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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22年报披露，数据显示实体经济基本盘稳中向好

科创板公司整体营收首次突破万亿元
整体业绩平稳增长

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的
“领头雁”，其业绩反映出经济发
展态势。“上市公司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推动了经济稳健发
展，壮大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科技创新力量。”广西大学副
校长田利辉表示。

年报显示，沪市主板公司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50 . 55万亿元，
同比增长6%；净利润4 . 16万亿
元，同比增长2%；扣非后净利润
3 . 95万亿元，同比增长3%。实体
类上市公司展现出更为良好的
高质量发展势头，合计实现营业
收入41 . 25万亿元、净利润1 . 9万
亿元、扣非后净利润1 . 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8%、3%、5%；实现
经营性现金净流入3 . 91万亿元，
同比增长2%，覆盖2倍利润规模，
体现较强的经营造血能力。

深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万亿元，同比增长7%，近六成
公司收入正增长。在全球经济和
外贸增长动能下滑的情况下，实
现海外业务收入3 . 4万亿元，同
比增长19 . 2%，展现较强韧性。

科创板数据显示，2022年板
块公司突破500家，整体营业收入
首次突破万亿元，净利润首次突
破千亿元，研发投入首次突破千
亿元，初步呈现“硬科技”企业的
活力与韧性。

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突破
1200家，总市值超12万亿元。面对
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板块公司经
营业绩保持快速增长，全年收入和
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0 . 4%和
11%，近六成公司收入实现正增
长，近八成公司实现盈利。

研发带动企业发展

研发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内
驱力。去年，上市公司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一批科技实力突出的
头部公司实现市值攀升。

目前，沪市主板千亿元以上
市值公司近1年、近3年分别净增
加8家、28家，百亿元以上市值公司
分别净增加81家、184家。其中，以
电力设备、国防军工、医药生物等
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市值提升较为明显，近3年千亿
元以上市值公司家数由17家提升
至33家，比重提升至38%。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
问委员会委员程凤朝表示，2022
年年报显示，全市场上市公司研
发投入合计1 . 66万亿元，比上年
增加0 . 27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
2 . 32%，同比提高0 . 25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医药生物（41 . 96%）、
计算机（ 1 7 . 8 8%）、国防军工

（11 . 83%）、通信（9 . 97%）等行业
研发投入较高；分地区看，研发
投入较高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市

（38 . 52%）、上海市（32 . 25%）、天
津市（9 . 47%）等。

沪市主板公司实体类公司
合计研发投入8412亿元，同比增
长18%。其中，中国建筑、中国石
油、中国移动、中国中车、长城汽
车等19家公司研发投入超百亿

元，96家公司研发强度超过10%。
深市公司投入研发资金合计
6633 . 7亿元，同比增长15%；研发
强度为3 . 5%，较上年提升0 . 2个
百分点。其中，107家公司投入超
10亿元，中兴通讯、比亚迪、宁德时
代和TCL科技等6家公司投入超
100亿元。与此同时，深市公司研发
人员超128万人，平均每家公司超
500人，人才集聚成效显著。

专家表示，大额研发投入为
相关公司带来良好市场表现。截
至去年末，研发投入金额超1亿
元且研发强度超5%的高研发投
入公司平均市盈率、市净率分别
达46倍、3 . 59倍，高于其他公司36
倍、3 . 15倍的平均估值水平，研
发创新实力已成支撑企业市场
价值的关键要素。随着研发资金
持续涌入新经济新产业，一系列
技术取得突破。去年，深市近七
成研发资金投入先进制造、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三大领域，其中，
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设备和生物
科技投入增长较快，同比分别提
升67 . 9%、32 . 1%和19 . 6%。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驱动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必须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程凤朝表示，以
上市企业为创新主体有利于推
动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与
经济深度融合。

专家表示，随着上市公司科
技研发不断深入，产业转型升级
换挡提速，新兴动能日益提升。
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
速，三大运营商移动用户5G渗透
率突破60%，云业务收入均实现
同比翻倍增长，为产业数字化提
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新技术
持续涌现，例如，中国海油去年
完成国内首套深水水下油气生
产系统应用，在深海油气开发领
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打破了境
外企业的技术垄断。

全产业链效益攀升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
要。去年，上市公司把增强产业
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积极发力构建自主可
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沪深主板汇集了一批具有行
业代表性的优质蓝筹企业，有力带
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以
新型基础设施为例，5G、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为代表
的新基建，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与
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消费市
场，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川
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说。

沪市主板三大通信运营公
司以5G基站为基点，辐射了从系
统设备到手机芯片，再到终端设
备的、具备完整性和竞争力的本
土移动通信产业链，合计净利润
增速12%。特高压产业链中，国电
南瑞、中国西电、平高电气、四方
股份等公司精耕主要核心零部
件环节，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14%、14%、200%、20%。受益于新
能源格局加速布局，沪市主板公
司从上中游光伏设备，到下游光
伏发电企业，实现产业链各环节
的全覆盖。主要光伏发电公司全
年合计完成发电量约507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5%，带动全产业链
业绩攀升，产业链整体营收和净
利润分别增长81%、102%。

科创板持续打造“小巨人”
矩阵，加快培育细分领域隐形冠
军。截至目前，共有256家科创板
公司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录，35家科创板公司获
评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35家科创板公司的产品获评“单
项冠军产品”，合计占科创板上
市公司总数的55%。上述企业去
年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7137 . 54亿元，同比增
长3 5%；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681 . 87亿元，48家公司净利润增
幅超过50%。“小巨人”企业践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产业链
强链补链延链，安集科技、绿的
谐波等多家公司在关键环节自
主化上实现重大突破，有力推动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据经济日报

持续在学深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大众日报记者 张春晓 张春宇

新征程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
要求。连日来，全省第一批主题教
育单位持续深入抓好理论学习，坚
持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用
好读书班、集中研讨等形式，引导
和推动党员干部全面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
求，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知行
合一上见实效。

“‘六个必须坚持’既讲‘是
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怎
么看’、又讲‘怎么干’，蕴含着丰
富的政治智慧和科学的思想方
法，为我们谋划推动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在省委编办举办的
主题教育专题读书班上，党员干
部深入交流理论学习的心得体
会。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编
办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
重，突出中心组带头学、干部领
着党员学、强化研讨深入学，坚
持以上率下、以上带下、上下同
步、教学相长，确保学有质量、学
有成效。在学习交流研讨中，大
家一致表示，要坚持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自觉用理论学习成效
指导改革管理实践，聚焦重点工
作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铸
忠诚、抓改革、促发展”行动，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
破解难题的实际举措。

创新学习机制，丰富学习载
体。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建立工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机关党委
督学、党支部促学、青年理论学
习小组研学、党员自学“五学联
动”机制，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举办
主题教育专题读书班，每个专题安
排班子成员、部委室负责人等，结
合各自岗位职责，谈认识、找差距、
说打算、话落实，把理论学习的成
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正确思路、
干好工作的实际能力。

突出重点学，融会贯通悟。
在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著作选
读》等学习材料基础上，省委网
信办编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域学习资料汇编”等具有网信特
色的学习材料，做到人手一册，
时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
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知其言更知

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进
一步加深对中国特色治网之道
和网信工作规律的理解把握，切
实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
本培元，否则法治为民就是一句
空话。”这是省司法厅青年理论
学习小组微信群里青年干部分
享的学习感悟。在主题教育中，
省司法厅坚持把“学思想”摆在
首位，抓实理论学习。在专题读
书班中，厅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深入研讨交流，积极发挥以上率
下、示范带动作用。在个人自学
中，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利用工作
之余，坚持自觉学习、每天学习，
一篇一篇学，逐段逐句悟。各党
组织及时督促党员干部全面落

实学习要求，交流研讨学习体
会，凝聚奋进力量。

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学习，增
强实效性和感染力。山东交通学
院依托《共产党宣言》主题展馆，
组织党员干部分“宣言问世”“大
道行远”“日出东方”“砥砺奋进”
和“伟大复兴”5个部分观摩学
习，感悟真理光辉，汲取精神力
量。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发挥学校
学科专业优势，编排新版舞剧

《挑山》，以艺术党课的形式丰富
教育载体，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临沂大学充
分挖掘红色资源，组织师生提升
泰山文艺奖作品舞剧《渊子崖》，
在校内外开展巡演，在主题教育
中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激发奋斗精神。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陆
续披露2022年度报告。数据
显示，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
期因素冲击，上市公司生产
经营稳中向好，实体经济

“基本盘”地位不断巩固。

沪深两市年报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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