2

月份也曾被监

管层关注，当时金杯汽车还表示“将努力

按照上级现金分红政策实现分红， 彻底

改变多年来无法现金分红的局面”，但最

终仍然落空。

另外， 曾经的分红大户格力电器同

样因为分红问题引起关注。

4

月

25

日晚

间格力电器披露年报，公司

2017

年度没

有分红计划， 留存资金用于集成电路等

新产业。

4

月

26

日，格力电器股票大跌

8.97%

， 当天中午深交所也发关注函，要

求格力电器说明

2017

年度未进行现金

分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创业板去年平均盈利能力增长 11家盈利超10亿

证券时报记者 孟庆建

截至

4

月

26

日晚

19

时，

722

家

创业板公司中有

696

家发布了

2017

年报。 其中，有

663

家公司盈利，

32

家

公司在

2017

年业绩负增长，亏损企业

占已发布年报公司总数的

4.6%

。

数据统计显示，共有

10

家公司营

收超过

100

亿元。 其中，上海钢联、温

氏股份、蓝思科技、三聚环保、蓝色光

标位列前五， 营收分别为

736.97

亿

元、

556.57

亿元、

237.03

亿元、

224.78

亿元、

152.31

亿元。 有

34

家公司营收

增幅超过

100%

。 其中，佳沃股份、中

际旭创、蓝英装备、力源信息、金石东

方，增幅分别为

8269.92%

、

1690.82%

、

643.14%

、

417.24%

、

333.47%

。

值得一提的是，有

80

家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长超

100%

。 净利润增幅排

在前五的分别为开元股份、康跃科技、

中际旭创、智飞生物、莱美药业，净利

润 增 幅 分 别 为

2617%

、

1551%

、

1506%

、

1229%

、

696%

。

净利润排在前五的分别是温氏

股份、三聚环保、碧水源、蓝思科技、

利亚德， 净利润分别为

67.51

亿元、

25.39

亿元、

25.09

亿元、

20.47

亿元、

12.10

亿元。 净亏损排在前五位的分

别是易成新能、沃森生物、大富科技、

国民技术、恒泰艾普，亏损金额分别

为

10.24

亿元、

5.37

亿元、

5.12

亿元、

4.88

亿元、

4.46

亿元。

从目前应公布年报的

696

家创业

板公司情况来看， 平均净利润则好于

2016

年创业板公司总体情况。 已发布

年报的

696

家创业板公司

2017

年净

利润总额为

1026.30

亿元， 平均净利

润约

1.47

亿元；

2016

年全部

722

家创

业板公司的净利润总额为

1026.63

亿

元，平均净利润为

1.42

亿元。

其中，盈利超

10

亿的创业板公司明

显增多，

696

家公司中有

11

家公司

2017

年盈利超

10

亿，

11

家盈利超

10

亿的上

市公司净利润之和为

215.14

亿，占全部

696

家公司总利润之比为

20.96%

。 而

2016

年全部

722

家创业板公司中仅有

8

家公司净利润超过

10

亿，

8

家公司净利

润之和为

212.41

亿， 占

2016

年总利润

之比为

20.69%

。

2016

年温氏股份净利润为

117.90

亿元，是

2016

年所有创业板公司中唯一

净利润过

100

亿的公司。

作为创业板净利润、流通市值龙头，

温氏股份受

2017

年猪肉价格下降影响，

2017

年在生猪出栏增加了

191.44

万头

的同时，净利润却大降超

50

亿。 报告期

内， 公司商品肉猪销量同比增

11.18%

，

但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

18.59%

。 一季度，公司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净利润实现

14.08

亿元，

同比下降。

此外，创业板权重股中，蓝思科技

2017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70%

，但在

2018

年一季度报告，蓝思科技受到下游手机

行业去库存的影响，净利润同比下滑五

成。 蓝思科技表示，随着新产品良率不

断提升及消费电子行业逐渐转入旺季，

将有利于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明

显改善。

备受关注的乐视网， 在发稿之前尚

未公布财报。 此前，公司原定于

4

月

25

日披露年报，因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延

期至

4

月

27

日披露。 公司表示

2017

年

净利润亏损额可能进一步扩大， 未出现

账面净资产为负等导致公司不具备上市

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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