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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公司一季报业绩增长

“国家队” 新进逾20家公司股东名单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证券时报数据研究中心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截至

4

月

26

日， 已经有

1734

家公司披露了

2018

年一季报，

其中

1169

家上市公司的一季报净利

实现了同比增长， 占已经披露一季报

上市公司数量的

67.42%

。

31家公司

一季报净利逾10亿

在

1169

家

2018

年一季报业绩出

现上涨的公司当中， 当代明诚的业绩

增幅最大，达到

21197.04%

；其次分别

是林州重机、新研股份、京运通和华凯

创意。

在一季报业绩下滑的上市公司当

中，云南旅游、凯文教育和

*ST

信通

等公司业绩下滑幅度排名居前。其中，

云南旅游

2018

年一季度亏损

2088

万

元，上年同期亏损

59.7

万元；凯文教

育

2018

年一季度亏损

3011

万元，上

年同期则是盈利

119

万元；

*ST

信通

2018

年一季度亏损

1.16

亿元，上年同

期盈利

753

万元。

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披露

2018

年一季报的上市公司当中， 有

31

家

公司的一季报净利超过

10

亿元，来

自银行和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分别

为

4

家。 兴业银行在今年一季度赚取

的净利润最多，达到

176.55

亿元。 这

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家一季报净利

逾百亿元的上市公司。 不过，兴业银

行的净利增速并不是很高， 只有

4.94%

。

除了兴业银行之外，平安银行、南

京银行和成都银行的

2018

年一季报

净利分别为

65.95

亿元、

28.86

亿元和

10.32

亿元， 净利增速分别是

6.13%

、

17.61%

和

20.45%

。

2018

年一季报净

利超过

10

亿元的

4

家钢铁类上市公

司分别是鞍钢股份、太钢不锈、马钢股

份和南钢股份， 实现净利分别是

15.9

亿元、

14.61

亿元、

14.17

亿元和

10.08

亿元。

在已经披露一季报的上市公司当

中

,

有

12

家公司的一季度净利亏损幅

度超过亿元。 例如，冀东水泥、漳泽电

力、 金隅集团的亏损额度分别是

4.86

亿元、

3.43

亿元和

2.12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7

年年报普

遍向好的背景下， 一些周期性类上市

公司的一季报整体上依然保持增长态

度。例如，

22

家已经披露

2018

年一季

报的钢铁类上市公司全部实现盈利，

除河钢股份之外其他公司净利增速均

保持了增长。

16

家披露

2018

年一季

报的煤炭类上市公司无一出现亏损。

不过， 有

3

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出现

了同比负增长。

国家队动向

以证金公司、 中央汇金为代表的

“国家队”的动向一直都备受关注。 证

券时报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

显示，

2018

年一季度， 证金公司出现

在

121

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当中。

其中， 证金公司持有的国电电力股份

数量最多，达到

9.63

亿股。 持有中国

核电、 兴业银行的股份数量也分别达

到

7.63

亿股和

6.49

亿股。

今年一季度， 在证金公司现身的

121

家公司当中， 中油资本、 恒顺众

昇、南京医药、中金环境、厦门钨业、立

讯精密和陕西煤业等

7

家公司系证金

公司在

2018

年一季度新进前十大股

东或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与此同

时， 证金公司在今年一季度还退出了

金发科技、网宿科技、爱尔眼科、济川

药业、 漳泽电力和博雅生物等

6

家公

司的前十大股东或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的名单。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证金公司退

出上述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或流通股

东名单，但是并不意味着证金公司就

一定是进行了减持。 以博雅生物为

例， 证金公司在

2017

年四季度新进

成为博雅生物第十大流通股股东，持

股数量为

186.63

万股。 博雅生物的

2018

年一季报显示，其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的介入门槛为

317

万股，这

意味着即便证金公司没有进行减持，

也不可能跻身博雅生物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

回头再看中央汇金。 中央汇金现身

459

家上市公司的一季报当中， 持有的

中国联通股份数量最多， 达到

2.88

亿

股。 除此之外， 中央汇金持有的京东方

A

、 平安银行等

10

家公司的股份数量也

都在

1

亿股以上。

在中央汇金现身的

459

家上市公

司当中， 有

18

家公司是今年一季度新

进，其中包括长园集团、创业环保等。 另

外，在网宿科技、浩云科技等

22

家上市

公司的一季报当中，已经不见中央汇金

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网宿科技的

2018

年

一季报显示， 中央汇金和证金公司已双

双退出公司的前十股东名单和前十大流

通股股东名单。

医药生物去年净利增长逾20%�基金密集增仓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去年以来多数医药企业恢复增

长，预计高增长将可持续，现在的医药

板块已经形成上涨趋势。 截至

4

月

26

日的年报数据来看，申万医药生物行

业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

；净利润

990.35

亿

元，同比增长

20.2%

。 机构建议，关注

业绩超预期和业绩落地支撑盈利向上

的个股，尤其是受非基本面因素影响

回调较多的优质白马。

利好政策不断业绩增长

今年以来，医药生物板块反复活

跃，板块指数累计涨幅

3.20%

，在所有

行业板块中排名第二位，次于计算机

15.50%

的涨幅。 期间，进口药品降税、

延长数据保护期、专利补偿制度等政

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医药板块的行

情， 说明市场对于医药方面的政策变

动有了更加理性的认知。

截至

4

月

26

日年报数据显示，申

万医药生物

274

家企业

2017

年实现

营业收入

1.10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

；净利润

990.35

亿元，同比增长

20.2%

。 按净利润增速计算，在

28

个

申万一级行业中位列第

19

位，表现处

于中下游。

具体到公司而言， 绝大部分医药

股

2017

年实现盈利，其中

169

股盈利

超亿元。

盈利金额最高的是丽珠集团。 公

司

2017

年实现盈利

44.29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464.63%

， 盈利金额创上

市以来新高。丽珠集团表示，业绩大增

主要是公司及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

药厂转让子公司珠海维星实业有限公

司

100%

股权所致。 盈利金额

30

亿元

以上的还有康美药业、上海医药、恒瑞

医药、云南白药、复星医药等。

净利润增幅方面，

22

只医药股

2017

年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 净利润

增幅最高的是智飞生物 ，其

2017

年实

现盈利

4.3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9

倍。

2018

年一季度，智飞生物实现

营收

8.4

亿元，同比增长

417%

，净利润

2.6

亿元，同比增长

330%

。 公司代理的

默沙东四价

HPV

疫苗，存量空间巨大，

自主研发

AC-Hib

疫苗步入放量期，为

公司贡献较大业绩弹性，业绩将迎来爆

发式增长。 业绩刺激下，智飞生物

4

月

25

日创下历史新高

41.73

元

/

股。

去年净利润增幅较高的还有莱美

药业、北陆药业、丽珠集团、健康元、天

坛生物等。

也有部分医药股年内表现不尽如

人意，如华大基因、永安药业、天目药

业、凯普生物、千山药机、华仁药业等。

跌幅最大的是华仁药业，其年内累计

跌幅高达

54.87%

。华仁药业一季报预

告显示，公司预计

2018

年一季度净利

润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63.86%

至

51.82%

。

医药行业获基金青睐

部分医药股持续获券商机构关

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开立医疗、康

泰生物、博腾股份、华润三九均获得机

构调研次数最多。 其中，今年以来开

立医疗接待机构调研

9

次。

中信证券梳理最新公布的基金一

季报发现，今年一季度全部基金中医

药股持仓占比约

11.11%

， 同比及环

比分别上升

1.19

个百分点和

2.49

个

百分点，持仓水平回升明显；主题医药

基金的持仓占比约

94.67%

，同比及环

比分别上升

5.06

个百分点和

2.14

个

百分点，对医药股的资金回流明显；扣

除医药基金后市场整体的医药股持仓约

8.26%

，同比及环比分别上升

1.05

个百

分点和

1.98

个百分点。

从基金持仓数量和市值的绝对值来

看，截至今年

1

季度，排在前五的个股为

恒瑞医药（

240

只）、长春高新（

162

只）、

复星医药（

136

只）、华东医药（

12

只）和

乐普医疗（

117

只）；按照基金持仓市值

计算 ， 排在前五的个股为复星医药

（

86.18

亿元）、恒瑞医药（

83.56

亿元）、乐

普医疗（

62.18

亿元）、长春高新（

56.33

亿

元）和通化东宝（

46.18

亿元）。

整体来看，

2018

年一季度医药板块

在行业基本平稳、外部支付环境良好、机

构改革落地等一系列催化后迎来全面走

强，机构明显加仓，但相对于历史高点仓

位看，目前仍然有较大空间。可见今年机

构对于医药板块的青睐符合机构之前的

预期，今年有望走出独立行情。

目前已披露一季报的公司中， 大部

分公司业绩符合预期，济川药业、柳州医

药等公司业绩超预期， 整个医药板块业绩

处在稳定向好。 安信证券建议，关注业绩超

预期和业绩落地支撑盈利向上的个股， 把握

行业趋势，看好具备长期投资价值，业绩较快

增长确定，估值和盈利匹配个股，尤其是受非

基本面因素影响回调较多的优质白马。

高溢价并购屡“踩雷”

中小创商誉减值危中求机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新兴科技领军与骗子公司纳入

一个板块， 名叫中小创，

2017

年 （市

场）再次这样看待。 ”申万宏源计算机

团队在近期研报中毫不留情地形容了

并购大潮落幕后

A

股正涌动的商誉

危机。

随着年报披露进入尾声， 上市公

司商誉减值带来业绩”变脸”的事例不

绝于耳。考虑到

2015

年是并购重组的

大年，

2016

年是次高峰期， 而并购的

业绩承诺期一般是

3

年左右， 直到

2018

年和

2019

年，

A

股都将面临很

大的商誉减值风险。

证券时报·

e

公司记者梳理数据

显示， 截至

4

月

26

日记者发稿时，共

有

198

家上市公司披露向下调整业

绩， 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收购标

的不达业绩预期，计提商誉损失。

商誉合计超万亿

一般来说， 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

定的无形资产至少要在每年年度终了

前进行减值测试， 但考虑到由于季报

不需要审计， 年末往往才是处理商誉

“轻装上阵”的时间。

Wind

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全部

A

股公司的总商誉资产是

6524

亿，

2016

年首次突破

1

万亿； 以

4

月

26

日晚间（截至发稿时）已经披露的年报

数据计算，

2017

年度

A

股

3511

家上

市公司合计有

1.107

万亿商誉资产。

有意思的是， 虽然计算下来每家

主板公司背负的商誉资产是

7.39

亿

元，比中小板每家

5.37

亿、创业板每

家

5.62

亿元的商誉资产要高，但不同

板块内上市公司总资产体量差异巨

大。 中小板公司商誉占总资产的比例

约 为

5.13%

， 创 业 板 公 司 高 达

12.98%

，而主板公司商誉总资产占比

还不到

1%

。

从这个角度， 可以理解为何主板

公司发生商誉减值损失带来业绩黑天

鹅的情况较少， 而中小创却是商誉计

提黑天鹅发生的重灾区。

有数据显示，

2015

年创业板外延式

并购规模

2145

亿元， 同比增速高达

172%

。 目前市场商誉资产在

20

亿元以

上的公司共

128

家。

10

亿以上商誉的合

计

277

家， 其中

78

家是创业板公司，

84

家是中小板公司。

从“商誉” 看机遇

4

月

26

日晚间发稿当天，中小创公

司中有皇氏集团宣布对合并的文化传播

公司“北京盛世骄阳”形成的商誉减值计

提

1.9

亿； 华鹏飞就收购的移动物联网

公司博韩伟业计提减值金额

3.165

亿

元， 天际股份计提收购六氟磷酸锂生产

商新泰材料

1.5

亿元， 对上市的当期业

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标的公司都是曾经市场最热门

的并购概念。 而收购时的溢价越高，业

绩承诺越“美丽”，如今商誉减值的“坑”

越大。

分行业看，传媒游戏、医药、新能源

(

锂电

)

、计算机，都是前些年并购高发的

行业。近期爆出的沃特玛拖累坚瑞沃能，

百花村收购华威医药正是在上述领域。

一旦遭遇竞争加剧与高额商誉的 “双

杀”，公司股价势必受冲击。

综合多家券商研报， 外延式并购承

诺期满后潜在的财务“洗澡”问题，始终

是券商研究员的隐忧。 但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 陆续有研究员关注从分析提示商

誉变动的风险的同时，强调机遇。申万宏

源研报称，计算机行业经消化，大多企业

主会将较多“风险资产”计入

2017

年并

使

2018

年风险资产不再增长。 因此

2018

年（最迟

2019

年）行业优质公司反

转越来越明确， 有可能是五年大周期的

开始。 此外，还有一类企业很难“商誉危

机”，收购方案非常细致，另一方面明确

协同，本身就很少有商誉危机的秘密，预

计离开对赌期依然稳健成长。

长城医药也称， 可以换个角度看行

业，在并购监管趋严和大牛市结束的背景

下，建议关注完成商誉减值，业绩处于相

对低位，未来主业有望稳定增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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