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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远

上市公司三季报正密集披露，不少公司业
绩延续高增长态势，发挥“火车头”作用，带动
所属行业的景气度明显提升。这是多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积极因素累积增多，提振行业发展
信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13027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5.2%。

还有更多的数据印证中国经济的强大韧
性：1月份至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4.0%，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
增长 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8%。

此 外 ，前 三 季 度 ，全 国 社 会 物 流 总 额
249.0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年内再次回
升，达到 89.2，比二季度上升 0.2 点，高于 2022
年同期水平；9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环
比回升3.2个百分点，扭转了三季度以来的稳
中趋缓局面。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实体经济活
力进一步增强，企业生产经营信心持续向好，
带动行业景气度的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其次，一系列政策持续显效，企业信心不
断增强，带动相关行业恢复向好的势头进一步
巩固。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打好政策“组合拳”，
推动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同时，根
据新形势谋划储备一批新政策，适时出台针对
性新举措，带动相关行业持续恢复向好，为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
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以旅游业为例，一系列重要会议相继对
促进行业加快恢复发展作出明确部署。此
外，多地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方式，助力旅
游市场“旺起来”；在金融支持、产品创新等方
面发力，增强相关企业活力，推动相关产业全
面复苏发展。

窥一斑而知全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
力，效果不断显现，相关行业正迎来发展的好
时机，并由此带动行业景气度的提升。

第三，源自上市公司多措并举，通过自身
的努力，达到提质增效的效果。

上市公司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
石和动力源，从上市公司的三季报披露的信息
来看，不少上市公司从生产到经营指标均出现
积极改善。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公司聚焦核
心技术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有效资源配置，强
化经营管理，公司运行效率稳步提升；有的公
司一系列降本增效措施成效显著，单位成本呈
持续稳定的下降趋势；有的公司持续引领技术
创新，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份额保持
提升态势。

不难发现，诸多上市公司正用实际行动提
高核心竞争力，在提升自身质量、成长为“优等
生”的同时，也提升了行业的景气度。

总之，透过三季报，我们看到的是不少上
市公司业绩的“暖意浓”、多个行业的景气度

“旺起来”。而这正是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最好的诠释。

上市公司发挥“火车头”作用
带动行业景气度“旺起来”

本报记者 龚梦泽

10月27日，由《证券日报》社与江西省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江西省金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轩元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协办，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智能网
联汽车分会指导的“2023汽车资本论坛”于南
昌举行。

本次论坛以“未来出行环境下的机遇与挑
战”为主题，重点围绕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未来走向、如何破局等问题展开讨论。经济日
报社副总编辑兼机关党委书记郑波，江西省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文
戈，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邱天高出席论坛并致辞。同济大学教授、原校
长助理余卓平，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雄狮科技CEO邬学斌，上海智能汽车融合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贡俊，地平线副总裁
兼东南片区总经理赵秀华等专家与企业高管
出席了此次论坛，围绕中国路径的未来出行商
业化落地与投资机会等话题建言献策。

郑波致辞表示，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日
益深入，从单车智能走向车能路云融合发展成
为新趋势，今年6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指出，要构建“车能路云”融合发展的产业
生态。相信通过主机厂、管理层、第三方等数
据开放，大家共同努力朝着未来出行方向前
进，终会建立起全新的智能、绿色、安全、高效
的未来出行生态系统。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国内车
能路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对于处
在行业风口的利益相关者来说，既是严峻的挑
战，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对此，吴文戈
从肩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责任，综合发挥
金融优势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江西金控为企业
提供覆盖“股贷债保”的使命，明确了资本市场
服务汽车产业的决心；邱天高也分享了对于汽
车产业智能化与出行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和
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实现转型
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汽车品牌在智能制造领
域，尤其是智能驾驶、智能座舱以及车联网等
方面持续进行突破，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已成
为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标志，有望率先实现弯道
超车。随着智能驾驶技术发展日渐深入，从单
车智能走向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产业、智慧公
路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技术相互融合的“车能路
云”融合发展渐成新趋势。

为此，本届论坛安排了三场圆桌讨论，邀
请相关行业领军人、专家和企业投资界人士，
就智能网联安全产业发展、出行产业投融资、
车联网商业模式等热点，从不同方面展开深入
探讨，促进跨行业交流和价值发现。

会上，《证券日报》社与轩元资本联合发布
了2023年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研究报告《智能网
联汽车城市NOA投资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以智能车联大数据和典型样本数
据为基础，以车联网V2X生态系统理论为研究
基础，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样本调研、专家评价
和模型推演等多种方法，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的现状，从不同维度和层面，推动品牌增长，
发现最新趋势、解读关键指标。

此外，由33家智能驾驶企业和14家智能
座舱企业自主报名参选，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教授朱西产等7位专家评委与德载厚资本董
事长董扬等6位投资人评委投票产生的2023
年度十大智能驾驶落地案例（小鹏汽车、广汽
埃安、地平线、小马智行、黑芝麻智能、极氪汽
车、禾多科技、阿维塔汽车、极狐汽车、轻舟智
航）和五大智能座舱落地案例（吉利汽车、德
赛西威、赛力斯汽车、斑马网络、零跑汽车）也
在本次论坛发布。

聚焦智能出行的变革与挑战 2023汽车资本论坛成功召开

本报记者 何文英

10月29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
平在博鳌经安论坛第二届大会亚洲资本市场
发展高峰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宋志平表
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资本市场信心的
源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的价值
源泉，也是提振投资者信心和稳定市场预期
的基础。

宋志平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发展阶
段，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产业链重构带来了
机遇和挑战，需要资本市场发挥积极作用。截

至2023年10月份，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
5300家，总市值80多万亿元，约占GDP的66%，
稳居全球第二。“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提供了
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切实服务了上市公司
的发展壮大。”

“我国上市公司覆盖18个国民经济门类行
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资本市场作
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通过引进战
略投资者，发挥并购重组的主渠道作用，推动
上市公司转型升级，改善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
益，使公司的价值在市场中得到更好的体现。”
宋志平说。

宋志平表示，全面注册制之下，资本市场
对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服务功能大幅
提升。资本市场不仅及时发现和培育了种子
选手，为创新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要素资
源，还可以提供全套的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及
金融服务，弥补科技人员的不足，使企业逐步
走上战略清晰、治理规范、管理精细、运作顺畅
的良性发展之路。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共实
现营业收入35.39万亿元，实现净利润3.19万
亿元。

宋志平认为，总体而言上半年上市公司克

服国内需求不足，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多重不
利因素影响，整体保持稳健，经营结构持续优
化，内生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宋志平表示，上市公司三季报持续披露，
多领域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点纷呈。未来上
市公司协会将积极服务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
展，做好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沟通的桥梁，打
造上市公司自律管理的主要阵地，搭建上市公
司互学互建的交流平台，成为宣传上市公司高
质量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邢 萌 田 鹏

10月30日，创业板开市满14周年，先后
有1324家上市公司登陆上市，总市值逾11万
亿元，筑造我国经济创新成长新高地。

14年前，承载着服务创新使命的创业板
扬帆起航，有力推动了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展
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年前，创业板步入注
册制时代，进一步提高了服务具有较强创新
属性、良好成长性创新创业企业的能力，“优
创新、高成长”特色更加鲜明。最新数据显
示，已公布业绩的创业板注册制下新上市公
司中，56家今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同比增幅
超50%，91家第三季度净利润环比增幅超
50%。

14年来，创业板主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
以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柱，着力支持企业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培育壮大了一批具有创新
强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展望未来，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展现担当、积极作为，聚焦资本市场服务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任务，把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质效推上新台阶。

擦亮“优创新”底色
激活经济发展创新引擎

创业板运行14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坚守“三创四新”定位，塑造包容
高效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引导创新要素向
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形
成支持创新企业持续成长的市场机制，提升

创新资本形成效率，服务科技、产业和资本
高水平循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引擎，“优创新”特色更加鲜明。

创业板作为高水平创新动能策源地，高
新技术企业家数占比近九成，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家数占比近七成。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业板上市公司
积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积蓄发展新动能，研
发强度持续上升，研发队伍日益强大。Wind
数据显示，已发布2023年三季报的1222家创
业板公司平均研发费用达1.02亿元，同比增
长12%。

技术创新成果丰硕。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创业板公司中，有144家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24家拥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4家拥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31家拥
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29家拥有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 （下转A2版）

创业板开市14周年：
1324家公司锻造创新利器 激活成长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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