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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炜：研发投入是观察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截至8月3日晚间，共有203家公司披露半年报，研发投入合计179.49亿元，同比增
长34.26%。今日，本报聚焦上市公司科研投入，进行相关采访和解读。

本报记者 吴晓璐

随着半年报的披露，上市公司
上半年研发投入情况得以显现。据
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截至 8 月 3
日记者发稿，共有203家公司披露半
年报，研发投入合计 179.49亿元，同
比增长34.26%，其中，37家公司研发
投入过亿元。

“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上市公
司拿出更多资金进行前沿技术的开
发。”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
司业绩增长离不开持续的高研发投
入，在一定时期内，公司的生存发展
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与科技研发投入
成正比。从宏观层面来讲，上市公司
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也能
够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业板公司
研发投入增长较快

从研发投入来看，上述203家公
司中，有166家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
实现同比增长，占比 81.77%，其中，
29 家公司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
100%。从研发强度来看，有32家公
司上半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超过 10%，其中 6家超过 20%，科
创板公司国盾量子研发投入占营收
的比重为133.52%。

“从已披露的数据来看，上半年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一定
程度上与企业景气修复、业绩提升、

企业对科技研发关注度提升有关。”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
梦洁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资本市场持续深化改革，科创
板、创业板对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
加大，完善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等，有
力地支持了上市公司科技创新。

从所属板块来看，创业板上市公
司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上述203家公
司中，61家创业板公司上半年研发投
入合计31.85亿元，同比增长48.75%；
55家深交所主板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
合计81.78亿元，同比增长34.08%；69
家上交所主板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合
计56.57亿元，同比增长28.58%；18家
科创板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9.29
亿元，同比增长27.52%。

“科创板的设立和创业板注册
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促进了上市公
司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激发了上
市公司的活力。随着科创板逐渐成
熟，高研发、硬科技的特点也将更加
凸显。”陈雳表示。

陈梦洁表示，目前我国创新成
效转化仍需加大力度，通过产研结
合，可以更好地促进科研成果落地，
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对于公司而
言，可以更好地建立技术壁垒，提升
核心竞争力。

研发投入区域分化显著
专家建议地方财政精准发力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提出，“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

资”“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等。银河证券研报认为，这与

“十四五”规划对于科技创新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位保持一致，未
来经济主线向科技和高端制造转移
的确定性越来越强。

从地域来看，目前各地上市公
司研发投入分化较为显著。上述
203家上市公司涉及27个省区市，其
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津市和重
庆市的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增速较
高 ，分 别 为 140.51% 、129.74% 和
104.70%，而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

治区、甘肃省和青海省的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呈现下降态势。

对此，陈梦洁认为，这与地区之
间的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发展不平
衡有一定关系，建议地方政府在合
理做好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出台对
科技企业的相关财政税收优惠政
策，提升企业创新和投入研发的积
极性。另外在产业政策方面，也可
以给予科技创新一定鼓励。

“中西部地区要培育并发展区
域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构建多元
化投入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提高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陈雳表示。
此外，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机

制，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
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正确的科技
成果评价导向，创新科技成果评价方
式，通过评价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
推动产出高质量成果、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深
度融合，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3家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超179亿元
更多资金涌入前沿技术开发

择 远

研发投入，是观察企业转型升
级的一个重要指标。从A股市场来
看，近年来，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上
可谓“慷慨解囊”，这对加快新旧动
能转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
重要作用。

用数据说话。据同花顺数据统
计，截至笔者截稿，共有203家公司
披露半年报数据，研发投入合计

179.49亿元。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
研发投入增长较快，61 家公司上半
年研发投入合计31.85亿元，同比增
长48.75%。而18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上半年研发投入合计 9.29 亿元，同
比增长27.52%。

在笔者看来，高研发投入的背
后，折射出的是科创板与创业板所
拥有的显著的“创新基因”，其正成
为创新产业的集聚地。这从沪深
两个交易所此前发布的报告中可

见一斑：科创板中集成电路、软件、
生物制药等产业集聚凸显，工业机
器人产业链、光伏产业链、动力电
池产业链等已初显规模；创业板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的产业聚集效应
明显。

研发投入的增加，反过来也会
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科技创新成果
的持续增加。以专利为例，科创板上
市公司2020年全年合计新增知识产

权16300项，其中发明专利达到4500
项；创业板上市公司拥有与主营相关
的核心专利技术11万余项，近六成公
司的产品和技术实现了自主自立，解
决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研发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
要动力，持续提升研发投入、增强科
研实力，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竞
争力和行业地位，为自身的长期高
质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科研实
力，已然成为检验一家上市公司成

色的“试金石”。
但是，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上市公司如果只是一味地过度追求
高研发投入也是不可取的。笔者认
为，对上市公司而言，在研发方面的
投入还是要结合自身情况，比如公司
产品的落地时间、科技产品的成功率
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等，
做到量力而行，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高
研发投入，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

高研发投入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

本报记者 张 敏

今年以来，A 股上市公司持续回购自家股
票。《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截至8月
3日，年内共有404家上市公司发布股票回购预案
或进展方案，其中，387家公司真金白银的实施了
股票回购，累计金额超800亿元。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一般是基
于两个因素，其一是有充足的资金，其二是公
司股价被低估。“今年以来，多数个股出现了股
价下跌的情况，上市公司进行回购有助于提振
市场信心。”

193家上市公司回购超亿元

同花顺数据显示，有 193家上市公司回购金
额超亿元，其中多家公司回购金额超 10亿元，包
括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中国联通、海尔智家、国
电电力、雅戈尔等。

8月3日，多家上市公司发布股份回购进展公
告。其中，美的集团表示，截至2021年7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
计回购约 5109.8万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5.38亿
元；联通股份公告称，截至2021年7月31日，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约 5.13
亿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66%，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2亿元；海尔智家公告
称，截至 2021 年 7 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718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6%，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19.94亿元；雅戈尔表示，截至2021
年7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约 2亿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32%，成交最低价格为 6.63元/股，成
交最高价格为 7.49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约
14.38亿元。

此外，从细分行业来看，按照申银万国行业
分类，IT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纺织服装、化学制
剂等行业的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较多。

回购不是助推股价回升的“神器”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明昊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回购的
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认为目前股票价格被低估，与
公司价值不匹配，通过积极回购可以展现企业对
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

但记者注意到，即便上市公司抛出回购方案
并真正付诸实施，也不一定能完全提振上市公司
的股价。

例如，众生药业8月3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
司于2021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截
至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成交总金额为
4423.78万元，累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11.1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3%，最高成交价格为9.09元/
股，最低成交价格为8.26元/股。但从股价表现来
看，数据显示，截至 8月 3日收盘，众生药业报收
于9.12元/股，年内跌幅超15%。

新华都公告称，公司于回购实施期间，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数量 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7%，最高成交价为 5.2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39 元/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 4047.18 万元。
而截至8月3日收盘，新华都股价为4.06元/股。

此外，在今年发布回购预案的上市公司中，
尚有 21家未进行股份回购。还有多家上市公司
宣布停止股份回购。

“上市公司推出回购方案的主要目的，是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以及注销股本、
减少资本。”李明昊向记者表示，但投资者需要
注意“忽悠式回购”，关注上市公司回购过程中
金额较小、周期较长、大股东减持等情况。如
果公司进行回购的目的是股权激励，则要注意
其考核条件，门槛较低的话就存在利益输送的
可能。

387家公司斥资超800亿元
买入自家股票
近半回购超亿元

本报记者 张 颖

“8月份A股市场的投资主线将
围绕中报业绩展开，业绩高增长或业
绩超预期个股有望产生明显超额收
益。”近日，业内人士纷纷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发现，截至8月3日收盘，在已
披露半年报业绩的公司中，共有 153
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双增
长。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这
153 只双增长股主要扎堆在机械设
备（23 只）、化工（20 只）、电子（19

只）、医药生物（18只）等四大行业。
对此，富荣基金研究部总监郎骋

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前已处于半年报行情的中后
期，短期景气赛道震幅将加大。目前
来看，并未出现风格大幅切换的前提
条件，预计市场仍将是成长占优，短
期建议重点关注半年报业绩较好、估
值较低的周期龙头股。

7 月份以来，随着市场震荡调
整 ，上 证 指 数 期 间 累 计 跌 幅 为
3.99%。在上述 153只双增长股中，
有110只个股跑赢同期上证指数，占

比逾七成。其中，维宏股份、振芯科
技、金杯电工、光力科技、建龙微纳、
英维克、远兴能源、永兴材料等 8只
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50%，尽显
强势。

除了股价表现出色，业绩增长股
更是受到机构资金的追捧。

秉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的
社保基金的持仓动向一直以来备受
各方关注。2021 年中报显示，在上
述153家公司中，社保基金现身33家
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另
外，25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名单中出现了QFII的身影。值得关
注的是，百亚股份、昊志机电、安琪酵
母、燕塘乳业、海大集团、艾德生物、
锦浪科技、东方财富等8家公司同时
被社保基金和 QFII 持有，成为两大
机构共同追捧的对象。

对于后市，光大证券认为，长期
来看，盈利将推动下半年A股市场继
续上行。在基建投资和出口的支持
下，下半年A股盈利仍有望保持较高
增速，预计全部A股 2021年中报、三
季报和年报较 2019年同期的两年复
合盈利增速分别为 7.6%、11.3%、

15.0%，逐季抬升的盈利有望推动下
半年A股市场继续上行。

金百临咨询分析师秦洪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近期A股市场交易
型资金频频转向，主要是因为近期
盘面不时涌现新的信息，从而引导
资金流向的转变。目前来看，围绕
我国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的相
关领域，仍然是各路资金竞相配置
的方向。未来的演绎趋势仍然是
相对乐观的，值得期待，其中，契合
产业政策导向的各领域仍然有望
再创新高。

153只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长股扎堆四大行业
社保和QFII同时现身8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