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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根据最新半年报数据，2021 年
上半年沪市主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
收入21.96万亿元，科创板公司共计
实现营业收入3040.50亿元；深市上
市公司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33.78 亿
元。我国上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已
超过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堪称半壁江山。上市公司作为资本
市场的基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
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理应发挥积极
作用。

上市公司首先要做到合法经
营、坚守主业、做强产业、创新发展，
为市场和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并通过市场循环实现自身可
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更加注
重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关系，在构建
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新格局

的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要深入贯

彻和切实体现共同富裕的理念。
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群体中

最有竞争力的部分，吸纳了数以亿
计的各层次劳动者，其初次分配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示范效应。客观而
言，长期以来，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
素，在初次分配中力量相对较弱，而
资本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相对较
强。上市公司在要素分配过程中，
应当主动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劳动
要素的谈判能力。要严格执行最低
工资标准，并在劳动保障、劳动福利
等方面做规范、做到位，做依法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表率。

按照党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必须采
取立体措施，使一部分低收入人群
逐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上市公司

在不断改善生产经营和提高效益的
同时，要适当加大对普通员工的分
配比例。同时，对科研人员等相对
高技能、相对贡献大的员工，可以采
取股权激励或其他激励方式，增加
他们的收入。对上市公司高管，特
别是有行业领头人地位的企业家，
要继续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产权，
保护他们的各项收益权。要努力实
现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
分配上的均衡。

第二，在二次分配环节，要严格
执行税收制度和有关政策。

上市公司要做依法纳税的模
范，做到不偷税、不漏税；要教育和
监督公司员工依法纳税。税收作
为公共财政收入，可以通过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实
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上市公
司通过上市，得到融资便利、实现

机制再造，多数实现了快速发展，
依法纳税是应尽义务，也是奉献社
会的责任。

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不
少上市公司普遍享受了企业所得税
税率优惠。这是早期制度设计上对
上市公司的政策倾斜。这些公司应
当有感恩意识。在上市公司按照新
的企业所得税法、执行统一的所得
税率后，一部分上市公司继续按照
国家政策规定，享受行业性税收优
惠。这样的产业性、行业性税收优
惠政策，是为了促进短板领域加快
发展，提高整体经济的质量和竞争
力，也要落实好。

第三，上市公司中的高收入者，应
当做捐助社会、回报社会的先行者。

从理论上说，三次分配主要是
由高收入群体依据自愿原则，以募
集、捐赠、资助等慈善公益行为回报
社会。三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补充。我们不
能强制所有上市公司的高收入人员
和所有高收入的上市公司都参与捐

赠，但毕竟，上市公司中有相当一部
分高收入者有能力参与捐献等第三
次分配。大多数上市公司快速发展
得益于改革开放，是政策受益者，我
们希望其中的高收入者按照自愿原
则积极捐赠。

一般来说，高收入人群生活在
聚光灯下，其履行社会公益职责，有
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形成良
性循环社会生态，最终也有利于高
收入人群创业发展和基业传承。要
坚决反对强制性，这也是为了保护
高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企业立德树人
的积极性。

为了便利高收入人员和高收入
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要进一步完
善税收减免政策，使捐赠者可以免
除部分收入的所得税等支出；还要
在信托制度上优化设计安排，使社
会责任目标与捐赠者财产支配权得
到平衡。

上市公司该如何践行“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昌校宇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恢复、稳中
加固、不断向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21年上半年业绩大幅提升，实现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双增长。截
至 8 月 31 日，沪市主板 1644 家公
司、深市2492家公司的2021年半年
度报告全部披露完毕；沪市科创板
331 家公司通过半年度报告、上市
公告书等形式披露了 2021年半年
度主要经营业绩信息。

沪市方面，上半年，沪市主板公
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96万亿元，
同比增长 23.94%；实现归母净利润
2.08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1.98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3.15% 、
44.40%。值得一提的是，与2019年
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20.22%，
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分别增
长 11.58%、13.17%，显示业绩重回
疫情前的增长轨道。

从公司规模来看，中小企业发
展势头强劲，大型蓝筹股企业业绩
持续修复。上半年，沪市主板市值
百亿元以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6万亿元、归母净利润 739.71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5.08% 、
175.94%，增幅高于沪市整体水平
1.14 个 百 分 点 和 132.79 个 百 分
点。市值百亿元以上企业贡献了
沪市主板九成以上的盈利，营业收
入 、归 母 净 利 润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84%、40.66%，第二季度环比分

别增长 10.82%、5.74%，保持了稳健
的增长速度。

此外，上半年，331家科创板公
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3040.50亿元、
归母净利润 433.19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55.14%和105.24%。超九成公
司实现营收增长，56家公司实现营
收翻番，两成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10
亿元；超七成公司归母净利润实现
增长，三成公司净利润增幅达到
100%以上，最高达743倍。

深市方面，上半年，深市公司实
现平均营业收入33.78亿元，平均净
利 润 2.5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3.09%、41.52%，已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整体来看，上半年逾八成公
司实现盈利，逾八成公司营业收入
规模扩大，逾六成公司净利润实现
增长。其中，1178家公司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过 30%，占比 47.27%；954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50%，
占比38.28%。

4月6日，深市主板与中小板正
式合并。合并后，深市主板上市公
司群体更加集聚，板块韧性持续凸
显，盈利能力稳步上升。上半年，深
市主板公司实现平均营业收入
49.04亿元，同比增长 33.04%，平均
净 利 润 3.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32%。其中，逾八成公司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逾八成公司实现盈利，
逾六成公司净利润实现增长，近五
成公司净利润增长30%以上。

另外，上半年，1014 家创业板

公司业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实现
营业总收入 1.17万亿元，同比增长
33.57%；实现净利润总额 1127 亿
元，同比增长 33.56%。880家公司
实现盈利，占比达86.79%；700家公
司实现净利润增长，395 家公司净
利润增幅达 50%以上，展现强劲发
展势头。

其中，186 家注册制下新上市
公司平均实现营业收入12.99亿元，

同比增长 30.98%，营收规模超板块
平均水平；平均实现净利润 1.08亿
元，同比增长 29.84%。新公司中有
129 家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
69.35%，其中22家公司净利润增幅
超过100%。

当前，在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
内外部经济环境和推进落实资本市
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关键阶段，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 2021 年“半年

考”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进
一步巩固了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趋
势。沪深交易所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监管
与服务水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助力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

A股上市公司提交“半年考”答卷：
营收净利同比双增 彰显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本报记者 杜雨萌

8 月 31 日，《证券日报》记者
从国资委了解到，日前，国务院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以视
频方式召开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
深度转换经营机制专题推进会，
深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
署，通报截至 7月末国企改革重点
任务完成情况，指导国有企业把
握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着力
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深度转换经
营机制。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级国资
监管机构和广大国有企业坚持“三
因三宜三不”原则，通过增资扩股、
改制上市、并购投资、合资新设、产
权流转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分
层分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
了积极进展。混改工作稳步推进，
机制转换逐渐深入，制度体系日益

完善，国有资本功能有效放大，党
的建设明显加强。

记者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 8月 31日收盘，在A股
4455 家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包括央企国资控股、省属
国资控股、地市国资控股以及其他
国有）共计 1298家。从首发上市
日期看，仅今年以来，就有 37家国
有控股公司实现上市。从并购数
据看，剔除并购失败案例，今年以
来，涉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并购
事件共 512 起，其中，142 起已完
成，370起正在推进中。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
员刘兴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混改，坚持
的是“一企一策”原则。无论是增
资扩股、改制上市还是并购投资，
都可以达成引进非公资本完成混
改的目标。而多种方式的并存无

疑为国有企业推进混改提供了更
多选择，也有助于混改的加快推进
落实。

“对于混改企业来说，股权层
面的混合仅仅只是第一步，后续在

‘改’的方面，尤其是经营机制的转
换，无疑更加重要。”国信证券高级
研究员张立超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混改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经理
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职业
经理人制度等市场化经营机制，综
合运用员工持股、项目跟投、超额
利润分享、虚拟股权等中长期激励
约束手段，通过更加市场化的经营
机制，提高国企活力和效率，进而
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等。

本次会议强调，要把深化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工作重点放到转机
制上，重点在选好战略投资者、完
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放大和拓展国有资本功能、探索更

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集成运用
市场化机制各项措施、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采取有
力有效措施，确保增强活力动力，
提高效率效益。

刘兴国表示，目前来看，已经
启动和完成混改的企业不在少数，
部分企业在体制机制转换上也取
得了实质性改革成果，混改企业的
效益得到了较好提升。但不可否
认，少数企业也存在“股权已混、体
制未改”或“股权易混、体制难改”
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方案的具体内容之一。
对于后续的混改来说，显然是要进
一步推动混改企业深化内部体制
机制改革，实现企业治理与管理提
升。根据需要，或可在部分已混改
的企业启动二次混改，以进一步优
化股权结构，进而更好推动企业内
部体制机制改革。

国资委为混改企业深度转换经营机制“鼓劲”
明确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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