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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报里，读懂中国经济
◎ 本报编辑部

本报“上市公司年报大解读”专题策划报道，

今天与您见面了。

开始任何一件事情，起初的动因，大都基于

现实的需求。 集中分析解读 2022 年上市公司年

报，也离不开这个原始的动因，那就是试图通过

对既往数据和事实的分析，来尽可能地识别市场

风险，寻找新的机会。 尽管我们清晰地认知到，高

风险不会自动消失，机会不会自动到来，如果说

还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风险和机会都还要持

续增加，只是看我们能否识别、应对和把握。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基于理性的分析和判

断来减少噪音，降低不确定性风险，这都是再正

常不过的手段。 分析的标的之一，就是每年一度

的上市公司年报。 这也是我们投入极大人力，来

做这件事情的原始动因，我们期待通过我们的分

析和研究，给投资者定位更多暗礁，以便他们能

够在资本市场上游刃于“雷区”之外，以最小的综

合成本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

开始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市场正处于让人纠

结的态势里， 整个 4 月 A 股只有 1527 只股票涨

幅为正，其余 3606 只都处于跌势，55 只跌幅超过

30%。 当然，涨跌只是阶段性过程，甚至都不能代

表其内在价值，甚至都不能说明距离均衡价格还

有多远。 但涨跌总是最牵扯投资者的神经，这也

让我们的分析和判断，会难以避免地加入情绪化

的考量。 我们期望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是理性的、

有其功用价值的，我们也清晰地知道，我们的判

断，也一定会有偏颇。

但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对年报的分析和拆

解，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

分析企业、行业和市场，分析它们离均衡价值有

多近，我们更是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分析一

个国家的经济现状、趋势和未来。 我们选择在“五

一”小长假结束后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集中推出这

个“上市公司年报大解读”专题策划，因为这个小

长假，结束的不仅有阳春四月，还有上市公司的

年报发布季。 在过去的四个月里，A 股符合披露

条件的上市公司，已陆续披露年报。 虽说“几家欢

喜几家愁”，年报披露季，却是不争的嘉年华———

既是实体经济“精华盘”的整体展示，又展现了各

家公司自己的特色和成色。 年报，是上市公司名

副其实的晴雨表。

完全可以说，在这里，可以帮着我们读懂中国

经济。 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筛选机制和评价体

系， 而这个筛选和评价又在不间断地动态地重塑

着我们的企业和产业结构。 理性的假设一定是，

那些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未来价值取向的产业和

企业，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激励，包括融资。 美国当

年走出滞胀困境，硅谷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浪潮，

起了关键作用，而这背后的华尔街，又是关键中的

关键。我们的资本市场建设，背后也依存着基本的

逻辑，那就是健康强大的资本市场，必将在国家发

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想当年，我国资本市场

的产生和发展， 就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走出

困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近些年，如果我们观察

到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群体数量快速增长， 就能够

对我们的产业政策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读懂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读懂中国经济的

未来。 从当下看，中国上市公司的体量还不够大，

最新的数据，截至 4 月 28 日收盘，沪深北三大交

易所共有上市公司 5176 家，总市值合计 85.21 万

亿元。 相比美国上市公司 25 万亿美元总市值，我

们还有差距。 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潜力大韧

性足活力强。 我们读懂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读

懂上市公司背后的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通过阅读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制度变革正在发挥着

作用，我们的数字经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政

策正在成为市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们经济的

高质量增长正在通过上市公司呈现出来。 我们相

信，未来的中国经济，一定是代表未来经济发展

方向的可持续的经济，上市公司也一定会在中国

经济的未来发展里起到代表性的作用。

而这，也是我们这家老财媒，再次将关注重

点聚焦到读懂上市公司财报上来的原始动因。 像

大多数的财经媒体一样，我们一直以足够的热情

关注着上市公司的发展，撰写了大量的报道和分

析文章。 但像这次集中将焦点放到上市公司年报

上，次数却并不多。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见证了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

腾飞。 我们更希望，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过

程中，在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增长的过程中，继续

有我们见证。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

力，能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能为中国经济健康

发展，发挥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将年报解读这项工

作继续下去，今年、明年、后年、之后的每一年，《国

际金融报》“上市公司年报大解读” 都将与您相会。

读者诸君，希望得到您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

责编 / 李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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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沪深两市年报全景扫描：

总营收超 71万亿
派现首超 2 万亿

◎ 记者 袁源 李曦子

对于诸多上市公司而言，过去的一年并不

平凡。 随着 2022 年上市公司年报业绩披露 ，

5000 余家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行业景气程度

逐渐清晰。

这份年度“成绩单”显示，过去一年，上市公

司整体业绩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营收总额超过

70 万亿元，这一数据几乎为全国 GDP 的 60%。

尽管 2022 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影响因素错

综复杂，但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基本盘的地

位逐渐稳固。 随着注册制改革释放活力，上市

公司群体持续壮大，彰显了其作为引领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担当。

整体业绩平稳增长

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截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除已公告拟延迟披露和退市、重整公

司外，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家证券交易所

共 5067 家公司披露了 2022 年年度报告。

2022 年，境内首发上市公司 424 家，总数

增至 5079 家； 境内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71.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实现净利润 5.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0.8%，整体业绩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 分行业看，上市公司所属的 18 个国民

经济门类行业中，11 个门类行业营收正增长，8
个门类行业净利润正增长。

记者查询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发现，营收

最多的 20 家企业分布比较集中， 包括金融（7
家）、建筑（6 家）、交通运输（3 家）、能源（2 家）、

信息技术（1 家）、汽车（1 家）。

其中， 收入排名前二被分属能源板块的

“两桶油”摘走，两家公司均以超过 3 万亿元的

营收规模傲视群雄。

2022 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石油石化

产品价格上涨，包括中国海油在内的“三桶油”

整体都保持高利润。 中国海油也表现出较高的

成长性 ，2022 年营收 4222.3 亿元 ， 同比增长

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02%。

上述三家公司去年合计盈利超 3500 亿

元，相当于日赚近 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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