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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资本市场

截至4月27日，A股市场的2469家上
市公司年报全部发布完毕。2012 年，上市
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1.96 万亿元，同比增
加2.6%；实现营业收入24.48万亿元，同比
增长11.62%；2469家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
益 0.546元，较 2011年的每股 0.55元略有
下降。

内需拉动政策初见成效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标准，23 个行
业中有9个行业利润上升，14个行业利润下
降。利润上升的行业排名依次为：公用事业、
食品饮料、餐饮旅游、房地产、金融服务、家
用电器、信息服务、医药生物、轻工制造。利
润同比增长前五名的具体数值是公用事业
53.11% 、食 品 饮 料 44.02% 、餐 饮 旅 游
17.41%、房地产14.91%、金融服务13.61%。

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拔得头筹，成为 2012 年最赚钱的行业之
一 。 比 如 皖 能 电 力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1396.61%，华能国际同比增长为 362.74%，
建投能源同比增长为591.93%，梅雁吉祥同
比增长为 258.66%。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
业绩的高速增长与2012年国家出台的诸多
利好政策密切相关，从而使公用事业摆脱了
2011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0.72%的窘境。

统计数据显示，23 个行业中，连续 3 年
实现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只有食品饮料
行 业 ，从 2010 年 到 2012 年 ，分 别 为
31.45%、35.34%、44.02%。其他如医药生
物、房地产、金融服务、餐饮旅游、信息服务
行业在 3 年中业绩虽有波动，但也都保持
了利润正向增长。这反映出近年来拉动内
需的政策初见成效。

钢铁和有色业绩大幅下降

在 14 个利润下降的行业中，下降幅度

最大的是黑色金属，同比下降138%，其次是
有色金属，同比下降 62.23%，第三是信息设
备，同比下降 48.22%，第四是机械设备，同
比下降 37.92%。其他依次为农林牧渔、电
子、化工、纺织服装、建筑建材、商业贸易、交
运设备、交通运输、采掘和综合行业。

相比 2010 年和 2011 年，去年是上市
公司行业利润同比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2010 年，23 个行业净利润全部实现正增
长，最高的综合类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
长 488.74%。2011 年也仅有 5 个行业净利
润同比增长下降，最高的黑色金属行业同
比下降幅度为 40.65%。业绩变脸最大的
是连续两年净利润增长的综合类上市公
司，从 2010 年利润同比增长 488.74%，反
转为 2012年利润同比下降 11.41%。

黑色金属行业可谓是 2012 年年报利
润下滑的“重灾区”。去年钢铁行业受下游
需求增速锐减、产能及产量持续提升、行业
信贷矛盾激化等多重利空影响，钢市连续
11 个月承受重压，使钢铁行业盈利跌至谷
底。年报显示，马钢股份和山东钢铁成为

钢铁行业利润下滑的大户，其中，马钢股份
净利润同比下降 4790%，山东钢铁净利润
同比下降 6722%。

不过，去年 11 月后，因宏观经济数据
好转、城镇化建设预期加强等诸多利好推
动，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已有好转迹
象。从一季报看，鞍钢股份等多家钢企一
季度实现扭亏，武钢股份一季度业绩同比
增加了 500%。

受 2012 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国际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下跌影响，有色金属行
业成为年报行业利润同比下降的另一“重
灾区”。

以中国铝业为例，2012 年净利润下滑
高达 3559.94%，存货达到 255.96 亿元，创
下了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存库之最。此
外如焦作万方、精诚铜业、常铝股份等，
2012年的净利润降幅都超过 100%。

对于有色金属高企不下的存库问题，
瑞银证券林浩祥认为，2 季度起消费者零售
将温和回升，持续的信贷扩张再加上地方
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冲动应该会继续支持

固定资产投资，这些都将有助于有色企业
降低库存。

银行业业绩仍抢眼

据 Wind 资讯的数据显示，目前 A 股已
经披露年报的 14 家上市银行 2012 年合计
实现净利润 10112.40亿元，占到了 2469家
上市公司全部净利润的一半以上，上市银
行中只有宁波银行一家净利润不足百亿
元。而另据统计，2012 年净利润最高的 20
家 A 股上市公司中，银行业独占 13家。

银行业业绩最抢眼的要算工商银行，
其年报显示，2012 年实现净利润 2385.32
亿元，同比增 14.53%，每股收益及每股净
资产为 0.68 元和 3.22 元，分别比 2011 年增
加 0.08元和 0.48元，工行再次被冠以“A 股
最赚钱上市公司”称号，而 2012 年末工行
的市值达到了 2364 亿美元，连续第五年蝉
联全球市值最大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 和 中 国 银 行 的 净 利 润 也 分 别 达 到 了
1931.79 亿元、1450.94 亿元和 1394.32 亿
元，净利润最低的交行也有 583.73亿元。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商
业银行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24 万亿元，
按此计算，五大行的净利润占到了全行业
的 63%。

不过，从银行业上市公司的年报看，利
润最主要来源依然是单一的利息收入，去
年工行利息净收入为 4178.28 亿元，而从利
息净收入增长速度看，交行增速第一，达到
16.07%，农行增速最慢，为 11.3%。

截至 4 月 26 日，所有上市银行一季度
业绩全部亮相，国内 16 家上市银行共计实
现净利润 3068.95 亿元，但与 2012 年第一
季度 30%以上的净利润增长相比，上市银
行的整体创利速度已经减速，这也许从另
一个角度提示，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创新问
题已经不可回避。

A股2012年报悉数亮相

公用事业利润增幅最高 银行业创利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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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债市黑幕事件愈演愈烈，相关监
管行动也是一步快似一步。日前有消息称，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下发口头通知，暂停信
托、券商、基金开设债市新户,新发基金和
理财产品也将暂停在中债登记备案。

监管风暴发酵

“这是近期监管风暴的其中一环。”华
泰证券分析师郭春燕认为，从近期证监会
要求各地方证监局对辖区内证券公司的债
券代持情况自查并上报，以及央行召集大
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召开内部会议，重
点讨论各大商业银行在债券业务中的内控
问题，都显示出债市监管行动正在不断升
级。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26 日表示，将配合
相关部门，制订相关规范，共同促进债券市
场健康发展。

监管风暴的发酵给银行间债券市场参
与各方带来恐慌，银行间市场成交迅速冷
却。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结算日报，自 4 月 18 日以来，
银行间每日结算总额逐日下滑，从 4 月 17
日 的 1.33 万 亿 元 下 滑 至 4 月 27 日 的
5314.32 亿元，下滑幅度超过 50%。而债券
收益率，特别是信用产品收益率迅速上行，

多个品种单日上行幅度超过 10 个基点。不
过在逢低买盘的介入下，近几日债券市场
有所企稳，收益率小幅爬升。

“经过一季度收益率的大幅下行，债市
来自于基本面的利好支撑已基本兑现。”郭
春燕认为，监管风暴只是暂时影响了市场的
行情。“在基本面利好兑现殆尽背景下，债市
本身的获利回吐压力增大，防守需求上升，
在此时点上爆发的代持监管事件的冲击暂
时遏制了市场做多热情。”郭春燕表示。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
强认为，债市日前爆发出的事件短期内对
市场的影响比较突出，但长期来看，债市的
发展步伐并不会被其所阻碍。

长期势头向好

“监管严格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都是
好事，将为市场的运行提供合法、合理的平
台。”银河证券资深债券分析师表示，近期
对债市利益输送的清理将为债市发展“保
驾护航”。

近 年 来 ，我 国 债 市 规 模 不 断 增 大 ，
Wind 数据显示，2012 年底，中国债券市场
存量规模为 26.2 万亿元，这个规模超过了
国内股市总市值。作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

场”，银行间债市同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从长远来看，“银行间市场是我国债市

未来发展的方向”。西南证券研究与发展中
心业务总监许维鸿认为。“随着银行间债券
市场积极拓展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发行和交
易，对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功不可
没。”许维鸿表示。据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
会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中国债券市场净
融资额为 4.6万亿元，其中为非金融企业提
供净融资 2.5 万亿元。为推进城镇化建设，
2012年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超过万亿元。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与境外债市相比，
国内债市较高的收益率将更吸引 QFII 入
场。“投资中国债市收益率相对较高。”中信
证券分析师李一鸣说，以国债为例，同为投
资 5 年期国债，中国债市收益率为 3.3%，
而美国债市收益率仅为 0.78%，利差明显。
此外，“银行间债市流动性好于交易所，交
易环境对 QFII 吸引力较大。”海通证券首
席债券分析师姜超表示。

“债券市场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免不
了波澜起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副秘书长杨农认为，发达成熟的债券市场
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多政策选择。“可以预
见，以银行间市场为主的债券市场，未来仍
将迎来加快发展的机遇。”

三类资金开户债市为何被叫停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五一”小长假之门明天开启，在这个
草长莺飞的季节，国人的旅游冲动自然是
没得说。可是，对于持有旅游股的投资者
来说，原野的春光并没有掩盖住他们脸上
的愁容。因为从年初至今，旅游板块整体
超额收益率为-4.62%，同期指数收益率
为-2.18%，整体跑输指数。

“今年以来，旅游板块走势较往年更加
独立，波动性也较往年明显加大。”方正证
券研究所分析师王朗其说。

传统景区发展面临转型

多家旅游板块上市公司2013年第一季
度业绩报告已陆续披露，从营业收入增长情
况看，除云南旅游和张家界等增速超过
30%，分别达39.92%和32.92%，其余多家上
市公司收入增速趋缓，黄山旅游、中青旅、丽
江旅游、国旅联合和北京旅游增速分别为

28%、16.61%、8.18%、7.59%和 5.58%，而西
安旅游、三特索道和峨眉山A更是同比分别
下降60.29%、17.57%和1.01%。

“一季度为旅游行业淡季，受气候因素
和季节性因素影响，导致部分景区游客增
速放缓，对业绩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长城
证券分析师杨春燕表示，“从公司业绩上
看，利润基本没有太多增长，特别是景区类
上市公司。”

数据显示，除云南旅游第一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70.41 万元，
同比增长 514.37%外，中青旅、北京旅游、
丽 江 旅 游 等 的 净 利 润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43.83%、25.89%和 17.63%。此外，多家上
市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为负增长，其中，国
旅联合、西安旅游、大连圣亚、张家界等降
幅均超过 100%。

从已披露的一季报情况看，旅游服务
类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较好。“这应该是大

势所趋。单纯依靠景区门票来盈利的模式
是不太现实的。”杨春燕表示，国家发改委
已经宣布在“五一”期间，实行政府和政府
指导价的 1200 余家景区提供优惠票价，整
体降价幅度近 20%。

“这实际上是在倒逼传统景区对交易
模式和业务结构进行改变，向休闲度假娱
乐的方向转型。”杨春燕说。

短长期因素交互作用

近来，旅游板块受到多重短期利空因
素影响，其中既有非可控因素如 H7N9 疫
情，也有景区门票上涨可能带来的游客人
数减少，还有抑制三公消费等。

“这些突发因素的影响都是短期的。”
杨春燕表示，不可否认，H7N9 疫情对国内
旅游市场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
在华东线上的游客量是明显下降的。但从

过去经验来看，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预
计两三个月之后就能恢复正常。

中信证券首席旅游业分析师姜娅则表
示，“禽流感疫情对旅游行业实质性影响应
有限。人感染禽流感疫情近年来一直在亚
洲区零星爆发，但我们判断旅游行业受较
大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小。”

“长期来看，旅游板块还是可以看好
的。”王朗其认为，“旅游行业是国家战略支
柱产业，目前占 GDP 的比重约为 4%，未来
要达到 10%以上，国家政策在积极引导行
业发展，行业还是处于黄金发展周期的。”

王朗其认为，今年颁布了《国民休闲纲
要（2013—2020 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这些都是规范行业发展、促使
行业中长期健康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因素。

“总体上看，下半年的旅游板块还是相
对乐观的，但还是要看经济复苏和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杨春燕认为。

“五一”小长假来临——

旅 游 板 块 能 否 走 牛 看 游 客

受国际油价强势反弹影响，上周连塑主
力1309主力合约最后三个交易日一度冲破
万元平台，但短暂走高后明显回落。4 月 26
日，连塑1309合约报收9895元/吨，较上个
交易日结算价上涨5元/吨，成交量为531512
手，持仓量减少14878手至343952手。

“国际原油在超跌之后快速反弹，给能
源化工品市场带来一定的支撑。”银河期货
分析师吴衡表示。经历春节后的一轮去库
存之后，石化企业的库存在 3 月下旬开始
趋于正常，然而 4 月份以来市场的供需基
本面再次转弱。

从需求端看，每年的春季农膜消费高
峰在 3 月份，清明节之后需求开始逐步转
淡，并在 5 月份达到年内较低水平，这预示
着未来 1 个月塑料的需求将进入季节性的
淡季。在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后期供应增加
的预期却愈发明显，4月份埃克森美孚的60
万吨线性装置已经投产，其中近 60%的产
量将销往中国，直接冲击国内的进口市场。

“5 月份停产接近半年的大庆石化装
置即将重启，武汉石化也已完成前期试产
阶段，将进行 60 万吨全密度装置的二次试
车。”吴衡表示，受此影响，后期塑料价格或
将再次承压。

需求不足或致连塑走势转弱
本报记者 谢 慧

需求不足或致连塑走势转弱
本报记者 谢 慧

本报大庆4月27日电 记者姚进报道：以燃料油和
甲醇为首批交易品种的新华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新商
所）今天在大庆正式启动。新商所是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
由新华社控股，联合大庆市政府和广东振戎集团联合主办
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所。新商所将借助新华社“新华 08”
金融信息资讯优势，通过“资讯整合+电子商务+现代物
流+金融支撑”的商务模式整合国内商品、仓储、物流等资
源，提高商品交易集中度，通过商品现货交易和指数发布，
使新商所逐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货交易平台和信
息发布中心。

新华商品交易所在大庆启动

本报讯 记者温宝臣报道：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京东方 A：000725；京东方 B：200725） 日
前发布 2012 年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2012 年京东方
实现持续盈利，净利润达 2.58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比大幅提升；营业总收入达
258 亿元，同比增长 102%；毛利率跃升至平板显示行
业全球前三。

财报统计期内，在中大尺寸显示屏方面，京东方实现
全年销量超 4700万片，出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 9%，排名
行业第五；在中小尺寸显示屏领域，实现全年销量 2.4 亿
片，占全球份额的 11%。

2012 年，自主创新及技术提升成为京东方业绩持续
向好的强大引擎。据了解，在本次财报统计期内，京东方
申请专利数量突破 2500 项，新增专利数量全球前三；相
继推出全球首款 65 英寸超高清氧化物液晶显示、110
英寸超高清液晶显示、低温多晶硅和氧化物 AMOLED
显示和 5.5 英寸高分辨率低温多晶硅 TFT-LCD 手机屏
等众多全球领先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全球首发新产品超
过 75%。

京东方 2012 年盈利 2.58 亿元京东方 2012 年盈利 2.58 亿元

本报北京4月27日讯 记者王信川报道：中国人民银
行今天公布的金融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3 月银行间
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 17984.2 亿元，同比增加 25.9%。
3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7802.1 亿元，同比增加
9.4%，较 2 月份增加 57.1%。截至 3 月底，债券市场债券
托管量为 27.3 万亿元，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
为26.0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债券托管量的95.1%。

拆借交易方面，前 3 月同业拆借市场交易量累计为
10.3万亿元，同比增加 1.4%。3月份，同业拆借市场累计
成交 3.7 万亿元，较 2 月份增加 31.2%。3 月份，同业拆借
利率较上月下降，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 2.47%，较 2
月份下降 30个基点。

回购交易方面，前 3 月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 36.6 万
亿元，同比增加 24.0%。3 月份，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量
为 13.3 万亿元，较 2 月份增加 34.7%。3 月份，回购利率
整体水平较上月有所回落。3 月份，债券质押式回购加
权平均利率为 2.46%，较 2月份下降 43个基点。

现券交易方面，前 3 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21.7 万亿元，同比增加 46.1%。3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
现 券 交 易 全 月 累 计 成 交 8.5 万 亿 元 ，较 2 月 份 增 加
63.6%。3 月末，银行间债券指数为 146.66 点，较上月末
上升 0.5 点，涨幅 0.34%；交易所国债指数月末收盘为
136.96点，较上月末上涨 0.37点，涨幅 0.27%。

一 季 度 银 行 间 债 券

发 行 同 比 增 25.9%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王光强报道：为加大支持
广西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农行广西分行积极向总
行争取支持政策，进一步发挥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体系
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强化金融全面服务，加强城镇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广西的城镇化建设
实现跨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据了解，该行重点支持的城镇化项目，包括重点支
持与城镇化建设配套的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
建设项目，支持各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其他新型产
业化组织，园区及项目、产业集群；重点支持交通、能
源、供水、供气、供电、污水处理等领域的城镇化基础
设施建设。

农行助推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

□ 本报记者 江 帆□ 本报记者 江 帆

□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报讯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联社坚持对公司类贷款
采取“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信贷原则，提高高耗能、高污
染行业贷款准入门槛，加大绿色信贷的投放力度，支持当
地绿色经济发展。截至目前，该社发放清洁能源、节能环
保、循环经济等领域和支持传统产业升级的贷款余额达
10.8亿元，为打造“绿色罗庄”提供了资金支持。

据了解，近年来，罗庄联社把发展绿色金融纳入信
贷政策之中，并将企业的环保情况作为贷款的重要前
提。为确保绿色信贷落到实处，该社还坚持“有进有
退”的发展节奏，建立健全信息集成、动态退出机制，
加大对“四新一高”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陶瓷、
钢铁、焦化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时退出落后产能
及环保不合格项目，主动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绿色经济领
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先后重点支持了华盛江泉集团
循环经济产业园、山东圣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玻蓝星
和山威集团等高新技术企业，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刘桂华 谭 伟）

罗庄联社投放绿色信贷10.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