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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份以来，2022年上市公
司三季报迎来披露期。业内人士一
致认为，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在三季度陆续落地，叠加 6月底 7月
初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引发的成本回
落，三季度上市公司业绩环比数据将
明显改善。

宏观层面的信息也从侧面印证
了三季度上市公司业绩向好。近
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从目前掌握的
情 况 看 ，三 季 度 中 国 经 济 明 显 回
升 。 央 行 最 新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8.08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1.36 万 亿
元，其中 9 月份贷款增加 2.47 万亿
元，同比多增 8108 亿元，这表明信
贷有效需求持续回升，宽信用进一
步提速，而适度的信贷增长也有利
于整体经济的回暖。

前三季度187家公司
近九成实现业绩增长

在财报季，业绩为王依然是市场
的共识。随着上市公司陆续披露三
季报，三季报行情已然成为投资者重
点关注的方向。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面对当前震荡的A股市场，应着眼于
业绩，把握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10月21日17时，A股市场共有187家
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2 年三季报，其
中，有 165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归母
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近九成。

进一步梳理发现，在上述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中，有37家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
翻番。其中，胜利精密、立霸股份、国
投中鲁、清水源、藏格矿业等5家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
均超4倍。

业绩是否持续增长，更考验一
家公司的经营能力。从单季度业绩
角度看，在上述业绩增长公司中，有
27家公司今年连续三个季度业绩实
现环比增长，其中，有 4 家第三季度
比第二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长均超
100%。

良好的业绩对股价有明显提振
效应。统计发现，10月份以来，截至
10 月 21 日收盘，在上述 165 只业绩
增长股中，有 117只个股期间涨幅均
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0.48%的涨幅，占
比超七成；赛腾股份、新产业、中石科
技、瑞丰新材、纽威数控、海天精工、
康缘药业、剑桥科技、东华测试等 9
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30%，尽显
强势。

估值方面，截至 10月 21日收盘，
A 股整体最新动态市盈率为 16.42
倍。在上述 165 家业绩增长的公司
中，44家公司的股票最新动态市盈率
低于A股整体水平。其中，硕世生物、
神火股份、大有能源、山西焦煤、立霸
股份、中国巨石、云天化、西部矿业、
广汇能源等公司最新动态市盈率均
在7倍以下，具有一定估值优势。

最近一个月，有机构对于三季报
中的绩优股表示看好，具体来看，有
97 只个股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
持”等看好评级。其中，贵州茅台获
得看好评级次数最多，为 41次；圆通
速递、比音勒芬、时代电气、金禾实业
获得看好评级次数分别为 21 次、19

次、18次、17次。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金

鼎资产董事长龙灏表示，随着三季度
业绩的披露，以基础化工、医药生物、
机械设备等行业受益经济复苏带动
的顺周期盈利能力的改善，在稳增长
政策有望持续向好的前提下，后期向
上的动能逻辑充分。

前三季度101家公司
净利润已超去年

“三季报发布期是较好评估公司
基本面和业绩的窗口期，也是投资者
展望 2023 年标的是否具备估值切
换、哪些赛道更加景气的重要窗口。
三季报将是高盈利成长的试金石、低
估值蓝筹的压舱石。”财通证券分析
认为。

统计数据显示，在上述 165家上
市公司中，有 101家公司今年前三季
度归母净利润均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的归母净利润。展望全年，这些公司
2022年年度归母净利润将大概率超
过2021年。

对此，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
刘有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今年业绩有望超去年，一方
面可能是公司业绩在好转，另一方面
可能是公司正处于高景气周期，带动
了业绩。无论是业绩增长回暖还是
业绩超预期，对公司而言都是利好，
有助于推动公司股价走强，提升市场
关注度。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业绩回
暖和业绩增长均具有一定的可持续
性，因此，这些公司接下来一段时间
内，业绩大概率还会有好的表现，对
股价上涨会起到催化作用。

虽然目前已披露三季报业绩的
公司还比较少，但上述 101家公司已
展现出三大亮点，折射出积极信号，
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一是科创板公司业绩表现突出。
数据显示，在24家已经发布三季

报的科创板公司中，有17家前三季度
归母净利润均已超去年全年。17家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
84.07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2.77%。
光大证券表示，得益于多元化的

交易制度、产业聚集效应和着重研发
投入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成长性，科创
板公司三年来业绩一直保持高增长，
也给资本市场改革带来新动能。

近日，科创板公司迎来利好消
息。10 月 1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
布，目前，交易所已完成各项准备工
作，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上线已
准备就绪。中银证券表示，截至目前
14家券商资格获批参与做市交易，新
赛道有望为券商带来盈利增量，增强
业绩韧性，并有助扩展机构客户综合
服务维度。

二是新能源领域尽显活力。
在上述 101 家公司中有 14 家属

于新能源汽车领域，涉及电池、汽车
零部件等细分领域，14家公司今年前
三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 206.95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86.63%。分析人士
表示，近年新能源行业呈现稳步增长
态势。从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看，光
伏、新能源、动力电池等多个新兴行
业企业，业绩增速亮眼，这预示中国
经济发展的后劲更强。

三是医药生物个股强势反弹。
上述 101 家公司中有 12 家公司

来自医药生物行业，今年前三季度12
家公司合计归母净利润 96.58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34.07%。10月份以
来，截至 10月 21日收盘，医药生物指
数期间累计上涨8.97%。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告诉记者，医药生物行业方
面，归母净利润增速靠前的主要集中
在终端防疫相关的医疗器械、化学药
等细分行业，同时，受到利好政策的
影响，医疗器械更新改造有望为行业
带来利润增长。

对于医药生物领域的投资方向，
国融证券表示，随着三季报公布，建
议关注三个投资主线，第一是医疗新
基建相关公司；第二是民营医院等需
求较为刚性的消费医疗；第三是受集
采影响可控的一些耗材领域。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展望整个四季度，我国经济复苏可能
会超过市场预期。

QFII和社保基金
共同重仓52只个股

作为A股市场的风向标和价值投
资理念的引领者，社保基金、养老金、
QFII、券商、险资等五大机构持仓情况
也备受投资者关注，随着上市公司
2022年三季报陆续揭晓，其最新持仓
情况也逐渐浮出水面。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在已
披露2022年三季报的187家A股上市
公司中，有82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名单中出现上述机构名单，获上述
五大机构合计持股数量为 18.23 亿
股，其中，胜利精密、万丰奥威、招商
轮船、中国巨石、山西焦煤等公司获
五大机构合计持仓量均超1亿股。

从QFII 和社保基金的共同持仓
情况来看，有 52家公司获得上述 2家
机构的共同青睐，中国巨石、山西焦
煤、招商轮船、皖维高新、红旗连锁等
个股获两机构共同持仓股数位居前
五名。

良好的业绩表现或许是机构青
睐的原因，上述 82家公司中有 78家
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均实
现同比增长，占比95.12%。

“社保基金、养老金等机构作为
长期价值投资者，注重投资的稳健
性，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
值增值，因此，持仓个股以规模较大、
盈利增长稳健的股票为主。”邓海清
表示。

对于上述机构重仓股的投资
机会，金百临咨询资深分析师秦洪
表示，此类个股的上涨，既得益于
业绩的回升，也得益于机构资金的
加持。

龙灏认为，近期大盘在3000点附
近，部分业绩优良的板块也遭到错
杀，调整幅度较大，估值回归后的整
体估值更为合理，处于历史底部位
置。那些行业基本面长期向好，众多
机构投资者集中持有的标的，值得投
资者关注。

187家公司亮出三季报成绩单
超百家前三季净利已超去年全年 本报记者 任世碧

10月份以来A股行情震荡，但市
场投资情绪有所好转，对于3000点附
近的A股市场，各种建仓布局的呼声
渐起。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机构调高
投资评级品种或将为投资者提供一
定参考。

同花顺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
有 57 家 A 股公司获得机构调高评
级。从获得调高评级次数看，乐普医
疗、阳光电源、珀莱雅等3家公司获得
机构调高评级次数均为 2次，其余公
司均获得1次调高评级。

机构普遍认为，从估值状态和
基本面预期来看，市场底部区间已
经探明，任何脉冲调整都是坚定加
仓时机，未来一个月仍将是“暖冬
行情”的布局阶段，特别是近期机
构重点调高评级的绩优龙头品种
更容易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

进一步梳理发现，上述57家公司
具有三大特征：

一是股价表现相对强势。10月
份以来截至 10月 21日，上述 57只获
机构调高评级的个股中有 41只个股
股价实现上涨，占比 71.93%，其中，
有 16 只 个 股 期 间 累 计 涨 幅 均 超
10%，表现抢眼。永和股份期间股价
表现最突出，累计涨幅达到 32%，盛
路通信、瑞纳智能、乐普医疗、明月镜
片等 4 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也均超
过20%。

二是业绩成长性好。业绩方面，
57家公司中的 45家公司今年上半年
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近八
成。截至目前，已有 8家公司披露了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今年前三季
度归母净利润全部实现同比增长；除
此之外，还有 11 家公司也披露了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这 11 家
公司业绩全部预喜，其中，天齐锂业、
盛路通信、赣锋锂业、顺丰控股、奥特
维等 5家公司均预计 2022年前三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上限在 100%
及以上。

三是高景气度行业获得机构重
点关注。统计发现，上述57家A股公

司涉及 22个申万一级行业，其中，电
力设备、机械设备、食品饮料、基础化
工等四大行业公司数量居前，这四大
行业公司数量分别有9家、6家、5家、
5家。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
所所长陈雳表示，近一个月机构调
高评级上市公司，大多是由于其三
季度实现了超预期的业绩被上调评
级的，这些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电
力设备、机械设备、食品饮料、基础
化工等行业。其中，电力设备行业
方面，近两年全球都在加大绿色能
源投资，行业需求旺盛，充足的订单
情况使得行业公司整体利润情况良
好，同时未来景气度预计仍将维持
高位，因此行业部分公司被上调评
级。机械设备行业方面，偏向于高
端制造的上市公司利润增速相对较
好：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相较于传统
制造业有更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
近年来管理层也在大力推动高端制
造业的发展，予以较多的政策支持，
行业未来有望延续高速发展。

对于机构调高评级公司的投资
机会，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
有华表示，机构具有较高的投研能
力，市场认可度也较高，往往被当
成市场风向标，因此获得机构调高
评 级 个 股 ，更 容 易 获 得 资 金 的 追
捧，从而带动股价走强。另外，从
基 本 面 来 看 ，机 构 调 高 评 级 的 公
司，主要集中在高景气行业中的高
增长个股和具备业绩反转预期的公
司，本身就具有投资价值，机构调
高评级有助于市场资金去发现投资
价值。

“机构评级调高背后通常是上市
企业经营出现超预期改善迹象，当前
机构调高评级的上市企业普遍具有
行业景气度高和政策支持明确两方
面特征。专业机构的认可，有助于增
强这些行业企业的市场关注度和资
金吸引力，市场调整时这些调高评级
个股韧性往往表现更强。”华辉创富
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近一个月57家公司被机构调高评级
凸显三大特征

本报记者 姚 尧

随着上市公司三季报的持续披
露，机构调研方向开始向业绩高增
长公司倾斜。对此，广州市万隆证
券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吴
啟宏对《证券日报》记者说：“从获得
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看，上市公司
三季报业绩高增长已成为调研的一
大主线。”

同花顺数据显示，10月17日以来，
截至 10月 21日收盘，A股市场总计有
37家上市公司接待了包括基金公司、
证券公司、阳光私募、保险公司、QFII
等各类型机构调研。其中，有 15家公
司期间累计接待参与调研的机构家数
超过10家。

具体来看，上述37家公司中，横店
东磁、瑞丰新材和云海金属等 15家公
司期间获得 10家以上机构联合调研。
其中，横店东磁 10月 20日披露的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公司近期共获
477家机构密集调研，包括华夏基金、
建信基金等基金公司，华安证券、平安
证券等券商，中国养老保险等险资机
构均参与其中。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上述
15只个股中，绩优股占比较高。截至
目前，已有 8家公司公布了 2022年三
季度报告，共有7家公司前三季度归母
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近九成。
其中，瑞丰新材和神火股份前三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 100%，分别达到
168.09%和154.6%。

从市场表现看，上述 15家公司股
价表现相对强势。10月 17日至 10月
21日，共有9只个股期间实现上涨。其
中，瑞丰新材、盛路通信和智微智能期
间累计涨幅超10%。

最近一个月内，上述 15 只个股
中，有 13 只个股获机构给予“买入”
或“增持”等看好评级。其中，神火股
份、瑞丰新材、联泓新科、新洋丰等个
股获机构看好评级次数均在 6 次及
以上。

从所属行业来看，全部 37家本周
获机构调研的公司涉及17类申万一级
行业，其中，有色金属、电子和医药生
物三大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均
为4家。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
究员盘和林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当
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欧美
国家通胀高企，机构在调研时往往也
围绕资源型公司、供应链短缺等概念
进行，这是有色金属获得高关注的原
因。电子制造是我国的传统强项，故
而具备技术壁垒的电子行业的关注度
也较高。”

广州国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周权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医药生物行业在经历了一段时期
的估值修复后，已将基本面的利空因
素充分消化，且近期政策面上已出现
边际改善迹象，在当前赛道股估值普
遍偏高的背景下，医药生物行业已具
有较高性价比。”

机构本周调研37家上市公司 青睐有色金属等行业

本报记者 张 颖
见习记者 刘 慧

随着进入四季度后 A 股市场的
震荡，融资客的行为受到市场关注，
投资者希望能从中捕捉到市场资金
动向或投资机会。

10月份以来（截至 10月 20日），
沪深两市两融余额总量 15557.45 亿
元，保持基本稳定。具体来看，沪市
余额 8444.01 亿 元 ，增 加 127.37 亿
元 ；深 市 余 额 7113.44 亿 元 ，增 加
63.46亿元。

两融交易的参与者也有增加，
10月 20日 ，参 与 交 易 的 投 资 者 数
量为20.49万名，本周（不包括10月
21日）日 均 参 与 交 易 的 投 资 者 数
量 为 20.34万 名 ，较 上 周 日 均 增 加
3.65万名。

同花顺数据显示，10 月 10 日至
10月20日，在申万一级31个行业中，
有16个行业获融资净买入，其中电力
设备、食品饮料行业期间融资净买入
额超 10 亿元，分别为 21.33 亿元和
18.36亿元，此外有色金属和银行业期
间融资净买入额超5亿元。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电力设备和食品饮
料行业个股受到融资客的青睐有其
内在的投资逻辑。对电力设备行业
而言，主要是受“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驱动。我国新能源建设如火如
荼，不管是储能、光伏还是风能建设
都在前所未有的快速扩张，必将带
来电力相关设备需求的快速走高，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明显，且未
来增长空间巨大。对食品饮料行业
而言，一是食品饮料板块在经过长
期下跌后，估值泡沫已基本消化，价
值已凸显；二是 9月份我国 PPI增速
继续回落，同比去年增长 0.9%，CPI
不断抬高，同比去年增长 2.8%，PPI
与CPI剪刀差减小，意味着产业链利
润正在向下游转移，对传统消费品
食品饮料形成利好。

排排网财富公募产品经理朱润
康表示，高确定性是融资客青睐电力
设备和食品饮料行业的主要原因，电
力设备中的风光以及新能源汽车等
板块正处于高景气周期，而且在政策
支持上也是利好不断，有助于推动行
业持续高景气，因此行业中的龙头企
业成长确定性非常高，成长空间也非
常大。食品饮料行业受益于消费的
持续好转，业绩回暖，而且目前食品
饮料板块正处于低位，具有较高的安
全边际，现阶段是左侧布局食品饮料
板块非常好的时机。

具体融资标的方面，10月10日至
10月 20日，共有 1044只两融标的获
融资净买入，其中64只个股期间融资
净买入额均超过1亿元。贵州茅台获
期间融资净买入额居首位，为 24.43
亿元，隆基绿能、江淮汽车，通威股份
等标的紧随其后。

获融资净买入标的公司盈利能
力较好。截至10月21日下午4时，上
述 1044只个股中，已经有 50家公司
发布了前三季度报告，有48家公司实
现了营业总收入和归母净利润的同
比双增长，占比达96%；另有131家公
司发布了业绩预告，119家公司业绩
预喜，占比逾九成。

进一步梳理发现，在上述1044只
个股中，125只属于医药生物行业，共
获得期间融资净买入 30.50亿元。10
月份以来，上述医药生物行业 125只
个股中，有 109只实现上涨且跑赢同
期上证指数。医药生物板块整体也
表现亮眼，累计涨幅 8.97%。细分领
域来看，医疗器械板块涨幅 14.62%，
中药板块涨幅11.70%，医疗服务板块
涨幅6.24%。

首创证券表示，随着医疗新基建
的发力，医疗机构进入新一轮扩张周
期，相关医疗设备需求也将持续上
升。目前全国已上报超过 2000亿元
的医疗设备贷款需求，随着财政贴息
贷款逐步落地，医疗设备需求有望快
速释放。

月内两融余额连续增加
两大行业融资净买入额超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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