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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半年报彰显发展韧性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彭 江

加快做大做强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贾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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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发展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规

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当

前，国家层面应尽快完善顶层

设 计 ， 积 极 鼓 励 地 方 扩 大 试

点，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加

快做大做强。

所 谓 “ 第 三 支 柱 养 老 保

险”，一般指社会养老保险 （第

一 支 柱） 和 企 （职） 业 年 金

（第二支柱） 以外的个人储蓄型

养老保险，一般由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过去十余年里，以第

一 支 柱 养 老 保 险 为 核 心 内 容 ，

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近十亿人，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同时，中国养老保险

体系也面临第一支柱独大的问

题，即社会养老保险在养老金

给付、养老基金规模等方面都

占到了全部养老保险体系的绝

大部分。由此，居民的养老责

任和老龄化压力几乎全部放到

了 第 一 支 柱 的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上。目前，社会养老保险还面

临 降 费 以 支 持 经 济 发 展 的 压

力。社会养老保险除缴费外的

其 他 资 金 来 源 ， 比 如 财 政 补

贴、国有资产划转等更多着眼

于应对老龄化压力，而非提高

养老金待遇水平。针对更高水

平 、 更 高 质 量 的 养 老 保 障 需

求，需要更多依靠企业和个人

的努力，即市场化的第二、三

支柱养老保险来解决。

第 三 支 柱 养 老 保 险 是 中 国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第一支柱的

重要补充。当前，要扩大养老

保 险 产 品 和 金 融 产 品 的 供 给 。

中 国 居 民 和 家 庭 重 视 养 老 问

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为退休生活做了一定经济

准备和财务安排，但就资产配置而言存在“重存款、重房

产，轻保险”的倾向。通过合适的金融产品将存款、房产

年金化，可快速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养老储备水平，缓解

以第一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压力。政策上可

适当放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产品范围——对于满足“工

作时长期储蓄，退休后按期领取”的金融产品，都可以纳

入到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范畴中来，扩大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相关支持政策的覆盖面。

要提高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的流动性。第三支柱养

老保险本质上是个人储蓄，出于子女教育、买房、出国、

大病等各种潜在流动性考虑，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将资产配

置到流动性严格受限的税延型养老保险当中。那么，解决

方案之一可以是，设计对等和灵活的提前支取和税优条

件，即不一定要严格限制流动性，允许产品在一定条件下

提前支取或转让，支取或转让后补缴税款和合理滞纳金。

要提高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的可获利性。可以适当

放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投资渠道，明确不保本或一定比

例保本的条件，鼓励市场竞争，引导第三支柱产品的投资

回报率超过低风险短期产品，从而吸引更多储蓄。

要提高立法层次，加强监管，形成稳定预期。商业保

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誉和信用风险，税收优惠在长

期中的不确定性，也是制约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的因

素。提高立法层次，对税收优惠的政策、措施以更高层次

法律法规固定下来，有助于个人形成稳定预期。包括可以

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给付纳入保险保障基金和存款保险

的优先保障范围，使其能够获得更高的受偿比例和金额。

以及明确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经营机构比一般银行保

险机构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充足率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主力军”换挡升级，“新经济”聚力研发，“减负担”红利生

效⋯⋯近日，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奏出“稳”和“新”

的主音调。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比较

复杂的挑战下，上市公司迎难而上、克艰前行，取得稳健成长，

彰显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

整体业绩强劲增长

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细胞”，上市公司业绩好坏牵动

市场心弦。从上半年情况来看，上市公司总体业绩强劲回升，

不少公司营收、利润双增，有效发挥出创新“领跑者”和产业

“排头兵”的作用。

一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份成绩单的实实在在：上半年，

深市逾八成公司实现盈利，逾八成营业收入规模扩大，逾六成

净利润实现增长；沪市主板公司业绩增长稳中有升，九成公司

实现盈利。

“透过上市公司半年报，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民经济在持

续稳定恢复，市场活力被有效激发。”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

院院长田利辉表示，具体来看，上半年，深市公司平均实现营

业 收 入 33.78 亿 元 ，平 均 净 利 润 2.54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3.09%、41.52%；沪市主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6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23.94%，实 现 扣 非 后 净 利 润 1.9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40%，与 2019 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20.22%，扣非后净

利润增长 13.17%。

被视为新经济和科创企业“聚集地”的创业板和科创板，

上半年业绩表现亮眼。创业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3.57%；实现净利润总额 1127 亿元，同比增长

33.56%。科创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040.50 亿元，归母净利

润 433.1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5.14%、105.24%。

在宏观经济持续稳步复苏的带动下，各行各业走出恢复

曲线，民生保障行业稳中有升，资源类行业增幅明显。“沪市主

板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业净利润逐季增加，较同期大幅扭亏为

盈；文体娱乐业净利润同比增长 1.2 倍，第二季度单季环比增

长 67.26%。”上交所有关负责人介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强劲，尤其是在“双碳”目标及能

源转型背景下，以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

展，上游以锂矿为主的资源行业、中游电池制造和下游整

车行业等均保持较高景气度。“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亮眼，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净利润 712.21 亿

元，同比增长 72.35%。”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实体企业贡献稳步提升，提质增效进一步凸显。上半年，

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01 万亿元，归母净利润

9101.28 亿 元 、扣 非 后 净 利 润 8179.02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0.27%、103.72%、120.66%。深市龙头实体企业贡献突出，美

的集团、潍柴动力等 27 家公司上半年收入规模超 500 亿元；京

东方、格力电器等 19 家公司利润规模超 50 亿元。实体企业的

稳健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增添了充足底气与定力。

聚力创新释放活力

“研发投入同比增长 30%”“拥有数百项专利和授权”“研

发团队规模百人以上”⋯⋯翻开多家企业半年报，科技创新和

研发投入成为一大看点，上市公司发展活力和韧性不断提升，

折射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秘诀”。

以科创板、创业板为代表，上市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努力提高创新资本形成效率。上半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

投入同比增长 28.5%，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 4 家公司研发投

入超过 10 亿元；科创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金额达 254.03 亿

元，已拥有近 10 万人科研队伍，其中中芯国际、中国通号等 16

家公司研发团队规模达千人以上。

放眼整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多上市公司深耕研发，迸发出

强劲的创新动能。上半年，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共投入研发

资金 2424.78 亿元，同比增长 39.17%；深市实体企业研发投入

2177.02 亿元，同比增长 22.36%。其中，计算机通信制造业、软

件信息服务业、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

行业平均研发强度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创新驱动下，新经济得到蓬勃发展，以装备制造业为代表

的先进制造业，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数字产业，均实现较快增长。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

强、质量效益优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加速成长，创业板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超九成实现盈利、近八成实现净利润

增长，两成以上净利润增速超过 100%，为加快我国产业链补

短板、锻长板、填空白提供了有力支撑。

浓厚的创新底色，推动上市公司研发成果竞相涌现。仅

科创板上半年新增知识产权就有 11571 项，其中新增发明专

利 3217 项。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进展：中微公司先进制程

取得突破，完成 3nm 刻蚀机原型机设计、制造、测试及初步的

工艺开发和评估；电气风电自主研发的海上风电叶片 S90 一

次性通过全尺寸静力测试，成为全球最长的风电玻纤叶片；

等等。

“在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情况

下，上市公司开拓进取、危中寻机，充分挖掘增长潜力，通过创

新实现了强劲增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成色更亮、后劲更足。”

田利辉表示。

减税降费提振信心

随着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市场活力得

到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上市公司信心增强，加大了投资研发、技术

创新的步伐，新旧动能转换提速，产业升级加快进行。

今年以来，我国继续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保持必要

支持力度，上市公司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充分享受到这一红

利。数据显示，上半年，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支付各项税费合

计 1.15 万亿元，占其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76%，同比下降 0.55

个百分点；深市实体类企业税费支出合计 838.47 亿元，占营业

收入比例为 1.04%，同比下降 0.17 个百分点。

制造业企业备受“呵护”。在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等优惠政策支持下，上半年，沪市主板制

造业上市公司支付各项税费合计 2845.49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5.26%，同比下降 0.11 个百分点；深市软件和集成电路、

医药制造等行业税费支出相较去年同期降幅明显。

经营成本有所下降的同时，上市公司融资规模保持稳定

增长。上半年，沪市主板实体类公司融资现金流入合计 5.84

万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7.16%；创业板直接融资比重由 2020 年

的 9.15%提升至 21.85%，其中直接融资比重 50%以上的公司达

到 220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134 家。

通过降负担、强输血，上市公司得以轻装上阵、放手发展，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上半年，沪市主板

实体公司长期资产投资规模稳步回升，实体企业购建长期资

产支出 9595.55 亿元，同比增长 9.76%。”上交所有关负责人

表示。

一批战略性新兴行业投资增速尤为强劲，为畅通国内大

循环提供了新依托。上半年，沪市主板计算机通信制造业、设

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合计投资增速达

44%，其中，医疗器械、光伏设备增速分别为 58.6%、34.8%，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拉动性、引领性行业。

稳增长中更要保持一份清醒，在总体向好格局下，受疫情反

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影响，当前也有部分企业经营仍存隐

忧，企业效益改善不平衡、不确定风险犹在。“但在我国加大改革

攻坚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聚力推动创新的背景下，

我国经济将延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态势，下半年上市公司有

望再次呈交亮丽答卷。”田利辉表示。

前 7 个月国企主要指标保持较高增速——

国有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加巩固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李华林

8 月 26 日，财政部发布 1 月至 7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1 月至 7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主要效益指标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国有经济稳中向好态

势更加巩固。

“前 7 个月，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好于预期，起到了

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错综

复杂，疫情持续演变、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国际经济贸

易环境有所恶化，在诸多不利情况下，国有企业能够保持稳

健经营，实属难能可贵。

统计显示，前 7 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

呈现出快速增长。在营业收入方面，1 月至 7 月，国有企业

营业总收入 414373.7 亿元，同比增长 26.6%，两年平均增长

9.6%。其中中央企业 232755.9 亿元，同比增长 24.9%，两年

平 均 增 长 8.0% ； 地 方 国 有 企 业 181617.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8.9%，两年平均增长 11.8%。

在利润方面，1 月至 7 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 27852.3 亿

元，同比增长 92.1%，两年平均增长 14.2%。其中中央企业

18542.2亿元，同比增长 88.8%，两年平均增长 14.6%；地方国

有企业 9310.1亿元，同比增长 1.0倍，两年平均增长 13.3%。

“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有企业的活力、效率明显

提升，员工积极性、创造性也明显增强，改革红利开始显

现。”何代欣表示，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国

有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增，更加凸显出做大做强做优国有

企业既定部署的作用和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1 月至 7 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31028.9

亿元，同比增长 21.9%，其中中央企业 21479.1 亿元，同比

增长 18.6%，地方国有企业 9549.8 亿元，同比增长 29.9%。

专家认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

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税收增长对于稳

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保证财政安全至关重要，也为促进经

济复苏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数据显示，7 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64.3%，同

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中央企业 66.9%，同比下降 0.7 个百

分点。

“在稳定经营期间，国有企业大规模投资逐步降低，且

前期投资投入开始见效，经营性现金流增加，债务偿付压力

有所减小。”何代欣表示，同时，随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工作的推进，今年以来国有企业进一步巩固降杠杆减负债

成果，严格控制增量，加快优化存量，负债率下降正是国企

降杠杆的成效之一。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非常关键的一年，要完成国企

改革三年行动目标任务的 70%以上。专家认为，随着我国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未来一段时间国

有企业发展还将继续呈现积极态势。

“不过，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对国有企业发展也提出

更严峻的考验。”何代欣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

变，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和自然灾害对部分地区经济产生影

响，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未来国有企业需要继续

深化改革，着力解决瘀点堵点问题，向改革要动力，向管理

要效益，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以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