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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上市公司的业绩质量明显提升，折射我国经济
稳步迈向高质量。万得资讯数据显示，一季度，A股纳入
统计的3600余家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收11.26万亿元，同
比增长11%；实现净利润10325.52亿元，同比增长9.38%。

回顾2018年，3622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数据显示，
多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不断加大，创新驱动日益增强，整
体营收延续增长。一方面，龙头公司业绩表现良好，引领
高质量发展，传统行业公司业绩持续向好，上游行业表现
亮眼，现金流状况稳定；另一方面，多数上市公司的海外业
务保持稳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从上市公司“成绩单”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
效率不断提升，动力发生变革。

高质量体现在“不唯速度论英雄”。2018年，沪市公司
在总体营收和净利润规模体量较大的基础上，不再紧盯增
速，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33.50万亿元，同比增长11%，占
同期GDP比重约30%。沪市公司以占全国注册企业不到
万分之一的数量，实现全国GDP约三分之一的营业收入。

高质量体现在创新驱动贡献更大。2018年深市公司
研发投入金额合计3443.87亿元，同比增长22.30%，绝对
额连续4年明显增加。沪市实体类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
约3900亿元，同比增长约21%，其中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超10%的公司有60余家，超5%的公司有230余家。

高质量体现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18年
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因素，两市传统行业上市公司
延续增长态势。沪市石油行业实现净利润1175 亿元，同
比增长 58%；煤炭行业实现净利润 859 亿元，同比增长
2%。中游行业中，受益于国家环保政策等，化工行业实现
净利润 48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4%；钢铁行业实现净利
润61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8%。

高质量体现在实体经济更强更优。2018年沪市非金
融实体经济增速已超金融行业企业，实体类公司（非金融
类）收入和净利润全年实现双增长，延续良好态势，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26.53万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净利润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7%。并且，实体类公司的增长质量明显
提升，扣非后净利润为1.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3万亿元，同比增长18%。

2018年以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扎实推进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等工作。沪市已有570余家上市公司建立环境
信息披露机制，深市公司共有665家公司详细披露污染排
放、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环保资金投资金额也持续加
大，2018 年中小板公司环保投入达 216 亿元，同比增长
38%。

纵观过去3年，资本市场涌现出越来越多经营质量优
良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持续专注主业、稳健经营、规范运
作，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6年至2018年连续3年扣非后净利润盈利的上市
公司约有 1100 家，占沪市公司总数近八成。这些优质公司 2018 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3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占沪市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九成。其中，一批专注主业、
经营规范、稳健增长的优质蓝筹企业脱颖而出，约740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
双增长，占比高达50%，实现30亿元以上净利润的公司达110余家。

上市公司创新提速、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红利，金融供
给侧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发展的预期和信心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发布实施多个科创板配套文件，科创
板设立的监管规则已基本齐备，目前上交所科创板受理的企业超过100家。A股市场
有望迎来新的定价机制、新的股票供给、新的直接融资通道。

监管部门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应，优化金融结构，降低融
资成本，提高配置效率和畅通良性循环，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企业发
展。近两年来，银行体系在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年均增长12%以上的情况下，总资产增
速从过去15%左右回落到7%左右，盲目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银行业贷款占总资
产比重已回升至53.88%。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国家最具活力的竞争元素，它们的“成绩单”真切地
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正在开启新的时代。受益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红利，上市公司也必将在今后的发展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
攻坚战、产业结构升级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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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河北廊坊5月18日电 记者张
雪 吴浩报道：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和经
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2019 京津冀大数
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5月18日在廊坊举
行。本次论坛是2019年中国·廊坊国际
经济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大数据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大数据
产业创新应用亮点不断。举办2019京津
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旨在进一步
挖掘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潜力，
释放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的新动能，运用
大数据思维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
的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次论坛取得了广泛共识。与会专

家认为，推动京津冀大数据产业的创新
应用，要不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实现经
济的转型升级发展。推动三地数据信息
的开放、对接、共享，打造京津冀统一数
据开放平台，实现全方位、多领域的大数
据协同。紧紧围绕“数字中国”战略，加
快 5G 商用步伐，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报道见四版）

5月18日，靠泊在青岛母港的“科学”号准备解缆起航。当日，我国新
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从青岛母港起航，将对全球最深海沟——
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的一座人类从未探索过的海山进行精细调查。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科学”号起航探秘世界最深海沟

本报深圳5月18日电 记者姜天骄
报道：5月18日，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
社在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上联合发布了第十一届“全
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国出版集团
公司等30家企业进入行列。从本届“30
强”企业有关情况看，骨干文化企业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有机统一，总体规模实力进一步提
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定增
强，体现了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

本 届“30 强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4164亿元、净资产3636亿元、净利润456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创历史新
高，分别比上届增长 10.51％和 8.31％，
且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4000 亿元大
关，净利润首次突破450亿元大关。

为鼓励文化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继续发布
了“30 强”提名企业，对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等20家主营收入、净资产、净
利润近3年稳定增长或有重大改革创新
举措的企业予以提名。

（相关报道见五至八版）

2019 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创新应用论坛举办

第十一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

数据显示，世界在建的主跨1000米以上
悬索桥有13座，中国占9座；世界建成和在建
跨度600米以上的斜拉桥有21座，中国占17
座；世界已建跨度420米以上拱桥有12座，中
国占9座；世界已建跨度250米以上预应力混
凝土桥梁有20座，中国占12座。这些世界级
大桥中，约八成由湖北桥梁企业承建或参建。

一座座大桥，或飞跃惊涛骇浪，或穿越悬
崖陡壁，将在世界桥梁史上书写出新的“中国
名片”。

砥砺奋进：视质量为生命

62 年前的初秋，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
地上，工人们正忙着铲下已装好的铆钉。

时任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组织设计小组组
长的赵煜澄回忆，大桥钢梁拼装两个月后，发
现固定桥梁杆件的上万颗铆钉，与孔眼间有2
毫米缝隙，出现松动，“拼装马上停工，直到新
铆钉填满缝隙，先期铆钉全部弃用”。

桥梁技术含量高、施工挑战大，重重风险
伴生而来。“桥墩要防洪水、抗地震、防船撞，桥
身还需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弯、扭、拉等形
式受力，夸张点说，就像揉面、拉面过程中的面

条，一不小心就断裂。”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敏说。

第一次带队修建长江大桥时的一次经历，
让中交二航局沪通大桥项目经理杨志德记忆
犹新。彼时，江阴长江公路大桥200多米高主
塔塔冠浇筑进入尾声。混凝土泵突然出现故
障，前期浇筑的混凝土凝固，与后浇混凝土间
产生缝隙。

按常规，这类缝隙可按施工缝处理，但可
能影响桥塔受力。杨志德毫不犹豫组织上百
名员工，凿除300多立方米已浇筑的混凝土，
重新浇筑。耽误的半个月工期，经他与员工
一起 24 小时轮班连续作业最终追回，如期
完工。

去年9月16日，台风“山竹”正面袭击珠三
角。港珠澳大桥上，实测风速最高超过每秒
55 米。强台风过后，港珠澳大桥安然无恙。
大桥主体结构、岛上房建及收费站结构、交通
工程附属设施均未受损，人工岛上建筑的窗户
玻璃没有一扇破裂。2017 年以来，这个代表
中国桥梁建设最高水平的“世纪工程”先后在3
次强台风面前展现了“钢筋铁骨”。

承建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 3 个土建标段
中工程量最大、结构形式最繁杂的CB05标段

的中铁大桥局项目经理谭国顺说，台风如同一
次次“超大规模的全尺模型风洞试验”，充分验
证了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的中国桥梁建设的
高超技艺和质量。

质量就是生命。60 多年来，湖北桥梁企
业的设计施工规范与标准日趋严格，建桥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加上各类质量监控、
后期养护技术与设备投入使用，让建在山谷、
江河、海峡间的各类大型、特大型“中国桥”，犹
如一座座坚固的钢躯，保障着频次越来越高的
汽车、火车、轮船安全通行。

自力更生：创新驱动立潮头

4月1日，记者在武汉杨泗港长江大桥施
工现场看到，整个大桥的主缆已缠丝完毕，两
根金黄色的主缆在天空划出优美的弧线。该
桥主桥双层双向 12 车道，是世界上通行能力
最大、使用功能最完备的大跨悬索桥。

“大跨度桥梁技术上世纪在美国、欧洲、日
本得到了发展，而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
量两方面都引领了世界。”国际桥梁与结构工
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感叹。

（下转第二版）

大 桥 越 山 海 争 光“ 中 国 造 ”
——湖北桥梁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迈向世界一流纪实

□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互利共赢是国际贸易的常识，贸易战从来
没有真正的赢家。由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引
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对双方经济发展产生
了一定影响，也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挑战。但
对中国而言，目前影响有限、总体可控。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充分证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砥
砺前进的坚定步伐。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
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
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大海之壮阔，使其有广袤的回旋空间。中
国拥有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齐全而多元的
产业门类，从针头线脑等生活日用品到航母等
大国重器都能生产，加之，各行各业已深度嵌
入全球产业链当中，在应对外部冲击产生的不
确定性时往往有着很强的韧性。近 14 亿人
口、9亿劳动力、1亿多个市场主体……中国还
拥有动辄数以亿计的市场资源和空间，这是应
对各种干扰、激发经济活力的强大优势。

大海之深邃，使其不为表面狂风骤浪所
动。当前，尽管形势纷繁复杂、风险挑战加剧，
但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
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这是我们
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基础。中国
经济“稳”的气质更加凸显，有更大的回旋余
地，完全有能力精准施策、从容应对，通过国内
市场的开拓，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通过稳定国
内投资，消化外贸出口受到的影响。

大海之包容，使其有强大的净化和融通能
力。中国是包容发展的积极实践者，致力于追
求机会平等的增长。在国际上，强调国际社
会、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以促进全球经济增
长的稳定，使得更多人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
在国内，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理念，在发展战略上体现包容，在体制机制
上保障包容，在政策举措上促进包容。包容性
的不断增强使中国经济近年来保持平稳发展，
成为低迷的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闪光点”，也必
将继续带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为世界经济作
出更多贡献。

大海之开放，使其有广纳百川的胸怀。美
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却并不是唯一的
贸易伙伴。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实行全方
位开放，已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紧密的
贸易联系。在美国之外，仍然存在着广阔的贸

易空间。接下来，中国还会继续踩准自己的节
奏和步伐，按照设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定
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兑现“中国开放的大门不
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承诺。

中国经济“这片海”的壮阔、深邃、包容、
开放，给了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挑战
的十足底气。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
长、在磨砺中壮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
中，早已融入中国人民血脉之中的强大凝聚
力、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自强自立的民族精
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今天的中国，依然经
历着成长的风雨，越是此时，越需彰显这种
品格。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只要更加专
注地走自己的路、凝神聚力办好自己的事，坚
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紧
紧抓住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团结一心，砥
砺奋进，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
创造更大的奇迹。

中国经济“这片海”无惧风雨
郭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