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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萌

10月30日起，沪深主板A股公司的市值退市
标准正式从3亿元调整为5亿元。这意味着，低
于标准的小市值主板公司大概率将被清出市
场，A股优胜劣汰加速。此次市值退市标准的提
高，也进一步凸显了上市公司做好市值管理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

市值管理是在境外成熟资本市场价值管理
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发
展衍生出的概念。最近10年来，上市公司市值
管理备受重视，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
重要一环。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第二个

“国九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
度”；2024年，新“国九条”明确“制定上市公司市
值管理指引”“研究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纳入企

业内外部考核评价体系”。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核心在于以投资者为

本，提升投资价值。正如今年3月份证监会发布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强调“推
动上市公司加强市值管理，提升投资价值”。据
此，上市公司上好市值管理这门课，需要紧紧围
绕着提升投资价值的主线，提升以下三种能力：

第一，持续提升经营业绩，强化价值创造能
力。经营业绩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核心价
值。上市公司要明确战略定位，聚焦主责主业，
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持续增强主营业务盈利
能力，努力提升业绩水平。同时，也要加强创新
引领，加大技术投入与产品研发，优化创新激励
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助推业绩增长。另外，
也要完善公司治理，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规范
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三会一层”尽职归位，促进
经营决策科学性与可靠性，推动可持续发展。

第二，用好资本工具，强化价值运营能力。
资本工具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有效手段。上
市公司要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充分利用再融资、
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股份回购等资本工具，实
现价值的最大化。上市公司可根据市场环境与
财务状况，选择合适时机发行债券、股票等进行
低成本的再融资；也可根据战略发展需求选择
合适并购标的，进行合理的并购重组；亦可适时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绑定核心人才，激发员工积
极性；另外，还可根据股价变化择时进行股份回
购，彰显投资价值，提振市场信心。

第三，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强化价值传递
能力。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
重要内容。上市公司要加强信息披露，及时、准
确、完整地披露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信息，减
少信息不对称性，取信于投资者，提升其投资意
愿。同时，上市公司也要积极组织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交流会、机构调研等活动，认真听取投资
者意见与建议，增强其投资信心。此外，上市公
司也要牢固树立回馈投资者意识，制定合理的
分红政策，强化其投资回报。

需要注意的是，上市公司也要正确看待市
值管理，市值管理并不等同于股价管理，更不能
人为地通过二级市场股价炒作操控市值。对这
种“借市值管理之名，行操纵市场之实”的“伪市
值管理”必须敬而远之。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
非一朝一夕能达成，持之以恒方见成效。我们
也由衷期待上市公司上好市值管理这门课，借
助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不断提升投资价值，持续
增强投资者回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做好市值管理迫切需要提升三种能力

本报记者 孟 珂

10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10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以下简称“制造业
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
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8%，比9月份上
升0.3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三
大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以上。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10月份，随着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
量政策为宏观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宏观经济延
续回升向好态势。四季度，随着各项政策继续
协调推进，政策效能进一步释放，加上临近年
末，居民消费活动更趋活跃，出口有国外节日
带动，制造业持续向好具备基础。

供需两端继续回升
增长动能稳步加强

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回升，10月份升至

扩张区间。
具体来看，供需两端继续回升。生产指数

为52.0%，比9月份上升0.8个百分点，制造业企
业生产扩张加快。新订单指数为50.0%，比9月
份上升0.1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新出口订单
指数为47.3%，较9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

文韬分析称，当前外需延续放缓态势，但
国内需求明显回升。企业调查显示，反映市场
需求不足的制造业企业数量下降，比重较9月
份下降接近3个百分点。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市场需求趋稳回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
加快，生产指数较9月份上升。

同时，价格指数明显回升。受近期部分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
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53.4%和
49.9%，比9月份上升8.3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
点，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明显改善。

从市场预期来看，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
为54.0%，比9月份上升2.0个百分点，为近4个月
高点，表明随着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
累积增多，企业信心有所增强。食品及酒饮料

精制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57.0%以上较高
景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展预期较为乐观。

文韬认为，综合来看，随着各项政策加力
增效，经济运行积极变化明显，市场活力增强，
企业信心提振，经济回升向好基础巩固，实现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可期。

投资和消费相关行业
均有积极变化

10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
比9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回升至临界点以上。

一方面，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扩张区
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9月份上
升0.2个百分点，重回景气区间。从市场预期
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比9月份上升
1.6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
输、邮政、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高于65.0%，相关行业企

业对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另一方面，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扩

张。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9月份下
降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临界点以上。其
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表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
工进度有所加快。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
期指数为55.2%，比9月份上升2.1个百分点，建
筑业企业对近期行业发展信心有所增强。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在市场和政策双驱动下，非制造
业中与投资和消费相关的行业均有积极变
化。一是体现在基础建设活动继续发力稳增
长。随着专项债发行和使用的进一步提速，四
季度基础建设投资有继续发力基础。二是国
庆假期期间消费带动相关服务业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四季度，非制造业实现良好开
局，供需向好转变带动价格和企业用工联动回
升，投资与消费活动均有良好表现，市场信心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有望进一步巩固。”武
威称。

10月份制造业PMI升至临界点以上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可期

本报记者 田 鹏

10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于科创板宣布设立六周年之际，举办了
科创板指数及产品交流会，与部分机构代表座
谈交流科创指数研发及产品发展，就ETF市场生
态圈建设、指数化投资发展方向、科创板指数产
品以及配套机制、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等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

交流会上，上交所透露，正积极引导更多社
会资金流向新质生产力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满足广大投资者资产配置需求。相关工作均已
取得一定进展。

“科八条”相关举措陆续落地

6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
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
施》（以下简称“科八条”），进一步深化改革，提
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发挥资本
市场功能，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科八条”提出，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盘后
交易机制。将科创板ETF纳入基金通平台转
让。完善指定交易机制，提高交易便利性。持
续丰富科创板指数品种，完善指数编制方法，健
全“上海指数”体系等安排。

从落实情况来看，一方面，科创板主题指数
“上新”不断。数据显示，自“科八条”发布以来，
已有6只科创板ETF获批（首批2只科创板新能
源、首批1只科创板工业机械、1只科创板成长、1
只科创板50、1只科创200），5只科创板ETF上市
（2只科创100增强、1只科创板芯片、1只科创板
新能源、1只科创板生物医药）。科创板指数已
增至25条，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多种类型。

另一方面，相关配套制度安排工作正稳步
推进。

交流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科八条”发
布四个月以来，各项举措相继落地实施，科创板
指数和ETF产品进一步丰富，配套机制持续完
善，对构建境内指数化投资生态，吸引中长期资
金入市具有积极意义。

共同营造科创板投资良好生态

近年来，科创板指数投资呈现出产品规模
不断增长、投资工具日益丰富、部分指数表现优
异且市场关注度持续提升的良好态势。

在交流会上，基金公司代表普遍认为，科创
板ETF日益成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投资的重要渠
道，持续吸引资金流入“硬科技”企业。当前科创
板指数已有25条，境内外产品规模接近3000亿
元。其中科创50和科创100ETF自成立以来市场
反响持续向好，目前产品总体规模近2500亿元。

“随着‘科八条’相关措施陆续落地，可以促进
投资生态不断完善，提升科创板上市ETF品种的流
动性和投资效率，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和投资策略
的需求，壮大耐心资本，并将从制度层面提升科创
板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回报，进一步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好服务科技创新
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基金公司代表表示。

在这过程中，基金公司作为资本市场专业投
资机构的代表，要充分发挥投资端改革先锋作用，
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科创板市场建设。对此，在
交流会上，基金公司代表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投
资端改革，加快推出更多科创板ETF产品，丰富产
品布局，满足投资者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

上交所表示，站在科创板宣布设立六周年的
新起点，将持续加强与市场各方的沟通交流，及
时回应市场关切，凝聚合力，加快推动“科八条”
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培育
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以“强监管、
防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与市场各方
携手共同打造指数化投资良好生态环境。

上交所：积极引导更多社会资金
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本报记者 田 鹏 毛艺融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
“成绩单”揭晓。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
31日，沪深两市共计5109家上市公司披露三
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约52.46万亿元、净
利润约4.42万亿元。

上交所：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边际改善

2024年前三季度，沪市整体经营业绩边
际改善，重新步入上升轨道，佐证了国民经济
运行筑底企稳的向好态势。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31日，沪市
2265家上市公司完成2024年三季报披露，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 37.48万亿元，同比微降
1.2%；实现净利润3.61万亿元、扣非后净利润
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8%、2.2%，增速较上
半年由负转正，重拾增长。

业绩增长离不开沪市公司积极履行主体
责任。年初以来，1100余家公司披露“提质增
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上证50、上证180、
科创板覆盖率达八成，整体盈利改善及股价
表现情况均优于沪市平均水平。良好业绩带
动中期现金分红再创新高，88家公司推出三
季报分红方案，同比增长近4倍；现金分红总
额超90亿元，同比增长80%，更多投资者有望
在春节前拿到真金白银回报。

同时，资本市场受益于一揽子增量政
策。回购增持再贷款、互换便利工具等系列
新政落地后，沪市已有39家次公司披露利用
专项贷款进行回购增持，回购增持专项贷款
规模近百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前三季度，沪市公
司还呈现出向“新”势头强劲、现金流得到改
善、高质量并购案例迭出等特点。

具体来看，2024年前三季度，沪市公司
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数据显示，实体类公司合计研发投
入6079亿元，同比增长2%，102家公司研发
投入超10亿元、164家公司研发增速超50%、
435家研发强度超10%。其中，科创板持续
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研发投入
迭创新高，累计实现研发投入1040亿元，同
比增长7%，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中位
数达12.6%。

现金流方面来看，数据显示，沪市实体企
业前三季度经营性现金流降幅较上半年大幅
收窄20.7个百分点，其中第三季度净流入1.2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6% ，环 比 增 幅 高 达
23.1%。业绩“含金量”明显提升。实体企业
第三季度销售现金流覆盖营收1.05倍，同比、
环比均呈现改善趋势；净利润现金含量2.07

倍，同比、环比分别增加0.33倍、0.52倍。资本
结构进一步优化，三季度末资产负债率
58.66%，较半年度末下降0.24个百分点。

随着“并购六条”“科八条”等多项政策
落地，也激发了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活力。三
季度以来，已有25家沪市公司披露并购重组
方案或停牌实施重组，合计交易金额超2400
亿元。

深交所：
公司经营业绩呈现结构性亮点

2024年前三季度，深市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呈现结构性亮点，消费“引擎”作用显现，数
字经济领域业绩向好，金融业呈回暖趋势。

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深市2844家
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4.98万亿元，平均实现营业收入52.68亿元，
合计实现净利润8062.29亿元，平均实现净利
润2.83亿元。盈利方面，共计2146家公司实
现盈利，占比超四分之三。其中，1068家公司
实现盈利大于1亿元，329家公司实现盈利大
于5亿元。

同时，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深市
574家注册制下新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注册
制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9737.32亿元，
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16.96亿元，同比增长
7.63%。单季度情况看，注册制公司第三季
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25.94亿元，环比增
长7.22%。

深市消费领域公司、数字经济领域公司
也有着不俗表现。消费领域方面，2024年前
三季度，深市交通运输、社会服务、家用电器、
食品饮料、汽车等5个消费相关行业实现营
收、净利双增长；数字经济领域方面，得益于
AI算力需求提升、下游手机等消费电子需求
边际复苏，深市相关领域公司2024年前三季
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13%。

深市金融业预期改善驱动业绩回暖也
是一大亮点。随着9月份一揽子增量政策部
署安排，积极效果逐步显现。数据显示，深
市非银金融企业业绩回暖，2024年前三季度
收入、净利润同比降幅大幅收窄。其中，广
发证券、渤海租赁、中粮资本等9家公司前三
季度收入净利实现双增长，天茂集团、长江
证券等14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过10%。

此外，2024年以来，实施或宣告中期现金
分红（含一季报、半年报和三季报）方案的深
市上市公司由去年同期的125家次增长至308
家次，金额由292.23亿元增长至568.34亿元。
2024年前10个月共计有709家公司开展回购，
回购金额超过600亿元，家数同比增长两倍、
金额同比增长一倍。

沪深两市2024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传来喜报：
5109家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超4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