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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上市青企净利润增幅超5000%！

2024年4月23日A2 责编：郝宗耀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资本

惠城环保净利润大涨近55倍

4月22日，A股共100家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
年报，其中91家盈利，9家亏损。

从营收来看，当日披露年报公司中，14家营
收超50亿元，首钢股份、蓝思科技、蓝色光标排名
居前，全年营收分别为1137.61亿元、544.91亿元、
526.16亿元。从营收增幅来看，当日披露年报公
司中，3家公司营收增幅超50%，惠城环保、天孚通
信、隆盛科技增幅居前，全年增幅分别为194.76%、
62.04%、59.11%。

从净利润来看，当日披露年报的公司中，4家
净利润超10亿元。芒果超媒、蓝思科技、中际旭
创排名居前，全年净利润分别为35.56亿元、30.21
亿元、21.74亿元。

从净利润增幅来看，19家公司净利润增幅超
50%。其中，上市青企惠城环保2023年实现净利
润1.39亿元，全年增幅为5499.75%。据了解，惠
城环保是一家专业从事石油化工行业危险废弃
物处置服务，并将危险废弃物进行有效循环再利

用的企业。对于业绩大涨，公司表示，主要得益
于新项目产能释放，子公司东粤环保承建的石
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项目于报告期内顺利达
产，处理处置服务费及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大
幅增加。

惠城环保于2019年上市，上市后的4年时间
里，公司业绩持续下滑，2018年是其盈利巅峰，净
利润约6400万元，到了2022年净利润已下滑至不
足250万元。2023年这一年的净利润已超过此前
四年净利润总和。

当日已发布年报公司中有88家公司还发布
了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包括派息、转增及送股），其
中88家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董事会预案。华恒
生物、恩威医药、江南奕帆分红力度最大，每10股
分别拟派息9元、8元、7元。

328家公司净利润翻倍

在披露2023年年报的2534家公司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超过10%的有1179家

公司，超过30%的有764家，超过100%的有328家，
超过500%的有40家。

不少公司表示，由于所在行业大幅回暖，公司
业绩出现较为明显增长。以丽江股份为例，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7.99亿元，同比增长
152.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27亿元，同比增长5971.91%。公司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含税）。

在净利润规模方面，上述披露2023年年报的公
司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的
公司有1496家，超过10亿元的有392家，超过100亿
元的有54家，超过1000亿元的有8家。在剔除金融
股后，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海油、贵州茅台等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规模居前。

目前，已有2004家公司公告计划现金分红，
占已披露年报上市公司数量的79.3%。从现金分
红力度看，1533家公司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超过1元（含税），363家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超过5元（含税），110家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超过10元（含税）。 （编辑：郝宗耀）

本报综合消息 据统计，截至4月22
日，A股有2534家公司公布2023年年报，
其中1459家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约为
57.62%。其中392家公司净利润超10亿
元，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排名居
前，全年净利润分别为 3639.93亿元、
3326.53亿元、2693.56亿元。从净利润增
幅来看，542家公司净利润增幅超50%，丽
江股份、惠城环保、华电国际排名居前，全
年 净 利 润 增 幅 分 别 为 5971.91%、
5499.75%、3789.00%。

从行业角度看，旅游及景区、电力、酒
店餐饮、汽车零部件等行业上市公司净利
润增幅居前。

根据计划，将有2224家上市公司在
本周发布2023年年报，包括28家千亿市
值龙头公司，如迈瑞医疗、山西汾酒、陕西
煤业、泸州老窖、牧原股份、海天味业等。

多举措支持科技企业上市

新“国九条”4月12日发布后，证监会及交易
所推出一系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上市
规则和科创属性评价指引。目前仍在征求意见过
程中，沪深上市委审议会议也处在暂停状态。

新“国九条”对资本市场从发行上市到减持、
退市等环节都提出了强监管要求，与此同时，对支
持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其中不仅提出，要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提
高主板、创业板上市标准，完善科创板科创属性评
价标准，还提出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提
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4月19日，证监会表示，为贯彻落实新“国九
条”，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证
监会制定了“科企16条”，要求统筹发挥各板块功
能，支持科技型企业首发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
和境外上市，引导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向科技创
新领域。

其中，针对科技企业上市，提出优先支持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
债券发行，健全全链条“绿色通道”机制；科学合理
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发挥发行监管条线合力，持
续提升审核效率和透明度，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
展阶段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依法依规支持具
有关键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科创属性突出的优
质未盈利科技型企业上市；支持科技型企业依法
依规境外上市，落实好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制度，更
好支持科技型企业境外上市融资发展等。

田轩表示，此前，在监管层拟提高上市标准，
严把“入口关”，压实发行监管全链条各方责任、完
善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标准、扩大IPO现场检查
的覆盖面等新政策要求下，引发了市场担忧，出现
了“撤单潮”“零上会”现象，甚至波及到了部分科
技企业。

“但这种现象是优化调整上市筛选标准、统筹
梳理已提交上市项目的短期过渡阶段。”他认为，
监管层对优质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减，且更
加强调政策的精准性。在此背景下，科技属性强、

满足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将重回上市程序，IPO
发行节奏有望逐步进入更加合理的常态化阶段。
同时，上述举措也将进一步优化科技企业上市发
行的政策环境和流程，提高上市效率。

“这些举措进一步强调了对科技企业的支持，
这都是一贯的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中介机
构而言，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加深对中介
职责的认识。”前述投行人士对记者称，“科企16
条”强调券商要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促进功能发
挥，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并购
重组、做市交易、风险管理等服务，这些都是券商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政策支持助一级市场“破冰”

科技企业发展离不开一级市场股权投资支
持，此次支持举措中，有关上市绿色通道、拓宽私
募退出渠道、推动科技企业并购等内容，备受创投
机构期待。

“此次16条举措发布，从科技型企业上市、并
购重组、债券发行、股权激励、中长期资金入市、私
募股权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了
科技型企业全方位的支持。针对科技型初创企业
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更加强调政策的精准性。”田
轩说。

比如，强调精准识别科技型企业，健全全链条
“绿色通道”，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保障核心技术
攻关；研究建立科创板、创业板储架发行制度，根
据公司发展阶段进行融资，及时精准解决公司需
求，降低发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加强债券市场
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如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债券融资、科创债融资、科技创新
领域REITs等。

“科企16条”第一条即提出，“集中力量支持
重大科技攻关”，加强与有关部门政策协同，精准
识别科技型企业，优先支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健全
全链条“绿色通道”机制。

“政策刚出来，实际效果还需要再看一段时
间。这个‘绿色通道’值得关注，我们正好有一个

‘卡脖子’的项目，科创属性非常强，后期可以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一位硬科技领域股权投资机
构创始人表示，当前一级市场非常需要延伸至更
早期的政策支持。

此次政策针对创投基金也提出了具体支持举
措。包括：完善私募基金监管办法，丰富产品类
型，推动母基金发展，发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促进
科技型企业成长作用。落实私募基金“反向挂钩”
政策，扩大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
股票试点、份额转让试点，拓宽退出渠道，促进“投
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

此外，支持并购重组方面，提出要持续深化并
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制定定向可转债重组规则，优
化小额快速审核机制，适当提高轻资产科技型企
业重组估值包容性，支持科技型企业综合运用股
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各类支付工具实施重组，
助力科技型企业提质增效、做优做强。

“随着我国经济复苏，投资环境稳步向好，市
场信心将得到提振。同时，在‘科企16条’等政策
助力下，科技型企业并购支持力度进一步上升，并
购审核流程进一步优化，并购交易效率进一步提
升。”田轩表示，科技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可以降
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资源整合，提高经营效率，
并促进技术的更新迭代，布局新的业务领域。未
来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案例将逐步增多。

在田轩看来，“科企16条”将进一步优化科技
企业上市发行的政策环境和流程，提高上市效率，
为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创造更加广阔的退出通
道。在政策驱动下，一级市场活跃度预计将有所
增加，长期资本将更多进入科技型企业，创投市场
尤其是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在前述创投负责人看来，上述支持举措有利
于缓解创投机构的资金压力，能够引导更多资金
投向科技企业。近年来，创投机构在硬科技领域
大幅提高了投资比重，但当前早期投资特别是天
使轮“非常冷清”，越早机构越不敢投，市场对长期
的预期不清晰。部分引导基金也比较倾向于后
期，但科创资金缺口往往在非常早期，供需存在错
位，所以更早期阶段也还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来源：第一财经 杜卿卿/文

“科企16条”精准施策，IPO恢复预期升温
资本市场新“国九条”出台之后，证

监会4月19日推出《资本市场服务科技
企业高水平发展的十六项措施》（下称

“科企16条”），从上市融资、并购重组、
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全方位提出支持
性举措。

记者了解到，“科企16条”提到的健
全全链条“绿色通道”机制、拓宽退出渠
道、促进“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
等，都是当前创投机构非常关注的内容，
业内期待政策逐步落地之后，一级市场

“冰冻”状态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与此同时，上述举措中提到科学合

理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持续提升审核
效率和透明度、健全上市融资“绿色通
道”等内容，也让部分业内人士预期，待
资本市场“N+1”政策体系征求意见完
毕，履行完相关流程正式出台后，A股
IPO市场有望逐步恢复。

“‘科企16条’与新‘国九条’结合来
看，可以看出监管层对优质科技型企业
的支持力度不减，且更加强调政策的精

准性。”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轩4月21日表示，他预计，科技属性
强、满足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将重回上
市程序，IPO发行节奏有望逐步进入更
加合理的常态化阶段。

“16条举措的政策方向跟我们预
期的差不多，我们预期资本市场很快
会恢复正常。”一位券商投行业务负责
人表示，他们的投行业务重心将更加
转向支持高科技企业，更侧重促进高
质量发展上。

2023年，国内电影市场迎来了强势复苏。据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为
549.15亿元，较2022年的300.67亿元实现大幅增
长。全年观影人次达到12.99亿，同比增长82.7%，
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

受此影响，影视院线行业业绩改善明显。同
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1日晚间，A股影视
院线板块共有1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
告，数据显示，包括中国电影、光线传媒等在内的5
家公司去年实现扭亏，而中南文化及浙文影业去
年净利实现同比增长，仅北京文化、中广天择和慈
文传媒去年净利同比下滑。

截至4月21日，光线传媒、横店影视、北京文化
披露了2024年一季报，从一季报来看，除北京文化
之外，其他两家上市公司同比净利增长，其中光线
传媒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长248%。

光大证券研报分析称，目前我国电影市场仍
处于复苏阶段，存量片单释放后更多优质影片有
望陆续定档。立足于当前票房大盘稳步向好，电
影行业中下游的票务宣发、院线影投公司增长潜
力显现，具备爆款潜力影片的出品公司有望获得
较大的业绩弹性。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朱克力表示，从已披
露年报及一季报的影视上市公司来看，多家影视
上市公司业绩扭亏为盈并延续增长态势，充分说
明了在市场回暖的背景下，影视行业的盈利能力
正在逐步修复。

在朱克力看来，随着电影市场逐步复苏，观影
人次和票房收入有望逐步提升，也将为院线经营
企业带来可观收益。但同时企业间差异化竞争也
将更加激烈，院线经营企业需不断创新和提升服
务质量，力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据《证券日报》贺王娟/文

影视公司业绩持续向好
行业盈利能力逐步修复

黄金和铜联手走高，大宗有色金属的上涨周
期仍在继续。4月19日沪铜刷新了18年来历史新
高；同期国际黄金期货结算价格达到了2413美元/
盎司，亦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铜价仍未见顶？

其实，铜产业链的供应紧张压力已持续数
月。当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黄金、铜等资源品
价格预期普遍较为乐观。

“铜价有望上行至14500美元/吨。”光大证券
研究所分析师王招华认为，当前铜行业处于供给
紧张，下游领域需求超预期时段，铜价已经进入非
常高的价格-需求弹性区域，细微的需求变化将带
来铜价的快速跳涨。2024年铜行业步入短缺，
2025年短缺幅度将进一步扩大，理论上有望升至
14500美元/吨。

高盛集团策略师认为，铜的最新上涨只是
“其成为珠穆朗玛峰前的一小步”，精炼铜供应将
出现“非常严重”的缺口，明年的平均价格或将达
到每吨1.5万美元。至于黄金，高盛集团更是称
其处于“不可动摇的牛市”，并将年底价格目标上
调至2700美元/盎司。

为避免市场过热交易，国内期货交易所在最
近两周及时对黄金、铜等金属品种实施交易限额、
扩大涨跌停板幅度等一系列风控措施，强化市场
参与者的风险管控意识。

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交投热度有所降
低。从黄金期货市场持仓、成交情况来看，4月1日
至19日，黄金期货持仓量从40.2万手下降至39.5
万手，下降1.74%；成交量从35.7万手增加至68.3
万手，上涨91.3%。自4月12日以来的一系列风控
措施生效后，4月15日至19日，黄金期货持仓量从
39.5万手到39.5万手，保持平稳；成交量从117.7万
手下降至68.3万手，下降41.9%。

高位震荡恐将来临

“金银等金属价格可能高位震荡。”国信期货
研报提醒，避险情绪的反复将成为贵金属价格剧
烈波动的重要主导因素之一。但是长期看，在避
险情绪和市场对降息预期相对确定等多方因素共
振之下，金银长期配置的价值仍然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挂钩期现货品种的基金
表现不一，跟踪上期有色金属指数的大成有色ETF
今年以来涨幅超12%，挂钩上金所黄金现货合约的
黄金ETF今年以来上涨17.7%。而挂钩黄金类上
市公司股票的主题基金涨幅更为突出，市场关注
度高的黄金股ETF，则领涨全市场ETF。

对于黄金和铜的中长期价格走势，北京师范
大学金融系教授钟伟表示，比较2008年次贷危机
发生前后，美联储资产增长了近4倍，黄金上涨略
逊于4倍；而疫情至今美联储资产翻倍，那么以疫
情前的价格看，当下的金价上行仍是初步的。不
仅如此，美国通胀的黏性越强，覆盖了黄金、有色
金属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菜单改写”就越持续。
这会对美国股市、债市的走势产生制约。

来源：证券时报网 长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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