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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A 股市场“千亿元级”“万亿元
级”市值公司不断涌现，这背后折射出上市公
司发展规模和自身业绩快速增长，特别是创
新发展带来的“硬”实力成长，也折射出我国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目前，A 股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分布呈
现出明显的金字塔状。十年间，A 股市场
新增了贵州茅台、宁德时代这样的新“万亿
元级”市值巨头公司，工商银行作为金融板
块的头部上市公司，继续在万亿元市值行
列“屹立”。千亿元以上市值的上市公司从
24 家增至 123 家，A 股市值百强榜的门槛
已提高到 1163.07亿元。

盈利能力强是千亿元以上市值公司的主
要特征。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末，市值
超千亿元的A股上市公司共123家，十年增长
412.5%。其中，有 3家公司市值超万亿元，分
别是贵州茅台、宁德时代和工商银行。

十年来，上述123家公司中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值超过 20%的有 27家，近八成公司净资
产收益率平均值超过10%。进一步从盈利方
面看，有 36家公司近十年获得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超过 100亿元，且有
113家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同
比增长率为正值，这说明超九成千亿元级别
市值公司业绩在稳步增长。

创新能力强是千亿元以上市值公司的另一
特征。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末，超
千亿元市值的123家公司累计拥有归属公司的
专利数33.31万件，相比十年前增长近5倍。与

之相应，高市值公司的研发投入普遍较高。在
上述 123家公司中，有可比数据的 69家公司
2021年总研发投入3024.30亿元，比2012年增
长488.64%，比上年增长31.32%。对比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为27864亿元，比上年实际
增长14.2%，高市值公司研发投入增速更快，凸
显“领跑者”地位。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结出一系列创新成
果。如创新能力突出的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
迪，目前拥有专利数2.11万件，包括新能源汽
车相关专利近1万件，第四代车规级绝缘栅双
极型晶体管和轮边电机技术居世界前列。

家电行业龙头企业格力电器创新能力也
表现突出。2012年年末至 2022年 7月末，归
属于公司的专利数量从 4937 件增至 69143
件，增幅达13倍之多。在专利数量稳步增长、
创新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格力电器
归母净利润从 2012 年的 73.80 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230.64亿元，增幅达212.53%。

创新推动成长
超千亿元市值A股公司数量十年增超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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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A股市场砥砺奋进、攻坚
克难，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这十年，A股市场在不断改革与创新中实
现跨越式发展。十年间，中国特色现代资本
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深化，注册
制等关键性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市场
广度深度持续拓展。A 股市场总市值从 2012
年末的 22.88 万亿元增长至 2022 年 7 月末的
82.63 万亿元，增幅达 261.1%，市场规模居全
球第二位。

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创新
推动A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沪深交易所及北交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7月末，A股共有上市公司4844家，总市
值达82.63万亿元。其中，上交所上市公司2099
家，总市值 47.61万亿元；深交所上市公司 2641
家，总市值 34.83万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 104
家，总市值0.19万亿元。

回望2012年年末，A股总市值仅为22.88万
亿元，其中沪市 15.79 万亿元，深市 7.09 万亿
元。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计 2472家，其中沪市
944家，深市1528家。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2
月 16日，A股总市值一度升至 99.68万亿元，达
到历史峰值。

A股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背后，离不
开资本市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这十年，随着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显
著拓展，大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出
科创板，设立北交所，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
适配性大幅增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突
破。A股市场实现核准制向注册制的跨越，稳
步推进试点注册制，发行市场化程度、审核注
册效率和可预期性大幅提升。由改革而带来
的新股数量迅速增长，成为A股总市值增长的
一个重要因素。

据统计，2012年年末至2022年7月末，累计
有 2489家公司成功登陆A股市场。其中，2021
年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历史高峰，为 524家。
今年以来截至 7月末，新增上市公司达 205家。
十年来诞生了宁德时代、海天味业等一批新的
大市值公司。

而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股票发行注册
制，并稳步扩展至创业板，探索建立了“一个核
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
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审核注册效率和可预期
性大幅提高，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从科创板角度看，历经三年发展，科创板市
值规模已十分可观。2019年 7月 22日，首批上
市的 25家公司总市值仅为 5293.39亿元；2019

年年末，7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值为8637.64
亿元；2020年年末，215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总市
值升至 33490.72亿元；2021年年末，377家科创
板上市公司总市值达56305.56亿元。

从创业板角度看，2020年 8月 24日创业板
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至 2022年 7月末，新增上市
公司308家，新增公司总市值达2.58万亿元。相
较于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之前，不论是 IPO新增
总市值还是 IPO公司数量，都有明显增加。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
来，实行注册制增加了新经济企业上市的可能
性，一批具有科创属性、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新
经济企业登陆科创板、创业板，有助于推动经济
转型，同时也促使A股市场总市值实现较大幅
度增长。

北交所方面，自2021年9月份成立以来，按
照注册制路径谋求上市的公司数量稳步、有序
增加。截至 2022年 7月末，北交所上市公司数
量累计104家，总市值达1887.60亿元。

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总体盈利
能力的持续提升支撑起A股总市值增长。统计
显示，2012年年末，全部可比的 2369家上市公
司（已剔除期间退市的103家）总市值为22.34万
亿元，截至 2022年 7月末，总市值增至 52.25万
亿元，累计增长133.89%。

从企业盈利能力看，这十年，上述2369家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总和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以来至
2021年的年报可比数据显示，上述2369家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和从1.82万亿
元增长至3.49万亿元，增长91.76%。

同时，上市公司总市值的增长也受到市场
活跃度的积极推动。尤其是 2021 年，A 股市
场创下了 149 个交易日成交额超万亿元的历
史纪录。

十年来，A股市场自然人投资者突破2亿大
关，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自
然人投资者开户数已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5
亿个，非自然人投资者开户数是46.80万个。而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原有统计口径，截至
2012年12月28日，沪深两市期末A股账户数为
1.68亿户，期末休眠账户数为3018万户。

电力设备行业爆发式增长
跃居市值占比榜单首位

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2012年年末A股
总市值占比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银行（20.4%）、非
银金融（8.32%）、基础化工（7.04%）、房地产
（5.37%）、医药生物（5.3%），除银行业外，其他行
业占比差距并不大。截至2022年7月末，电力设
备行业总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比重以10.29%的
占比跃居榜首，紧跟其后的是医药生物（7.91%）、
银行（7.90%）、食品饮料（7.47%）、电子（7.12%）。

“医药生物和电子行业容纳了较多科技含
量高的上市公司，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正在稳步推进，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萨
摩耶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郑
磊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从电力设备行业来看，随着
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拉动行业在十年间上
了一个大台阶。据统计，2012年年末至 2022年
7月末，该行业上市公司数量从 136家增至 308
家，累计总市值从 0.57万亿元增长至 8.51万亿
元，实现跨越式发展。期间，恩捷股份、璞泰来、
宁德时代、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电力设备行业
相关的中高市值公司陆续登陆A股。

电力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我国同期经
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密不可分。2012年以
来，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产业新体
系的重要时期，相关支持政策接踵出台。如
2012年发布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将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
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
材料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
点发展，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四大行业
与电力设备直接相关。

2015年起，电改启动；2016年，充电新国标
出台；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保持基
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要求着力
补齐能源等领域短板，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输电，
优化完善各省电网主网架，推动实施一批特高
压输电工程；2020年，“双碳”战略及“十四五”规
划推进，我国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行业政策利好不断。

从各行业近十年总市值增长幅度看，电力
设备行业以13.55倍的惊人涨幅领跑，电子行业
（11.00倍）紧随其后，位居第三的是国防军工行
业（6.32倍）。

高市值公司集中在京粤沪
前五十门槛提高至1873亿元

从地区来看，2012年年末A股市值前五十的
公司分布在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多数集中在北京、
广东和上海。截至2022年7月末，市值前五十的公
司分布在16个省份，市值门槛提高至1873.01亿
元。其中新上榜的省份包括河北、山东、陕西和云
南，有两个省份的上市公司退出市值前五十之列。

“市值前五十的上市公司地域分布中新增
加了陕西、云南，这是我国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的体现。”郑磊表示。

从高市值公司数量分布来看，北京、广东、
上海位居前三。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和科技创新
中心，拥有高市值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绝对
值都名列全国首位。截至 2022年 7月末，北京
拥有市值超千亿元上市公司 32家，总市值合计
95822.94亿元。其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石油，三家总市值合计
29327.42亿元。

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吸
引了大批国内建设者和国外投资者，加速了当
地上市公司的发展。截至 2022年 7月末，广东
拥有市值超千亿元上市公司 24家，总市值合计

58595.79亿元。其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招商银
行 、比 亚 迪 、中 国 平 安 ，三 家 总 市 值 合 计
17605.87亿元。

截至2022年7月末，上海拥有市值超千亿元
上市公司11家，总市值合计18557.87亿元，近半
数分布在银行和非银金融行业，凸显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优势。其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东方财富、
金龙鱼、浦发银行，三家总市值合计7554.75
亿元。

奋楫笃行，前景可期。展
望A股市场未来，在稳字当
头 、稳 中 求 进 的 总 基 调
下，随着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稳步推
进，势必将为参与
A股市场的投资
者 提 供 越 来
越多的优质

核心资产，释放更多市场机
会。从A股市场近年来总
市值不断靠近我国GDP
总量的走势看，A股总
市值突破百万亿元值
得期待。

总市值十年增逾2.6倍 A股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