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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 鹏

随着A股 2023年三季报披露
接近尾声，沪市央企前三季度的业
绩情况也浮出水面。数据显示，截
至 10月 30日 16时（下同），在 274
家沪市央企中，共有215家披露了
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14.35 万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68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9%、7.15%。

从增长情况来看，126家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07家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占比分别达近六成、近
半数；从盈亏面来看，181家实现
盈利，占比超过八成（84%）；10家
央企扭亏为盈，业绩发展稳中向好
趋势明显；从平均规模来看，平均
每家实现营收667.64亿元，实现归
母净利润 78.22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09%、7.15%。

研发投入持续增长
领跑作用显现

央企大多属于基础性、民生性
行业，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支
撑性、引导性、骨干性作用突出，近
年来，相关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呈现
出持续增长势头，从今年前三季度
情况来看亦是如此。

数据显示，上述 215家披露三
季报的沪市央企期内研发费用合
计 1514.82亿元，同比增长 3.74%；
平均每家研发费用规模达到 7.05
亿元，其中，中国建筑、中国移动等
7 家公司研发费用均超 50 亿元。
同时，57家研发费用占营收比重
超 5%，中国软件、大唐电信、航天
南 湖 研 发 费 用 占 比 分 别 达 到
32.19%、26.88%、19.8%。科创板
方面，已披露三季报的 26家科创
板央企研发费用总额达 69.77 亿
元，整体占营收比重为7.65%。

从历史数据来看，央企研发领
跑作用明显。数据显示，近十年
来，沪市央企研发支出总额由约

557亿元增长至超4200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到 22.38%，平均研
发占比由 1.16%增长至 2.32%，研
发力度持续加强。2022 年，沪市
研发金额前 20名公司中，有 15家
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其中 14家
公司的研发支出超百亿元。

研发成果转化效率方面，2022
年，沪市央企研发资本化金额近
312 亿 元 ，其 研 发 资 本 化 率 达
7.15%，高于 2019年的 6.58%。其
中，三大运营商（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资本化的研发金额
分别达 40.55 亿元、36.58 亿元、
28.24亿元，位列沪市前三。同时，
两大上游产业龙头中国海油、中国
神华也接近20亿元。

不少央企在关键技术上取得
重要突破，引领带动产业链整体发
展升级。例如，中科星图 2022年
研发投入强度达 21.72%，其 GE⁃
OVIS iFactory空天大数据智能处
理平台6.1在研发中融合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了多种智能提取技术的
突破；信科移动积累了 6G前沿技
术超 10项，在业界首次实现基于
RIS 的毫米波基站与商用终端的
多波束赋形技术验证。

高分红特征凸显
分红质量明显提升

近年来，上市公司整体分红情
况呈现分红水平持续改善、分红质
量明显提升两个明显改变。这其
中，央企高分红的特征尤为凸显，
已成为现金分红的主力军。数据
显示，2022年，沪市央企合计分红
超1.05万亿元，占沪市公司分红总
额的61%，近八成央企均进行了现
金分红。

从近三年（2020至2022年）情
况看，沪市央企累计分红达2.61万
亿元，常年贡献全市场超六成的分
红。其中，“六大行”近三年累计分
红金额达1.17万亿元，工商银行累
计分红 3172亿元，是全市场分红

金额最高的企业。
股息率方面，近三年央企整

体股息率达到 4.17%，分别高于地
方 国 企 和 民 企 1.64 个 百 分 点 、
3.13个百分点。14家央企连续三
年股息率不低于 4%，主要集中在
银行和石油石化行业。稳定性方
面，超四成央企近三年现金分红
比例持续高于 30%，分别高于地
方 国 企 和 民 企 0.09 个 百 分 点 、
0.16个百分点，中国石化、中国神
华等 15 家央企连续三年现金分
红比例超过 50%，持续以真金白
银回报投资者。

近年来，央企产业化专业化整
合不断提速。数据显示，2020 年

以来，沪市央企共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40单，交易总金额超2000亿元；
超半数央企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对价，且制造业央企的并购积
极性明显更高。2023 年以来，沪
市已有 4家央企推出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

除此之外，分拆上市也越来越
多的受到沪市央企青睐，成为其理
顺业务架构、促进子公司价值发现
的手段。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沪
市已先后有12家央企推出分拆方
案，其中5家已实现上市。

近年来，沪市央企积极践行
ESG 理念，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升
级，助力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具体来看，助力绿色发展方
面，2022年，沪市210余家央企披
露ESG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
会责任报告，近230家央企披露建
立环境保护相关机制，占比分别达
到近八成和近九成。其中，180余
家央企建立环境保护机制并采取
减碳措施，投入资金超3900亿元，
累计减少排放二氧化碳当量超
5.38亿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沪
市央企深入扶贫一线，2022 年累
计投入扶贫资金超800亿元，惠及
人数超2500万人，通过资金帮扶、
消费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人
才振兴等多种举措，促进当地产业
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沪市央企前三季度研发总费用逾1500亿元
中国建筑等7家公司均超50亿元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将 有 更 多 资 金 流 向 科 创 领
域。10月30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
公募机构旗下的3只跟踪上证科创
板 100指数（以下简称“科创 100指
数”）的产品启动发行。作为第二
批科创 100ETF，3 只产品从获批
（10月 24日）到发行用时不足一周
时间。

易方达基金指数研究部总经
理庞亚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100ETF等
产品的发行，可为投资者提供更
多元的科创板指数投资工具，帮
助投资者把握科创板企业成长机
遇。”

今年 8月份，上交所和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科创 100 指
数。编制方案显示，该指数从科创
板中选取市值中等且流动性较好
的 100只证券作为样本，反映科创
板中等市值证券的整体表现。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100ETF
拟任基金经理谭弘翔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科创
板市场的快速扩容，科创50指数对
其整体表现的代表性开始下降，因
此科创 100指数的发布恰逢其时，
通过 25.21%的自由流通市值覆盖
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创50指数
留下的空白，充实了科创板市场的
指数架构体系。”

市值分布方面，科创 100指数
中小盘风格明显，与反映科创板大
市值证券表现的科创板 50指数形

成差异。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
至10月25日，科创100指数成份股
总市值均低于 350亿元、平均市值
140亿元，其中总市值在200亿元以
下的成份股权重占比超八成。

行业分布方面，科创 100指数
覆盖众多科技创新板块。据Wind
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5日，以
申万一级行业计算，医药生物是科
创 100指数最大的权重行业，占比
30.6%；电 力 设 备（19.7%）、电 子
（18.6%）、机械设备（10.9%）、计算
机（9.9%）紧随其后；前五大行业权
重合计占比近九成。

谭弘翔表示：“总体来看，科创
100指数的行业分布更加均衡，行
业风险暴露更为分散，体现出与科
创 50指数较为明显的差异化投资
特征。”

由于样本成长性突出，科创
100指数展现出良好的增长潜能。
据Wind资讯数据测算，截至 10月
25 日，指数成份股 2023 年至 2025
年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速预计达
29.2%，归母净利润年均复合增速
预计达50.3%。

庞亚平表示：“在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背景下，
汇聚‘硬科技’企业的科创板蕴含
丰富的投资机遇，持续受到资金青
睐。据 Wind 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10月 25日，今年以来 20余只科创
板相关 ETF净流入超过 850亿元，
目前科创板相关指数产品规模已
超1500亿元。”

“从宏观产业层面来看，科创
企业正处在库存投资小周期和科
技发展大周期的交汇点。”谭弘翔

分析称，一方面，国内外新一轮经
济刺激政策蓄势待发，新兴产业的
爆发或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
心力量。另一方面，今年以来技术
进步路径趋于明确，并开始由想象
力驱动的拉估值阶段向现实应用
落地驱动的基本面增长阶段过渡，
后续全社会研发资源投入将进一
步集中，中国制造能力强、产业链
供应链完整、人才储备充足的优势
将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我国科
创企业既有望获得政策与财政的
倾斜支持，又将成为以平台公司为
代表的民营经济投资标的，还将作
为中外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得到
外资的持续关注，从而能够利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实
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我国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批3只科创100ETF同日发行
助投资者把握科创板企业成长机遇

本报记者 孟 珂

10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以下简称“文化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1619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
比上半年快0.4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
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6870亿元，同
比增长15.2%，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5个百分
点，增速比上半年快0.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张鹏在解读时
表示，前三季度，随着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文化市
场供需潜能加快释放，文化产业各项政策显效发力，
文化核心领域、文化新业态行业、文化服务业企业均
呈现较快增长，文化产业恢复向好的发展态势得到进
一步巩固加强。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9507亿
元，同比增长12.4%，延续上半年两位数增长；占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65.0%，占比高于上年同期
2.8个百分点。在文化核心领域中，以接触性、聚集性
服务为主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行业回暖态势明显，实
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7.2%（上年同期下降14.1%，两
年平均增长19.9%）；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文
化传播渠道、内容创作生产4个文化行业大类同比增长
较快，增速分别为27.7%、14.9%、12.4%和10.3%。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文化
批发和零售业、文化制造业均呈现积极变化。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7588亿元，
同比增长14.6%，增速明显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整体水平。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的比重为51.9%，占比高于上年同期3.1个百分点。
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3%，增速
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1.0%，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1个百分点。其中，三
季度文化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

张鹏表示，文化企业利润总额较快增长，效益水
平稳步提升。受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文化服务业企业
经营较快恢复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利润总额7508亿元，同比增长31.4%。从两年平均
看，前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长10.1%。从行业中类看，互
联网信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景区游览服务、互联网
文化娱乐平台实现利润带动作用明显。前三季度，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8.20%，同比提高
1.48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国规上文化企业
营收同比增长7.7%
文化市场供需潜能加快释放

本报记者 贾 丽

10月30日，华为官方宣布，HarmonyOS 4（以下简
称“鸿蒙4”）升级设备数量破1亿，成为史上升级速度
最快的HarmonyOS版本。

对此，华为方面表示，这主要源于鸿蒙4个性、流
畅、安全的使用体验。

据了解，这距离华为发布鸿蒙4不足三个月。资
料显示，鸿蒙4于今年8月4日正式发布，搭载时下火热
的AI大模型、华为方舟引擎等，在车机系统、多模态交
互等领域再次实现突破。

“今年下半年，鸿蒙4升级的设备从智能手机、智
慧屏覆盖到了穿戴设备、智能汽车等多个品类。另
外，由于鸿蒙4接入AI大模型，其生态伙伴也从智慧终
端提供商扩充到AI虚拟人、短视频、电商等众多领域
厂商。”有接近华为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鸿蒙自诞生至今保持了较快的升级速度，显现
出这一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也进一步坐稳
了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位置。”中国通信工业协
会副会长、物联网应用分会会长韩举科表示。

“鸿蒙4之所以能够成为史上升级速度最快的
HarmonyOS版本，主要是由于其在界面交互和电池续
航方面的优化改进，以及与AI等技术的结合创新性和
特色。鸿蒙4通过优化系统的调度和管理策略，提高
了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流畅度，智能地优化了系统资源
分配，提升了与不同App以及行业的多重协作，催生出
更多增强体验感的AI应用。”华为云MVP马超表示。

随着快速升级、不断迭代以及生态持续扩容，目
前鸿蒙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华为终端
BG首席运营官何刚近期表示，鸿蒙最新系统版本设
备升级率达到了85%，超越了安卓13和苹果IOS16。

“鸿蒙是否可以保持升级增速，备受市场关注。
从公开数据看，鸿蒙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超2%，在国
内市场，鸿蒙占有率已超16%。可见其发展具有可持
续性。鸿蒙是针对数字全驱时代的物联网万物互联
生态搭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鸿蒙生态将持续扩
充。”韩举科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鸿蒙4的全新升级也正吸引更多
上市公司及细分领域企业加入，参与其生态建设。

据了解，在此前的华为开发者大会2023上，华为
宣布与万兴科技旗下亿图脑图MindMaster、小红书等
近40家合作伙伴就鸿蒙生态进行合作，在技术创新、产
业应用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拓维信息曾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全栈拥抱华为技术路线。
在行业模型方面，基于盘古大模型再训练构筑交通
CV大模型，快速落地AI。先进数通等公司也表示，在
今年签约成为华为盘古大模型生态合作伙伴。

申万宏源研报称，鸿蒙不仅是一款手机操作系
统，也是面向万物互联时代的全场景分布操作系统。
鸿蒙市场空间有望超百亿元。

对于鸿蒙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华为常务董事余承
东近日透露，鸿蒙相关应用还将进一步落地到工业无
人机、连同控制器、卫星发射等多个领域。华为正加快
推动鸿蒙生态辐射海外市场，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鸿蒙4升级设备数量破亿
多家上市公司入局合作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见习记者 方凌晨

10月30日晚，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发
布2023年第三季度各项资管业务
月均规模数据。对比此前发布的
2023年第二季度数据来看，基金管
理机构非货币公募基金月均规模
较上季度有所提升，而基金管理机
构私募资管月均规模则较上季度
有所减少。

中基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第三季度，前20名基金管理机构
非货币公募基金月均规模合计
92492.9亿元，较2023年第二季度的
90361.19亿元增加2131.71亿元。

具体来看，有17家基金管理机
构2023年第三季度非货币公募基
金月均规模超3000亿元，较上季度
的16家增加1家。

其中，易方达基金以9859.85亿
元的月均规模继续占据榜首，华夏
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招商基
金、嘉实基金等 5家机构分别以
7980.22亿元、6751.86亿元、6098.33
亿元、5619.97亿元、5365.98亿元的
月均规模紧随其后，前六名与上季
度相比未发生变化。值得一提的
是，前六名基金管理机构非货币公
募基金月均规模均较上季度有所
提升，依次分别提升227.94亿元、
676.65亿元、59.2亿元、25.96亿元、
59.36亿元、320.75亿元。

另有部分基金公司名次有所
变 化 。 第 三 季 度 ，南 方 基 金 以
5158.82亿元的月均规模由上季度
第 8名 跃 居 第 7名 ；国 泰 基 金 以
3399.93亿元的月均规模取代华安
基 金 成 为 第 13 名 ；天 弘 基 金 以
3094.11亿元的月均规模取代交银
施罗德基金成为第16名；华泰柏瑞
基金则以2732亿元的月均规模再
次进入榜单，永赢基金此次则“落
榜”。

私募资管业务是基金管理公
司向特定客户募集资金或者接受
特定客户财产委托担任资产管理
人，为资产委托人的利益，运用委
托财产进行证券投资的活动。中
基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

季度，排名前20位的基金管理机构
私募资管月均规模合计34042.55亿
元，较2023年第二季度的34254.01
亿元有所下降。

从2023年第三季度数据来看，
在榜基金公司并未发生改变，但有
14家基金管理机构月均规模较上
季度有所下降。

具体来看，第三季度有11家基
金管理机构月均规模在1000亿元
以上，较上季度的 13家减少了 2
家。创金合信基金、建信基金、易
方达基金、博时基金分别以8806.76
亿元、3855.93亿元、1949.51亿元、
1855.81亿元继续位居前四名，但易
方达基金、博时基金月均规模均较
上季度有所下降。

同时，部分公司名次发生了变
化。第三季度，嘉实基金以1832.30
亿元的月均规模由上季度的第6名
跃居第5名；睿远基金以983.26亿元
的月均规模从上季度的第13名跃
居第12名；招商基金则以828.44亿
元的月均规模从上季度的第20名
跃居第18名；中欧基金、华夏基金、
景顺长城基金等机构的名次则稍
有下滑。

另外，从中基协公布的基金子
公司私募资产管理月均规模来看，
仅有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建信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4家机构
月均管理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

中基协发布第三季度各项资管业务月均规模数据
易方达蝉联非货币公募基金榜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