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半数公司披露业绩预告

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整理发现，截至2月9

日发稿时，A股共有255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业

绩预告，120家公司披露了业绩快报。剔除同时

披露了业绩预告与业绩快报的21家公司，共有

2657家公司披露了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

率达56%。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2558家公司中，预喜的公

司为1477家、占比近六成，其中，有957家公司业

绩预增，203家预计略增，28家预计续盈，289家

预计扭亏。已披露业绩快报的120家公司中，去

年归母净利润实现正增长的有95家、占比近八

成，其中八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增幅超过100%。

据了解，业绩预告通常在次年1月31日前完

成披露，主要是对公司归母净利润的预计，可能

与正式报告公布的数据存在误差；业绩快报通

常在年报前完成发布，披露信息较为准确。有

业内人士表示，A股的业绩预告与业绩快报是定

期报告披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起到提

前预示业绩风险或盈利的作用，利于提升投资

市场有效性，同时也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具

有重大影响。

民生证券以截至1月31日披露业绩预告或快

报的26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称，整体来看，

全部A股2021年全年业绩增速达到61.9%，剔除

金融与石油石化后，全年业绩增速抬升至72.2%；

全部A股口径下的2021年第四季度单季业绩增

速达到267.3%，相较于2021年第三季度大幅攀

升。从风格视角来看，受中上游原材料与新能

源、半导体产业链的高景气度带动，周期与成长

板块全年均取得了200%以上的业绩增速。

国盛证券认为，2021年第四季度全A与全A

非金融业绩保持高增，且增速环比均有所改善，

全A与主板业绩增速显著高于市场一致预期。

兴业证券也表示，根据2021年报业绩预告，A股

整体业绩增速环比改善。不过该机构指出，由于

A股业绩预告披露全面实施有条件强制披露，即

仅业绩波动较大的公司必须强制披露，其他公司

不作强制披露要求，主动披露的公司可能大部分

业绩表现较好，当前公布的业绩增速情况或存在

高估。

此外，受业绩预告披露规则影响，对不同行业

的盈利结论也存在一定偏差。分行业来看，上游

原材料板块、科技与部分消费板块的业绩披露率

相对较高。民生证券指出，煤炭与消费者服务的

披露率均超过80%，具备较高的行业业绩代表性；

相较而言，金融地产链与中下游制造板块的业绩

披露率集中在50%附近，业绩代表性相对偏低。

不能盲目追捧高增长板块

进入年报季，市场对于业绩增长超预期标的

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中信证券研报统计，受2020年低基数影响，

2021年年报盈利增速普遍较高，但符合预期的公

司占比仅31%，超预期的公司数量占比仅12%，主

要集中在基础化工、电子、医药、电力设备及新能

源、有色金属等行业，其中新能源产业链个股数

量较多。

国盛证券表示，从基本面维度来看，超预期

个股占比（一致预期）较高（>30%）的行业包括大

金融中的银行与非银金融、上游资源中的煤炭、

基础化工和有色金属，消费中的医药、商贸零售、

家电，此外还包括电新、交通运输和电子。

不过，有业内人士提醒，布局业绩超预期行

情，需考虑标的估值和业绩高增的可持续性，不

能盲目追捧业绩高增长的个股和板块。

民生证券分析师牟一凌指出，市场在2022年

1月份经历了深度回调，以新能源为代表的2021

年热门板块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对于过

去高景气赛道的优异表现，是基于其不断超预期

的景气度使得投资者在不断向上修正其定价的

锚，即2021年的部分景气赛道出现了超越2020

年时预期的增长，这可能才是2021年超额收益的

来源，而不是增长本身。从2021年业绩预告的结

果来看，热门板块景气度超预期的难度正在逐渐

加大，因此期待“好的变得更好”所得到的预期收

益率正在逐渐下降。

安信证券表示，从年报业绩预告来观察高景

气赛道的内部，分化已经开始显现。“我们再次强

调对于2021年高景气高估值赛道中期产业趋势

看好，但2021年高景气赛道在2022年出现基本

面分化是大概率事件，投资机遇将从2021年产业

链多数环节多数公司转向少数环节少数公司。”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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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高风险公司眼见“秀财技”行不通，干脆改

聘新任年审会计机构，企图在审计意见上“做文章”。

2021年 12月，*ST跨境披露了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2020年“非标意见”消除的专项说明

审核报告，并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会计差

错更正。公告显示，子公司环球易购2020年及以

前年度共虚增存货44.24亿元，且存货、其他应收

款、资产减值准备、销售费用等会计科目在2020

年及以前年度均存在会计差错。但是，查阅公司

往年审计报告，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仅对2020年年

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此前连续多年对公司年报

出具无保留意见。

上述会计人士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在以往年

度是否真正做到了勤勉尽责，公司此次披露的会

计差错事项到底是否完整、是否满足“非标意见”

消除的条件，这些疑问需要公司新任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一一予以查证核实，其审计意见对于公司

是否退市至关重要。

去年以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

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最高院发布《关于审理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违规成本。数据显示，

2019年以来，证监会查处中介机构违法案件约80

起，涉及24家会计师事务所。其中，2021年证监

会依法立案调查中介机构违法案件39起，同比增

长一倍以上。

可以预见，今年退市监管与公司“保壳”战之

间的“火药味”更浓。1月末是业绩预告披露的截

止时点，部分公司风险逐步暴露，交易所对涉嫌

“保壳”公司火速出击。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春节假期前，深交所对*ST赫美等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不确定性的公司、ST天山等收入扣除存疑的

公司已累计发出关注函58份。

上述会计人士指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资本

市场重要的“看门人”，是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生态

的坚强护盾，如果会计师不敢对违规“保壳”公司

亮剑，甚至被金钱收买，不仅会亵渎市场“看门

人”的身份、丧失执业信用，更可能因违规面临追

责而得不偿失。 据《中国证券报》

2022年以来，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司回购、重

要股东增持进展公告。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相关计

划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实施，

其中不乏斥资逾亿元案例，此举明显提振了投资

者信心。

回购速度快

部分上市公司在发布回购预案后，立即实施

回购计划。Wind数据显示，14家上市公司在发布

回购方案后一周内就进行了回购操作，中环股份、

恒铭达、吉鑫科技、宁波华翔、大立科技、华大基因

等上市公司更是在发布回购预案3个交易日内就

实施了回购。

吉鑫科技在发布回购方案次日实施回购计

划。该公司1月24日披露回购计划，拟回购不低

于2500万元（含），不超过5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8.94元/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后续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1月25日，公司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569.2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0.58%。

一些上市公司短短几日就完成了回购计划。

以中环股份为例，该公司1月 11日晚间公告，拟回

购金额不低于3.55亿元，不超过3.91亿元。1月 12

日至13日，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约951.53万股，

成交总金额3.91亿元（不含交易费用）。该公司已

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共有302家上市

公司发布回购进展，有60家公司回购金额超过1

亿元，材料、半导体、医药、食品等行业上市公司回

购金额居前。

允泰资本创始合伙人、首席经济学家傅立春

表示，春节假期前，A股出现连续性回调，一些上

市公司出于维稳股价的目的，积极进行市值管理，

实施回购计划。

股东积极增持

上市公司在积极回购自家股份的同时，重要

股东也没“闲着”。多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在春节

前发布增持计划，春节假期刚过就进行了较大比

例增持。

2022年以来，实施增持计划的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数量同比增长明显，共有78位上市公司重要

股东实施增持计划。而2021年同期，仅有24位上

市公司重要股东实施增持计划。

联创光电 2 月 7 日晚间公告，控股股东电

子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0 万股，增持金额

为 1248.98 万元，超过此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

的 50%。

此前，该公司公告，控股股东计划自 1 月 26

日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

不超过1亿元。

联创光电证券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控

股股东积极实施增持，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小

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提振广大投资者

信心，因此在发布增持计划后不久就进行了

增持。

提振投资者信心

傅立春表示，无论是回购还是增持，上市公司

及重要股东都在向投资者传递股价被低估、未来

股价会上涨的积极信号。特别是发布回购、增持

预案后，就拿出“真金白银”进行实质性操作，说明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均看好公司内在价值和长期

发展前景。

2022年以来，上市公司“忽悠式”回购、重要股

东“忽悠式”增持现象减少。

为防止“忽悠式”回购等行为的发生，近年来

监管部门多措并举，不断完善监管措施。1 月 5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要求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披露后，非因充分正当事

由不得变更或者终止。确需变更或终止的，应当

符合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盘和林认为，回购往往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有一

定要求。如果上市公司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充分履

行承诺，不仅会引发投资者信任危机，还可能受到

监管的“特别关注”，为公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上市公司要从实际经营状况出发，研究企业发展

阶段，决定是否回购。对于成熟期企业，如果股价

低迷，回购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对于成长期企

业，发布回购计划前，应考虑是否具备持续的现金

流支撑。

综合

真金白银回购增持
上市公司做多热情高

随着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密集
披露，A股2021年盈亏版图逐渐浮出
水面。截至发稿，共有2657家公司
披露了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多家机
构称去年第四季度A股整体业绩增
速环比改善。

当前，投资者在寻找年报业绩超
预期标的的同时，也在为更长远的投
资决策寻求参考依据。从业绩预告
情况看，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
业绩高增个股较为集中，不过有机构
指出，这些高景气赛道内部分化已开
始显现。

2019年以来，证监会查处中介机构违法案件约80起，涉及24家会计师事务所。其中，2021年证监会依法立案调查中介机构违法
案件39起，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在退市新规实施一年后，A股将出清新规下首批退市公司，资本市场也将开启“优胜劣汰”的新篇章。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深沪两市处于退市风险警示状态的公司合计102家。然而，个别上市公司却“穿新鞋走老路”，不断翻新“保壳”戏法企图规避退市。

面对“保壳”新财技，如何给出恰当的审计意见，不仅考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更考验审计机构的执业定力。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资本市场违法行为立体化追责体系不断完善、违法违规成本大幅提升的大背景下，审计机构更需恪守执业初心与道德底线，有
效发挥“看门人”作用，以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保壳”方向转向营收管理

记者查阅深交所近期监管函件发现，今年突

击创利“保壳”出现新现象——部分公司“保壳”

方向从盈余管理转向营收管理，一味做大收入规

模却忽视盈利。

退市新规增加了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组合

指标，旨在给短期因行业低迷、自身经营困难的

公司提供“复苏”或“转型”机会，但却有个别公司

试图通过营收管理“钻空子”。

如*ST绿景2021年前三季度累计实现收入

1.09 亿元，同比增长 797.03%，利润却同比下降

28.54%。关于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相背离的

原因，公司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时称，第三季度

虽然子公司深圳弘益新增机电安装工程业务收

入7382.65万元，但因毛利率较低不能覆盖公司

的期间费用，故在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净利润

仍然为负。

值得注意的是，*ST绿景以往年度主业为房

地产，2021年3月以38万元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弘

益100%股权后新增机电安装工程业务。蹊跷的

是，2020年9月才成立的深圳弘益自2021年下半

年已与多个客户签订总额约1.8亿元的机电安装

合同。一位资深会计从业人士指出，短期内突击

增加的营业收入，其真实性如何，是否符合收入

确认条件，需要深究。

会计从业人士表示，退市新规对突击创利

予以封堵，明确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业务收入应当在计算相应退市指标时予

以扣除。上述公司能否说明新增的工程安装业

务已经形成“稳定业务模式”，既需要年审机构

负起执业责任，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管理层意

图、业务模式、供应商或客户的稳定性等方面，

加强实质判断，也需要监管“火眼金睛”仔细甄

别并提示风险。

债务重组“保壳”引关注

有的公司则在净资产这个科目上动“歪脑

筋”，企图通过债务豁免或以债抵债增加净资产

“成色”。据不完全统计，深沪两市有30余家公

司在2021年第四季度发布债务重组公告，而这些

公司前三季度净资产或净利润多数为负，可能触

及退市指标，其动机昭然若揭。

如*ST猛狮披露于2021年 12月31日及之前

收到涉及12家债权人合计34.04亿元的债务豁免

通知；*ST星星于2021年12月披露债权人汇盛投

资及萍乡范钛客豁免公司债务25.42亿元；*ST科

迪于2021年12月披露以债抵债的方式等额抵偿

科迪集团资金占用款9.2亿元。

上述会计人士介绍，债务豁免、以债抵债

是常见的债务重组方式，但关键在于其是否为

“真豁免”“真抵债”。个别上市公司声称“单方

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之豁

免，豁免后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及子公

司承担或履行相关责任或义务”的约定，与正

常商业逻辑相悖，其债务重组动机及真实性需

重点关注。

监管已关注到此情况，如*ST猛狮债务豁免

公告并未披露豁免协议签订的时间、具体内容

等，深交所连发五封关注函追问其协议真实性、

债权人的真实身份、债权债务金额的准确性、是

否存在“抽屉协议”、相关方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

程序等。截至目前，*ST猛狮尚未完整回复函件，

并称仍未获取债权人的完整资料。

改聘新所规避“非标”

从业绩预告情况看，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业绩高增个股较为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