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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吴志

4月 29日晚，A股公司 2023年年

报基本披露完毕。去年是三年新冠疫

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A
股公司整体经营保持了稳健。

根据Wind统计数据，截至记者发

稿，有4945家A股公司披露2023年年

报。其中有约 2900家收入同比增长，

占比近六成；超过 2500家公司去年归

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023 年，31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有 21 个行业收入整体实现增长，其

中，社会服务、汽车、电力设备、食品饮

料等行业整体收入增幅较快。

4月 29日晚，A股 2024年一季报

也基本披露完毕。截至记者发稿，披

露一季报的公司共 4673家。这些企

业一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 12.1 万亿

元，净利润 9296 亿元，同比基本持

平。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一季度有

20个行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

近六成公司增收

据Wind统计，截至记者发稿，已

披露年报的A股公司2023年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 68.94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1.65%；合计实现净利润 5.62万亿元，

同比下降约2.6%。

2023年，约 2900家A股公司营业

收入同比实现增长，占已披露财报公

司（4945家）的比例近60%。其中，233
家公司去年收入增幅超过 50%，65家

公司收入增长超过 100%。2023年，A
股收入排名前50的公司，有33家收入

保持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包括比亚

迪、保利发展、宁德时代等。

2023 年有约 2000 家公司收入出

现下滑，不过大幅下滑企业数量有所

减少。据统计，2023年收入下滑超过

30%的有 302家，较 2022年降低；下滑

超过 50%的公司共 75家，同比也有所

下降，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设备制造、

材料、医药等领域。

从盈利情况来看，2023年A股共

有约 2500家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其

中 近 600 家 公 司 净 利 润 增 幅 超 过

100%。增幅较大的有丽江股份、惠城

环保、华电国际等。华电国际净利润

从 2022 年的 1.16 亿元，增至 45.2 亿

元，增幅达3789%。

另外，去年也有不少企业经营状

况明显好转。如海航控股、荣盛发展

等 30多家 2022年亏损超过 10亿元的

企业，去年实现扭亏。海航控股 2022
年亏损超过 200亿元，2023年实现净

利润3.1亿元。

消费板块强势复苏

疫情过后，2023年消费板块复苏

强劲。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2023
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1495亿元，比上年增长 7.2%。按消

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418605亿元，

增长5.8%；餐饮收入52890亿元，增长

20.4%；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0%。

消费市场的复苏推动了上市公

司业绩增长。根据 Wind 统计数据，

2023 年，A 股申万二级行业中，收入

增长居前的包括航空机场、旅游及景

区、酒店餐饮、影视院线等，均来自大

消费板块。

其中，旅游及景区行业上市公司

收入增长 99.5%，酒店餐饮增长近

40%，影视院线增长27.8%。从利润来

看，2023年，酒店餐饮、影视院线、教

育、旅游及景区等消费细分板块均实

现整体扭亏为盈。

2023年，剔除收入规模较小的亚

虹医药-U后，A股收入增长最快的公

司正是来自消费领域的万辰集团。该

公司 2023年实现收入 92.9亿元，同比

增长1592%。主要原因是其量贩零食

业务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政策大

环境下，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万辰集团2022年8月开始在江苏

等区域开展量贩零食连锁业务。2023
年，其量贩零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7.59 亿元，同比增长 13058%。公司

表示，该块业务目前正处于快速扩张

阶段。根据Wind数据，万辰集团所属

的食品饮料行业，2023年收入整体增

长7.3%，净利润整体增长16.8%。

疫情期间连续亏损的航空机场板

块，也在去年走出低谷。2023年，A股

航空机场板块收入大幅增长至 5223
亿元，亏损则收窄至 113亿元。如南

方航空 2023年实现收入 1599.3亿元，

同比增长 83.7%；净亏损从上一年度

的326.8亿元，大幅减少至42亿元。

进入今年一季度，消费板块的复

苏和增长态势还在延续。航空机场、

旅游及景区、休闲食品等板块的收入

和利润继续保持增长。尤其是航空机

场板块今年一季度收入增长超过

47%，亏损也大幅收窄，扭亏在望。

此外，去年非金属材料、种植业、

光伏设备、贵金属等板块公司收入、利

润也明显增长。而港口航运、医疗器

械、包装印刷、造纸等板块收入整体下

滑；养殖、饲料、半导体等行业净利润

下滑明显。

研发投入力度增强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数量持续

增长、质量持续提升，尤其是在创新能

力和回报能力方面表现突出。2023
年，A股公司研发投入力度继续增强。

据Wind统计数据，在已披露2023
年年报的A股公司中，有约 3000家去

年 研 发 投 入 同 比 增 长 ，占 比 超 过

60%。在 2022年研发投入排名前 100
的公司中，有八成公司 2023年研发投

入保持增长。

以比亚迪为例，在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快速爆发的背景下，比亚迪的

研发投入也大幅攀升。去年公司研发

投入399亿元，同比增长97.4%。2023
年，比亚迪研发投入升至 A 股第二

名。此外，赛力斯、长安汽车等A股车

企去年研发投入也大幅增长，其中长

安汽车研发投入增幅超过58%。

从研发投入占比来看，2023年，A
股已披露年报企业中有 304家研发投

入占比超过 20%，而 2022年这一数字

为260家。

“硬科技”属性明显的科创板，素来

是A股研发投入“高地”。2023年，科创

板公司继续保持高强度研发。据统计，

去年A股研发支出占收入比重最高的

50家公司，有38家来自科创板。

整体经营稳健研发投入增长 A股年报展露新气象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新“国九条”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监管，受此影响，机构在今年一季度

大幅加仓高股息、大市值公司股票。

Wind数据显示，一季度公募基金对

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持股占比分别

为 74.84%、16.13%、9.03%，与 2023 年

四季度相比，主板持仓占比大幅上升

3.16个百分点，创业板持仓占比则下降

1.39 个百分点，科创板持仓占比下降

1.77个百分点。

一季度，公募基金对2000亿元以上市

值股票超配幅度为21.52%，环比提升1.1
个百分点；500亿元~2000亿元市值股票超

配幅度为7.39%，环比提升1.11个百分点；

200亿元~500亿元市值股票超配幅度为

5.55%，环比下降3.37个百分点。

行业方面，一季度公募基金持仓比

例提升最快的为有色金属，环比提升

1.74个百分点，通信行业持仓比例环比

提升 1.11个百分点，石油石化持仓比例

环比提升 0.73个百分点。计算机、电子

持仓比例则环比下降 1.64 个百分点、

1.38个百分点。

紫金矿业是一季度公募基金加仓

最多的个股，共有 1102只基金持有，合

计增持逾 1.24亿股。紫金矿业股价一

季度也因此大涨35%，屡创历史新高（复

权）。在股份增加及股价上涨加持下，

公募基金持有紫金矿业市值一季度激

增近153亿元。

新集能源一季度也获得公募基金

增持 1.19亿股，兴业银行、中国平安分

别获增持 9219万股、8493万股，亦位居

增持榜前列。

宁德时代一季度公募基金持股市值

激增逾206亿元，位居市值增幅第一位。

紫金矿业的公募基金持股市值也大增近

153亿元，中国平安、五粮液、中际旭创等

紧随其后，持股市值均增加超30亿元。

贵州茅台截至一季末共有1522只基

金持仓，较 2023年末 2084家大幅减少，

但总持股数量却反而增约172万股。从

股东名单来看，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一季度增持 286.61 万

股，总持仓达1052.05万股，由2023年末

第八大流通股东晋升为第五大流通股

东。上期持股492.27万股的第十大流通

股东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则退出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社保基金一季度则大幅增持广汇

能源 5367 万股，持股由 2023 年末 1.34
亿股，增加到 1.88 亿股，增仓幅度逾

40%。其中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增

持 1315万股，总持仓 9225万股，为第四

大流通股东。

三一重工一季度也获得社保基金

增持 4953万股，增持幅度达 39%；柳工

获增持 3851 万股，增持幅度更是高达

174%；中材国际、大秦铁路、山推股份、

旗滨集团等一季度亦获得社保基金增

持超千万股。

保险资金对中国电信青睐有佳，一

季度大幅增持 4.59亿股，中国人寿-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增持 9837万股，总持

股 8.65亿股，为第七大流通股东。中国

人寿-分红-个人分红产品则以 3.61亿

股新进成为第十大流通股东。

驰宏锌锗一季度获得保险资金增持

1.19亿股。其中，新华人寿-分红-个人分

红产品增持3223万股，由2023年末第九

大流通股东提升为第四大流通股东；新华

人寿-传统-普通保险产品增持677万股；

新华人寿-分红-团体分红、泰康人寿-投
连-多策略优选、泰康人寿-分红-个人分

红均新进成为前十大流通股东。

此外，浙版传媒、招商南油、无锡银

行、华光环能等一季度也获得保险资金

增持超千万股。

政策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
机构一季度增持高股息股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随着年报披露到了尾声，又有一批

上市公司即将告别A股市场。Wind数

据显示，截至 4月 29日晚，今年以来*ST
华仪等 9家公司已被终止上市并摘牌；

另外，多家公司已经触及面值退市指

标，部分公司更因连续跌破面值而提前

锁定退市。随着“最严退市新规”的出

台，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上市公

司触及退市红线。

近期最受瞩目的退市公司当属*ST
左江。*ST左江日前披露，根据2023年年

报，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营业收

入低于1亿元且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公司股票自4月29日开市起停牌。

*ST左江曾因最贵的ST板块股票而

“闻名”资本市场。自 2022年 4月起，公

司股票价格从30元左右的低点一路扶摇

直上，一度上涨至2023年7月的299.8元/
股的高点，涨幅将近 900%。在此期间，

公司股票被“披星戴帽”，2023年5月4日

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月28日，虚增营业收入、虚增存货

的*ST新纺收到河南证监局出具的《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

*ST新纺存在虚增营业收入，虚减、虚增营

业成本，虚增存货，虚增研发费用，虚增、

虚减利润等违法事实。前述事项可能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ST 左江、*ST 新纺的情况并非孤

例，随着“最严退市新规”的出台，业内

人士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上市公司触

及退市红线。

4月 12日，新“国九条”提出加大退

市监管力度。深化退市制度改革，加快

形成应退尽退、及时出清的常态化退市

格局。新“国九条”明确提出，进一步严

格强制退市标准、进一步畅通多元退市

渠道、进一步削减“壳”资源价值、进一

步强化退市监管等多项要求。

同日，证监会在认真总结改革经验

和充分考虑国情市情的基础上，制定

《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简称

《意见》），沪深北交易所修订完善相关

退市规则。通过严格退市标准，加大对

“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清力度，削

减“壳”资源价值；同时，拓宽多元退出

渠道，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护。

近年来随着退市规则改革的持续

推进，A股多元化退市局面逐步形成，逐

渐由过去的财务类退市为主过渡到交

易类、财务类、规范类和重大违法类等

多元退市指标并行。

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ST 华

仪、*ST泛海、*ST柏龙、*ST爱迪、ST鸿

达、新海退、退市博天、ST贵人、ST星源

等 9 家公司已被终止上市并摘牌。此

外，还有多家公司因连续多日收盘价低

于 1元，已经提前锁定交易类强制退市

情形中的面值退市。

Wind数据显示，在2023年年报尚未

完全披露的情况下，已经有多家上市公

司有可能触发退市条件。其中，2023年

扣非后净利润、营业收入及上年该组合

指标均低于 1亿元的上市公司有 26家；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净资产为负值的

上市公司有25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上市公

司有14家；近一年信息披露、运作存在重

大缺陷的有6家。

而回顾 2023年，A股强制退市公司

数量达46家。其中，交易类退市、重大违

法类退市数量出现不同幅度增长。

加强退市监管应退尽退
优胜劣汰效应日益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 梅双

A股上市公司年报已悉数披露，

高分红、强回报成为年报中亮眼的关

键词。在政策的引导下，上市公司纷

纷抛出“真金白银”的分红预案，以更

大的分红力度回馈投资者。

据 Wind 数据，截至 4 月 29 日，A
股有超 3300家公司披露年度分红预

案，拟实施现金分红金额总额约 2.11
万亿元。其中，28家公司拟现金分红

金额超100亿元，249家公司拟现金分

红金额超10亿元。

整体来看，银行、石油石化、煤炭、

通信等领域的央国企、大市值公司分

红意愿普遍较高。例如，中国移动拟

现金分红金额约 476 亿元。被称为

“三桶油”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

海油以及中国电信拟现金分红也均超

过百亿元。在煤炭领域，中国神华拟

向全体股东派发 2023年度末期股息

每 10股 22.6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

约 449.03亿元（含税），占当期归母净

利润的 75.2%。兖矿能源、陕西煤业

等公司拟派发现金红利均超百亿元。

行业龙头分红也颇为大方。宁德

时代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年度

现金分红和特别现金分红50.28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分红220.6亿元，以

此计算，宁德时代现金分红占公司当

期净利润规模的比例为50%。

从年报中可以看出，不少公司尽

力提升分红率回报投资者，分红金额

刷新纪录。五粮液在年报中表示，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6.7元（含税），现

金分红比率为 60%，现金分红总额

181.27亿元，“分红比率和分红规模均

创上市以来新高”。

日前，新“国九条”将强化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监管放到了突出位置。新

“国九条”提出，对多年未分红或分红

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

施风险警示。加大对分红优质公司的

激励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提高股息

率。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

期性，推动一年多次分红、预分红、春

节前分红。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分

别发布相应征求意见稿，涉及股票 ST
及退市规则的方面，分红与财务要求

进一步提高。

当前，分红得到越来越多上市公

司的重视，包括提高分红频次。三七

互娱近日公告，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4年度中期

利润分配，拟 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

度、第三季度结合未分配利润与当期

业绩进行分红，每期不超过 5亿元，合

计不超过 15亿元。这一举措拟将三

七互娱的分红频次从原本的半年一次

提高为每季度一次。

另外，多家公司披露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表态将积极考虑分红事宜。

例如，齐峰新材表示，公司制定了《未

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公司将根据新的分红政策，

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 2024年半年

报和 2024 年年报春节前的分红事

宜。中伟股份、朗玛信息、红星发展、

泰永长征等公司也陆续发布 2024年

中期分红规划，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

性和可预期性。

还有的公司原打算不分红，在收

到交易所的问询函后改变了计划。

2019年至 2023年，吉林高速连续 5年

盈利、连续 3 年盈利增长，但公司仅

2021 年度低比例分红 3240.95 万元。

为此，上交所要求吉林高速说明，公司

货币资金余额较高且多年盈利的背景

下，连续多年不或少现金分红的原因

及合理性。收到问询函后，吉林高速

改变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拿出

1.7亿元现金分红。

值得一提的是，上市公司分红积

极性提高对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产生了

影响。以高股息、高分红为特征的红

利指数引起更多投资者关注。业内人

士认为，监管的一系列举措有利于进

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分红意愿，督促

上市公司持续分红，更加有效保护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新“国九条”严格持续监管
上市公司年报分红力度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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