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得一提的是，科创板公司前三

季度整体业绩延续高增长态势，实现
了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研发投入强度继续保持高位，成为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践行者，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集群初步显现。
今年前三季度，351家科创板上

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4839.57

亿元，同比增长 45.08%；归母净利润
630.20亿元，同比增长 64.01%；扣非

归母净利润 507.96亿元，同比增长
39.25%。营业收入方面，九成公司实

现营收增长，38家公司实现收入翻

番。净利润方面，七成公司实现归母

净利润增长，80家公司增幅在 100%

以上，最高达 290倍。

科创板公司以技术创新驱动“绿
色引擎”，积极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前三季度，科创
板六大战略新兴行业均延续较快增

长势头，新能源行业以营业收入 72%

和归母净利润 163%的增速位列第
一。其中，天合光能、大全能源等光伏

企业，深耕行业创新技术的研发与量
产，带动业绩大幅增长，整体营业收

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 71%和

220%；厦钨新能、长远锂科等动力电

池产业链公司，前三季度产能快速释
放，整体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长 58%和 72%。
科创板公司坚持以高质量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研发强度保持高
位，科创成色不断增强，在助力我国

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战场上，取得一系

列技术突破和科研进展。2021年前
三季度，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金

额达 376.68亿元，同比增长 40%，投
入金额已接近 2020年全年水平。剔

除采用第五套标准上市的公司后，研
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为 13%，

居 A股各板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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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11月 5日开幕， 今年正值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WTO）20周年，正如中
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说，中
国成功加入 WTO，对全球而言是一种
多赢。 如今，进博会的举办，向世界传
递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

上周，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
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 中国早已完全履行加
入 WTO规定的中国的义务，作出的承
诺也得到了完全履行。在对接 WTO规
则方面，中国加入 WTO以后，中央政
府清理的法规和部门规章已有 2000

多件，地方政府清理的地方性政策、法
规有 19万多件。 在开放市场方面，在
货物领域内， 中国承诺货物关税要降
到 9.8%。 如今，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
只有 7.4%， 低于发展中成员的平均
水平，接近发达成员水平。

2000年，WTO第一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
（当时担任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访问中国，在
访问上海时候专门开车去了一次苏州，一路上
看到中国农村面貌时说：“这么大的人口基数，

要是发展起来，做什么样的商业都会成功。 ”

就像萨瑟兰 20年前预言的那样，中国庞
大人口造就的巨大市场，2001年 12月中国
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给世界各种商品进入中
国市场带来机会，泰国榴莲、智利车厘子、波士
顿龙虾等等这些 20年前的“稀罕物”，如今成
为了不少中国百姓家中的寻常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年，既是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 20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共享机遇、共同成
长的 20年。 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经
济总量增长了近 11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
在相互促进中实现了互利共赢。 过去 20 年
间， 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差不多将近翻了一番，

其中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 7倍多，中国货物进
口总额也增长近 6倍。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了
强劲动力。 入世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年均贡献率接近 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
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
说：20年多前，中国并不是许多美国公司的战
略优先地， 现在中国是很多公司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 美国公司每年在华投资 120亿美元
左右，在 2001年时， 美国在华投资不到这个
数的十分之一。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以更大
力度、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全球共同发
展，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

    今年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得

益于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资
源类蓝筹公司业绩大增，如中国石

油、中国石化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高
达 751亿元和 599亿元，同比增长

646%和 155%，宝钢股份今年前三季

度业绩增长 175%。银行业绩也相当
好，41家上市银行今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总额达 1.47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也是近年增速最高的。

由于这些蓝筹公司大部分在沪

市上市，由此，沪市上市公司业绩较
好，沪市主板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共

实现营业收入 33.44万亿元，同比
增长 21.43%；实现归母净利润 3.08

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2.95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7.14%和 33.45%。

前三季业绩增速超25%1

资源类蓝筹公司现亮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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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同花顺 iFinD统计，今年

前三季度，4541家上市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总额 47万亿元，同比增长

2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总额 40682 亿元，同比增长

25.84%，这个增速是相当高的。当
然，其中一个原因去年受疫情影响，

上市公司业绩是下降的，那么，我们

不妨与 2019年前三季度的业绩比
较一下，4394 家有可比数据的公

司，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总
额 34173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实

现净利润总额 32099亿元，2021年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总额 40358亿

元，就是说，

2020 年前三季
度业绩同比下

降 6%，而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8%。无论和 2019

年相比还是和 2020年相比，今年前

三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增速都达到两
位数，这个增速是相当高的，说明今

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是相当好的。

沪深上市公司三季报披露到上周结
束，上市公司业绩上了一个新台阶。
4541 家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总额 4.07 万亿
元，首次突破 4万亿元。A股 30 年来，

上市公司年度净利润总额从来没有超过
4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突破 4万
亿元，创造了一个新纪录。以目前趋势
看，今年全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有望突破
5万亿元，再上一个新台阶。

科创板继续保持高增长3

第三季度盈利增速放缓4
    虽然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整

体业绩相当不错，但是，今年第三季
度单季度的业绩并不理想，今年第三

季度全部 A股公司实现净利润总额
1.3万亿元，同比下降 1%，扣除金融

公司则下降 6%，低于市场预期。分行
业来看，中上游材料行业的单季盈利

同比增速明显放缓，下游诸多行业在

成本压力下出现盈利负增长。
瑞银证券 A 股策略分析师孟

磊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非金融 A

股在三季度的单季毛利率仅为

17.8%，为 2013年下半年以来的最

低的单季水平。此外，全部 A股在

三季度单季的年化 ROE（净资产收
益率）水平仅为 10.3%，为近五年三

季度单季最低水平。这显示在上游
价格大幅上涨，但宏观需求疲软使

价格压力无法传到下游的背景下，
企业盈利质量受到明显冲击。

孟磊表示，三季度单季盈利出

现负增长可能会加剧投资者对经济
放缓的担忧。展望四季度，经济活动

趋弱和盈利基数的抬高或将进一步
压制增长动能，不排除四季度单季

盈利继续维持负增长的可能性。

不过，对于第三季度业绩下降

也要客观看待。有可比数据的 4287

家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净利润总

额 11008亿元，2020年第三季度为
12954 亿元，2021 年第三季度为

12918亿元，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
季度同比增长 18%，这是因为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上市公司业

绩大幅下降，但是，第三季度由于抗
疫成效显著，生产经营以及消费全

线回暖，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大增，较
高基数造成今年第三季度业绩下

降，将今年第三季度和 2019年第三
季度相比，上市公司业绩增长

17%，还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