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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下 八 上 ”主 汛 期 或 提 前 到 来
本报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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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招工

即招生、入企即入

校、企校双师联合

培养”为主要内容

的中国特色企业

新型学徒制得到

全面推开。这项

举措支持企业自

主开展技能等级

认定，进而帮助新

成长劳动者掌握

一技之长，获得理

想的工作岗位。

近 日 ， 人 力 资 源 社

会保障部印发了 《“技

能 中 国 行 动 ” 实 施 方

案》，方案首次提出建设

“技能中国”理念，并描

绘 了 能 工 巧 匠 竞 相 涌

现、大国工匠技能报国

的生动场景。

“十三五”以来，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

会氛围日益浓厚，大批

劳动者凭借过硬的本领

实现了高质量就业。截

至 2020 年底，全国技能

劳动者总量超过 2 亿人，

占 就 业 人 员 的 26.8% ； 高 技 能 人 才 达 到 5800 万

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近 30%。

在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明显扩大的今天，技术

工人短缺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尤其是高技能人

才在总量、结构、培养、使用等方面，与实际需

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

期保持在 2 以上。因此，在“十四五”开局之年

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将为我国在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

经济等重点任务方面，实现新增技能人才 4000

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 30%

的目标。其中，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

才的比例要达到 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

技 能 人 才 比 例 要 在 现 有 基 础 上 提 高 2 至 3 个 百

分点。

培育更多高技能人才，需要厚植适合人才成

长的广袤沃土。“技能中国行动”结合技能人才特

点、发展趋势、工作实际等进行了综合分析测

算，围绕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方

面，提出了一揽子的政策制度体系安排，通过实

施技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合作等

行动计划，引导带动更多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

高质量就业。

此外，要注重发挥行业企业等市场主体在人

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企业积极投身

于技能人才培养。近一段时间以来，“招工即招

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

容的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得到全面推开。这

项举措立足于健全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合作，开

展大规模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活动，支持企业自主

开展技能等级认定，进而帮助新成长劳动者掌握

一技之长，收获理想的工作岗位。

刚刚过去的 6 月份，我国东北、

华北等地暴雨过程频繁、强对流天气

频发。中央气象台 7月 6日早晨发布暴

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这也是中央气象台连续第 11 天发布暴

雨预警。目前，我国主雨带已北抬至

淮河流域，预计未来几天，强降雨会

继续盘踞在四川盆地东部到沿淮河一

带，局地会有大暴雨现身；受冷涡影

响，东北、华北等地仍将频繁出现阵

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南北雨势还将如何发展？北方“七下

八上”（每年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主

汛期已经提前到来了吗？记者就此采

访了中国气象局相关专家。

“预计 7 月 10 日之前，中东部主

雨带位于四川盆地、江汉、江淮、黄

淮南部等地，华北东部、东北多阵

雨，这是由冷涡天气系统造成的。11

日之后，主雨带东段北抬，西北地区

东部、华北等地降雨还将增多。”中

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

王志华介绍，预计 7 月份，东北、内

蒙古东部、华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多，需防范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引发

的次生灾害。西南地区、西藏东部降

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需预防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最近一段时间，华北地区电闪雷

鸣式的强对流天气“刷屏”网络，是

否预示着“七下八上”主汛期的提前

到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分

析称，6月份，华北区域平均降水量是

66.2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6.8%。根

据预测，华北雨季可能在 7 月中旬前

期开始，较常年平均开始时间 7 月 18

日偏早，雨季降水量偏多。最新动力

气候模式预测，7月中旬后期至下旬前

期，华北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的可能性较大，需要做好城市内涝和

河流阶段性洪涝的防御准备。

6月以来，我国嫩江流域持续出现

降雨天气，累积面雨量 101 毫米，较

常年同期 （50 毫米） 偏多 1 倍。受降

雨影响，嫩江尼尔基水库 6 月 21 日 14

时入库流量达 4160 立方米每秒，形成

“嫩江 2021年第 1号洪水”。那么，7月

防汛应重点关注哪些区域？贾小龙告

诉 记 者 ， 进 入 7 月 雨 带 北 抬 比 较 明

显，我国主要多雨区在长江流域和北

方地区，像松花江和嫩江流域、海河

流域、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

长江流域上游和中游，降水都是偏多

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汛情或者

洪涝灾害。

华北、东北等地“七下八上”主

汛期进程加快，防汛形势严峻。另一

边，东南沿海地区陆续开启台风季，

所带来的暴雨影响也不容忽视。7 月 5

日，巴士海峡热带低压及南海热带低

压同日生成并逐渐发展。受其影响，

华南南部沿海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王志华提醒，预计 7 月份有 2 个

至 3 个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

地区，需防御台风带来的强降水、大

风和风暴潮灾害。

此外，预计 7 月份江南、华南等

地 气 温 偏 高 ， 高 温 （日 最 高 气 温≥
35℃） 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阶段

性高温热浪，需注意高温对人体健康

的不利影响，做好防暑降温的供电应

急准备工作。

“不过，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

年同期或偏高，降水量接近常年同期

或偏多，水热条件对作物生长发育总

体有利。”王志华表示，东北地区、内

蒙古东部、华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降水偏多，部分农田可能出现湿渍害

和洪涝灾害；建议各农区加强农田水

肥管理，降水过后及时排涝降渍，促

进作物稳健生长。江南东部、华南大

部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

多，江南东南部降水偏少，部分地区

可能出现高温伏旱；建议各地科学用

水，做好高温干旱的防范工作；早稻

区注意以水调温，防范高温影响充分

灌浆，晚稻区加强秧苗管理，以防高

温灼伤秧苗。

2021 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拉开帷幕。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6 日晚间，沪

深两市已有 734 家公司发布了 2021 年的半年

报 业 绩 预 告 ，其 中 业 绩 预 喜 的 公 司 占 比 超

七成。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受 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一度受到影

响，但随着我国减税降费、减免租金、金融

支持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以及资本市场改革

开放举措不断落地，一大批 A 股上市公司业

绩恢复强劲。这充分说明在国内需求稳步回

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发展

韧性不断增强，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下

半年上市公司经营水平有望延续暖意融融

状态。

多个行业景气度高企

整体看，在 734 家发布半年报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业绩预喜（包括预增、扭亏、略增、续

盈）的公司有 535 家，占比 72.89%，其中有 366

家预增、81家扭亏、81家略增、7家续盈。有 92

家企业亏损（包括首亏、续亏、增亏和减亏），其

中有 ST 企业 23 家，占比 25%。另有 71 家业绩

不确定，20家业绩略减，16家业绩预减。

从盈利情况看，半年报预告净利润同比增

长（以下均按上限计算）超过 100%的公司有

272家，还有 33家公司预告净利润增幅在 10倍

以上。

西南证券统计显示，上市公司 2021 年半

年报业绩有望延续高增长或超预期的板块包

括三大方向：一是政策有保障、市场有需

求，使得业绩能够持续增长的板块，主要是

新能源车、国防军工、科技板块；二是一些

下游需求开始启动、困境反转的板块，主要

有物联网、LED 等有关领域；三是周期景气

仍然持续，有涨价预期，又有新产能将不断

落地的行业，主要有大炼化、钛白粉等板块。

部分传统周期性行业业绩逆袭，新兴行

业财务指标持续向好。从上市公司所属行业

来看，业绩预告净利润增幅超过 100%的公司

主要集中于化工、机械设备、电子、医药生

物、汽车行业，此五类行业覆盖公司总占比

达到 54%。具体看，其中所属化工行业的公

司有 64家，器械设备行业有 29家、电子行业

有 23家，医药生物行业有 19家，汽车类行业

有13家。

在全球缺芯的背景下，半导体芯片产业

景气度走高，电子行业公司受益颇丰，行业

内预喜公司占比达 73%，包括聚灿光电、明

微电子、富满电子在内的多家芯片相关公司

产品量价齐升，业绩实现大幅增长。

“中国工业品二季度的出口整体开始加

速，化工、机械设备、电子等行业预喜正是

受益于全球生产恢复。”招商证券策略分析师

耿睿坦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大宗商品价

格修复以及我国出口持续改善的作用下，海

外对于中国制造的需求快速增加，上半年 A

股企业盈利持续好转。

“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向好，特别

是在减税降费等利好政策下，经济活跃度增

强，市场逐步回暖，企业订单大幅增加，由

此带动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此外，由于去年

部分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业绩基准较

低，使得今年以来多数企业盈利增速较为明

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表示。

科技创新贡献明显

日前，科创板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热景

生物成为已发布业绩预告公司中的“净利润

增长王”。此外，包括明微电子、利元亨、昊

海生科、芯源微等 23 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增幅超过 100%，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医药

生物、电子等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

上半年，A股共有 253只新股发行，是去年

同期的两倍；共募集资金逾 2000 亿元，同比增

五成。注册制改革正进一步发挥积极影响，资

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大幅提升。以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

革不断深化，一批新经济公司进一步得到资本

市场支持，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半导体等行

业获得更多直接融资“活水”。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

明认为，资本市场支持上市公司做大做强，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扩大增量上做文

章，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服

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稳步

在全市场推进注册制，引导具有核心技术、

富有创新力、行业领先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

市场，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产业先进

性。二是在优化存量上下功夫，支持已上市

公司淘汰低效供给，出清落后产能，加快从

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从低端制造业向高技

术制造业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为上

市公司整体业绩提升夯实基础。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有力支持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

今年 1月 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由 75%提高至 100%；今年 4 月 1 日

起，将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医

药、化学纤维等制造业企业纳入先进制造业

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实行按月全

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等。今年全年新增减税

预计将超过5500亿元。

“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结构持续优化

的背景下，先进制造业迎来发展契机，叠加相

应的减税降费政策，研发投入较多、技术壁垒

更高的优质企业有望实现更好的业绩表现。”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李兴表示，一

系列科技创新优惠力度的不断加码，对于带动

我国整体产业创新及转型升级意义重大。

除了政策红利的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

还要练好“内功”。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宋志平看来，上市公司应重视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持续做优做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聚焦做强主业、强化治理、提高绩效和价

值、增强核心竞争力。

外部因素保驾护航

外部因素为部分行业、企业扩大盈利营

造适宜的土壤。“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人

民币汇率预期平稳，物价走势整体可控，国

内疫情防控得当，这些都为上市公司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光大证券分析师张宇生认

为，尽管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上涨，但在

近期监管部门保供稳价努力下，价格已出现

明显回落，对不同上市公司和行业板块的影

响有异。对上游原材料行业，PPI上行有助于

提升毛利率；对中游制造业，在需求稳定的

情况下，其产品价格往往随着原材料涨价而

上涨，这也将有利于中游制造业毛利率改

善；对下游制造业可能会有一定负面影响。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渐从疫情中恢

复，受国内外宽松政策影响，化工、医药、

机械设备等行业产品纷纷提价。”刘向东说，

一方面疫情期间的去库存造成部分物资产品

的供应趋紧，另一方面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

见效引发消费回暖，特别是海外消费回暖较

为快速，对可贸易品的企业构成较大利好，

使这类企业的盈利增加。

上市公司上半年的“成绩单”对下半年

影响几何？展望下半年，张宇生表示，国内

经济增长仍然将保持较强韧性，出口相关业

务链仍将保持高景气，基建也有望在专项债

加速发行的推动之下逐步恢复。

也有人表达了谨慎的观点。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全球疫情

和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仍

不平衡，在基数效应减弱、订单逆向回流和

宏观政策边际调整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将逐

步放缓。上市公司要继续逆势取得较好的经

营业绩，应在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提升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数字化和绿色转型

等方面持续发力，培育新的增长点和经济增

长内生动力。

700多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超七成预喜——

上 市 公 司 盈 利 持 续 向 好
本报记者 马春阳 周 琳

本版编辑 杜秀萍 郎竞宁

进入主汛期，民兵在

湖南省资兴市白廊镇东江

湖水域进行冲锋舟编队

训练。

朱孝荣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