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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慧 姚均芳 谭谟晓

近期，上市公司 2020 年年报和 2021 年

一季报收官，A 股 4000 多家上市公司的“成

绩单”亮相。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上市公司中的实体

企业盈利增速“跑赢”了金融企业。到了今年

一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占比提高

到 50%，撑起上市公司整体盈利的“半边天”。

在疫情冲击下的 2020 年，中国经济脉动

如何？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构建新发展格

局第一步迈得如何？上市公司这个观察窗口

展示出我国经济的韧性、活力和潜力。

跑赢！
实体企业净利润增速超金融业

梳理 4000+成绩单，中证金融研究院统

计的一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2020 年，非金融上市公司实现净利

润 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1%，高出金融业

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 3.73 个百分点，净利润

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从 2019 年的 46.29%

上升到 47.18%。

———2021 年一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实

现净利润 0.65 万亿元，较疫情前的 2019 年

一季度上升 31.66%，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14.74%，净利润占比较 2020 年末进一步提高

2.82 个百分点至 50%。

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张望军说：“实体企

业经营恢复快于金融业，既有周期性结构性

因素，也有疫情冲击下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

让利的因素。”

回顾去年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疫情影

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

润同比下降超 51%。此后实体企业盈利逐季

改善，走出了一条漂亮的曲线：二、三、四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原23.40%、-4.47%和

4.91%。

张望军介绍，根据市场数据统计，去年年

报和今年一季报呈现出的实体企业净利润占

比分别达到 47.18%和 50%，这两个数据都是

近年来较高水平。尤其今年一季度数据为

2008 年以来同期最高。

上市公司“成绩单”展现出，中国经济在

各种冲击和不确定因素下的有力脉动。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认为，上市公

司中实体企业的表现体现了中国经济强大韧

性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中国成为去年

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与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开

局良好。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18.3%，增

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尽管制造业投资恢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

上市公司的一季报还是透露出了暖意：今年一

季度，上市公司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

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49.60%、18.19%，分别高

出制造业整体增速 2.20、1.29个百分点，高出非

金融上市公司 14.50、6.77个百分点。

给力！
变化背后是中央对实体的支持

中证金融研究院统计发现，历史上除个

别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金融业上市公司净利

润增速都高于非金融业。而在 2020 年这个受

疫情冲击的特殊年份，实体企业净利润增速

超过金融企业，体现了中央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坚定支持，也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去年 4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明确提出“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上”。“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减税降费效果显现，有效减轻了企业负

担。2020 年，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支付各项税

费合计 2.49 万亿元，较 2019 年减少 1408 亿

元。税费占营收比重较 2019 年下降 0.79 个

百分点至 7.06%。

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接触式服务业

减税降费效果尤为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卫生和社会工作行

业去年实际税费负担分别较 2019 年下降

1.24、1.02、1.46 个百分点。

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重新切分了利润蛋

糕。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去年银行业实现

了 1.5 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

标。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表示，2020 年工

商银行累计向实体经济让利超过 1000 亿元。

近年来，金融必须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已

经成为各方共识。由于金融业净利润长期占

据 A 股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其是否侵占实体

经济利润的质疑也经常出现。

中证金融研究院公司金融部副研究员孙

即表示，金融业净利润占比超过实体企业的

现象要回溯到 2007 年前后。当时，多家大型

商业银行陆续股改上市。随着这些“大块头”

的加入，这一现象逐渐凸显。

“这其实与 A 股上市公司自身的结构性

问题直接相关。实体经济净利润占比有望随

着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进、更多实体企业登

陆 A 股市场而持续提升。”孙即说。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的推进，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倾

向逐步得到遏制，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利润

分配将持续得到优化。

升级！
中国经济转型任重道远前景广阔

成果来之不易，问题不容忽视。当前国际

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

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我国经

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咱下转 P2暂

百年中国经济
发展奇迹
见证大国崛起
■ 班娟娟

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8.3%，增速在主

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

出口总额分别同比 增长 24.5%、33.9%、

25.6%、29.2%，主要指标均实现“开门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十四

五”开局之年，一份份亮眼的首季中国经济成

绩单格外“提气”。

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在世纪疫情和百

年变局交织中，中国逆风飞扬成为全球唯一

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

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全年 GDP 达 101.6 万

亿元，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镌

刻下中国经济里程碑式的伟大飞跃。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面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回顾中国经济巨变，可

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脉络。从

1952 年的 679 亿元，到如今超百万亿元规模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历

史性跨越，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可谓“一穷二

白”。1952 年 GDP 为 679 亿元，人均 GDP 仅

119 元；1956 年，GDP 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31 亿元。1978 年，改革开放大门开启，1982
年 GDP 突破 5000 亿元，达到 5373 亿元。

2000 年，GDP 突破 10 万亿元，中国成为世界

第六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跃升。

2016 年、2017 年 GDP 接连越过 70 万亿元、

80 万亿元大关，2018 年迈上 90 万亿元关口，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 16%。

2020 年，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

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成为全

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

经济迈上百万亿元的新台阶，在世界经济中

的份额由 2019 年的 16.3%上升到 17%左右。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胜利，近 1 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

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更

加坚实。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研

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首位；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稳步

提升，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密集涌现……

中国“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背后，有

何“密码”？党的坚强领导、显著的制度优势是

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一系列

新进展、新变化，彰显党中央坚强领导、科学

决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亿

万人民创造伟力。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2021 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由此开启，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

100 周年。站在新的历史关口，中国经济巨轮

将朝着新的一年、新的五年、新的百年扬帆起

航、乘风破浪。

■ 宋薇萍

2021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 5 月 10 日登陆

上海展览中心，“华龙一号”“嫦娥五号”、中

车智轨电车、首台氢能发动机……一大批国

货精品集体亮相。

中国品牌日活动包括 2021 年中国品牌

发展国际论坛、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等内容，

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举办，吸引了 1500 多

家企业参加。

国民品牌强势崛起
置身于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中央企业展

示区，记者看到，19 个央企展区展示了运-20
飞机、智能电网、高铁列车等一大批大国重

器，显示中国品牌正在强势崛起。

其中，航空工业作为中央企业展团一员，

首次携“20”家族、“鲲龙”AG600 等航空装备

品牌精彩亮相展会，通过展示歼 20、运 20、直
20 等航空装备品牌，突出核心科技自立自

强，打造新时代航空报国伟大力量的品牌形

象。

在“链接世界，承运全球”的主题下，中远

海运现场展示的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中

远海运宇宙轮，堪称镇馆之宝，它最多可装载

21237 个标准集装箱。

中国商飞矢志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

天，正在全力打造更加安全、经济、舒适、环保

的商用飞机。记者获悉，C919 大型客机已累

计获得 28 家客户 815 架订单。

排名世界 500 强第 18 位的中国建筑，位

于“全球品牌价值 500 强”行业首位。在中国，

中国建筑投资建设了逾 90%的 300 米以上摩

天大楼、3/4 重点机场、3/4 卫星发射基地、1/2
核电站以及 1/3 城市综合廊道，每 25 名中国

人中就有 1 人使用中国建筑建造的房子。

作为中央直属粮油行业国有骨干企业，

中粮依托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优势，相

继铸就了福临门、长城、蒙牛、酒鬼、家佳康、

中茶等百姓耳熟能详的品牌。同时，中粮深入

全球农粮价值链的核心，为全球农粮产业链

运转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国品牌价值快速提升
在第五个中国品牌日之际，2021 中国品

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

其中，贵州茅台品牌价值达到 3090.15 亿

元，位居轻工行业第一名；中国工商银行品牌

价值为 3130.12 亿元，位居金融保险行业第

一位；中国石化品牌价值高达 3085.91 亿元，

位居能源化工行业第一，全国第三；中国中车

位居机械制造行业第一位，品牌价值达到

1260.15 亿元；中国建筑品牌价值达到

1695.76 亿元，位居建筑建材行业首位。

中国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张玉卓表示，

当前，我国经济体量正迅速向世界前列迈进，

建设品牌强国势在必行、正当其时。中国石化

将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更多世界级的自

主品牌。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树立中国品牌的

正能量。”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平均

说，当前，中国品牌价值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英国品牌金融近期发布，世界最具品牌价值

的 10 个国家，中国跨越性升到第二位。2019
年，中国品牌价值增长 40.4%，达到 19.5 万亿

美元，增长速度全球第一。

数字化转型赋能品牌创新发展
本次展会上，37 个地方主题展区展示了

各地培育打造特色品牌的新举措、新成果。不

少地方展示了一批从制造到智造的世界领先

技术。

在上海展区，记者看到，复瞰科技 10 亿

级像素云相机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人眼普遍 4000 万—6000 万像素分辨率情

况下，中国第一次带人类走进 10 亿级像素世

界。微创医疗带来了全球第一款通过微创伤

治疗能同时实现腔内修复主动脉和重建弓部

分支动脉的覆膜支架。

接下来该如何打造有利于品牌经济繁荣

发展的生态系统？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一级巡视员毕开

春表示，要发挥品牌对供需结构调整的引领

作用，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品牌创新发展，以

高质量发展促进品牌价值提升。制造业品牌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实现上中下游有效衔接和高效运转。工信

部将继续加大对工业质量品牌建设的支持力

度，制定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推动轻

工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品牌向中高端转变。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吴金城表示，

要激发产业基因活力，全力打响“上海制造”

品牌，聚力推动时尚消费品产业发展，加快提

升品牌经济影响力；要持续深化上海品牌之

都建设，更好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提升品牌经

济发展新合力，促进中国品牌世界共享。

2021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开场 大批国货精品集中亮相

实体“跑赢”金融！
上市公司“成绩单”展现中国经济有力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