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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A 股上市公司正式突破 5000 家。

截至 2022 年 11 月 16 日，我国境内上市公司

数量达 5003 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居全球第

二位。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中国

企业的优秀代表，也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

力量。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

化，上市公司结构持续优化。上市公司结构

出现的新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新成效。

结构显著优化

据不完全统计，从控股类型看，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中央+地方）1336 家，民营上市

公司 3164 家，其他 503 家。从上市板块看，主

板上市公司 3177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 486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1217 家，北交所上市公

司 123 家。从市值上看，截至 11 月 15 日收

盘，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 80.57 万亿元，其中

民营上市公司市值占比 44.00%，国有上市

公司市值占比 43.62%。具体分析，上市公司

结构呈现出四大变化。

国企民企结构更加均衡。资本市场从最

初国有企业“一枝独秀”，到现在已经是国企

民企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超大体量的国企

与数量众多的民企同台竞技，是中国特色现

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特征。其中，国有上市公

司家数虽仅占全市场的 26.7%，但体量大、

质 量 优 ，资 产 、利 润 、分 红 分 别 占 78.6% 、

69.3% 、66.5% 。民 营 上 市 公 司 数 量 已 超 过

3000 家，占比约 2/3，近年来新上市的公司

中民企已占到八成以上。民营上市公司行业

覆盖广、竞争活力强，既有“大而优”的行业

巨头，也有“小而美”的细分市场冠军，在科

技创新、吸纳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

创新性更加突出。目前，聚焦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上市公司家数已达 2367 家，占比

近五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

料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市值占比由 2012 年

的 11.7%增长至 28.1%。市值超千亿元的新

经济行业上市公司由 10 年前的 4 家发展到

现在的 51 家。10 年前，我国市值最大的 10 家

公司全部是金融和能源类企业，而目前诸如

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科技公司已脱颖而出。

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在资本市场已

形成集聚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学术顾问

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运成表示，上市公司已经

成为中国创新的主要动力源。上市公司持续

加大研发力度，直接提升了中国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同时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链高端化发展。

金融与实体的比例更加协调。10 年前，

金融业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的

55.9%，现在这一比例已降至 42.8%，实体企

业利润占比已经超过金融业。金融公司和实

体企业结构性失衡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龙头公司强者恒强更加明显。以大企业

为代表的沪深 300 成份股上市公司利润占

到全市场的 77.9%，10 年间净利润增幅达

121.7%，高于整体水平的 109.3%，业绩增长

快于一般企业。

增量提质并行

近 10 年，特别是 3 年多来，我国上市公

司实现跨越式发展。2019 年以来，注册制改

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带动上市公司家数实

现量的跃升，连续突破 4000家、5000家大关，

从 4000 家增加至 5000 家仅用 2 年 2 个月，而

之前每增加 1000 家的时间分别约为 10 年、

10年、6年、4年。新设立的科创板和改革后的

创业板日益成为“硬科技”和“三创四新”企

业的聚集地，两个板块上市公司家数突破

1700 家，注册制上市公司超过 1000 家；北交

所开市一周年，上市公司达 123家，其中中小

企业占比近八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过 40 家。目前，A 股市场规模已居世界第二

位，今年前三季度沪深交易所 IPO 筹资额分

别列全球各交易所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 A

股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

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市公司质量

也得到有效提升。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

研究员周茂华表示，上市公司数量加速度增

长，资本舞台越来越宽。与 2012 年底相比，

上 市 公 司 数 量 、市 值 分 别 增 长 93.3% 、

225.4%，资产和利润规模分别增长 225.6%、

186.8%。上市公司日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近 10 年来，上市公司累计

现金分红 11.3 万亿元，是同期股权再融资规

模的 1.3 倍，由原来资本的净使用者变为居

民财富的净输出者；现金分红规模已连续

5 年突破万亿元，其中今年以来已近 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8.9%，规模创历史新高。沪深

300 等重要指数股息率已与发达国家资本

市场基本相当。

“在看到上市公司取得巨大成就的同

时，也要看到一些问题需努力解决和持续改

善。比如，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更大提升，创新

能力总体仍不充分、不平衡。”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会长宋志平表示，过去重工业像钢铁、

化工、建材、房地产以及加工业和进出口带

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现在要用新型经济、新

型工业带动经济发展，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构筑新的增长极。比如，新能源、电

动车、数字产业、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药、

新基建等。数据表明，2021 年新基建领域有

105 家上市公司的总营收达到 2.23 万亿元。

半导体产业产值达到 10458 亿元，光伏产业

达 7500 亿元，大数据达 1.3 万亿元，机器人

1300 亿元，人工智能 4041 亿元，新能源汽车

4529 亿元，锂电池全行业总产值突破 6000

亿元。

市场生态向好

在公司治理方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落地后，强化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监管，大股东、

董监高等“关键少数”公众公司的意识明显

增强。上市公司治理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

力、抗风险能力、回报能力不断增强，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

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取得

阶段性成效，大股东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等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大股东股票高比例质押的上市公司家数较

高峰时下降 2/3，股票质押风险不再是资本

市场的重大隐患。

进退有据，是资本市场生态良好的一个

标志。近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退市制

度改革方案落地见效，上市公司群体加快

“新陈代谢”，近 3 年退市公司家数超百家，

超过之前 15 年的总和。“在出口端，还要加

大资本市场的吐故纳新、优胜劣汰。增加高

质量上市公司与严格退市制度两手抓，让资

本市场‘晴雨表’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更灵

敏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银河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刘锋说。

高质量的资本市场离不开高质量的上

市公司。“建设高质量上市公司，除了完善外

部制度环境，更需要上市公司立足自身、苦

练内功，培养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宋志

平说。

A股上市公司突破 5000家，高科技行业市值占比不断攀升——

上市公司成创新主要动力源
本报记者 祝惠春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既是体育比

赛盛宴，也是企业营销舞台。近年来，

多家中国企业为世界杯提供赞助，金

额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22 年卡塔

尔世界杯中国企业赞助额达 13.95 亿

美元，成为最大赞助商。

企业通过赞助的形式，不仅能在

世界范围内打响品牌知名度，也能带

来实实在在的商业红利。多次成为顶

级体育赛事品牌赞助商的海信近年来

海外业绩逆势增长，与其体育赛事营

销策略不无关系。

有人认为，企业花费巨资赞助世

界杯，无非就是获得一个在球场摆放

广告牌的机会。实际上，世界杯赞助

商的营销玩法已远不止品牌展示这一

初级形态。借助足球赛事的巨大影响

力，适时推出吸引用户的产品或服务，

提升用户黏度，已成为众多参与企业

的共同做法。

此外，世界杯的魅力早已超出体育本身，其延伸出的社会

话题更具影响力。在开放的互联网生态中，流媒体与数字平台

的使用率持续增长，世界杯不仅让赞助企业提高了品牌到达

率，还提升了销售转化率。同时，通过品牌营销吸引消费者的

注意力，企业还能进一步培养潜在消费群体，拓展新市场，可谓

一举多得。

世界杯不仅是企业品牌的绝佳营销良机，更是将品牌文

化传播出去的好方式。可以说，借助世界杯，企业既塑造了

品牌形象，又收割了产品流量，找到了热点与品牌之间的契

合度。

不只是世界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营销效应，所有重大体育

赛事对于企业营销的效果都显而易见。参与顶级体育赛事营

销，借力发力，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种有效路径。有此战略布

局的企业，可以尝试参与诸如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国际赛

事营销。

当然，企业品牌出海也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并不是所有

企业都适合通过世界杯营销的策略，还要考虑受众定位和产品

相关性，以及其和体育精神的契合度，这些因素决定了对用户的

消费调动性。

展望未来，体育产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借

助体育赛事开展品牌营销，也将会成为更多企业的选择。在这

一过程中也要看到，体育营销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企业练好内

功、未雨绸缪、系统筹划，将品牌营销带来的商机转化为持久的

商业红利。

紧抓国际赛事带来的营销良机

郭存举

日 前 ，河 南 多 地 不 同 程 度 出 现 蔬 菜 滞 销 问

题。河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宋虎

振介绍，河南一些地方因市场消费量下降等原因，

造成蔬菜滞销。

为此，河南于 11 月 18 日印发《关于开展蔬菜

促销工作的通知》，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摸清

蔬菜生产底数”“加大本地销售力度”“加强蔬菜

产销对接”“组织省外客商采购”“开展定向蔬菜

采购”等方面入手解决蔬菜滞销难题，保障正常

蔬菜生产经营活动，切实维护菜农的利益。当前

河南各地各部门正积极行动，全力保障蔬菜生产

经营。

11 月 21 日下午，河南南阳邓州市白牛镇栗葩

村，20 余名村民正在冒雨砍剥白菜，装袋运车。菜

农郑德镇告诉记者，通过邓州市供销社等帮助联

系的销路，将有 20 吨白菜运往四川。

邓州市是河南省蔬菜生产重镇，近年来该市

蔬菜生产播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并在新品种、新

技术、新材料的引进和推广应用上实现了新的突

破，蔬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得到了提高，“白牛白

菜”“高集萝卜”品牌效应不断形成。眼下联系客

商、销售蔬菜正成为邓州广大机关干部线下线上

的头等要务。

前不久，当地蔬菜价格下滑、销路一度不畅。

为此邓州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相关单位“一把

手”为成员的蔬菜促销工作领导小组，其中农业农

村局及各乡镇负责统计蔬菜生产、销售、滞销情

况，商务局负责储存保鲜、联系外地大型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和商场超市探寻销路，供销社负责联系

外地兄弟供销社，组织大宗蔬菜外销，其余单位也

各有分工各司其职。

邓州白菜生产大镇白牛镇也积极组织了相关

活动，该镇与城区及周边多家商超组建农超对接

平台，其中一家商超签订了每天采购 5 万斤萝卜白

菜的协议。此外，该镇还联系多家农贸市场和企

事业单位，通过集中采购、点对点对接和爱心助

农、消费帮扶等形式，帮助农户拓宽销路。

同时，邓州还组织了百余家直播平台采取电

商带货形式，推出蔬菜的品种和数量、价格、地区

分布等基本信息和图片资料，引导消费者积极购

买，实现了农产品线上有效对接，线下快速流通。

“通过线下线上齐发力，目前邓州的蔬菜滞销

局面正在逐渐改善。”邓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

登科介绍，自 11 月 18 日以来，该市每日外销的蔬

菜都在 300 吨以上。

河南杞县金杞大蒜国际交易市场里，一车车

大蒜正运往全国各地。疫情期间，当地及时成立

了由商务、市场监管、交通运输、农业农村、供销等

多个部门联动组成的专班，保障蔬菜流通，全力以

赴做好蔬菜产销对接。杞县副县长郭芳表示：“目

前县商务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采

取以就地销售为主，积极搭建菜农与农产品批发

市场、商超企业对接的桥梁，在拓宽本地蔬菜县域

销售渠道的同时，组织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开辟蔬

菜外地促销‘绿色通道’加强产销对接，进一步确

保物流畅通。”

在河南省太康县清集镇桂岗村，菜农刘东旺

合作社的 300 多亩 600 多万斤白萝卜受物流不畅

影响，面临滞销。不过，在该县“网红”公益直播团

队的帮助下，合作社的白萝卜很快打开销路。据

了解，当地针对农民面临的卖菜难问题，组织有一

定影响力的网络主播，成立 5 支公益直播团队深入

各乡镇村田间地头，通过现场直播等形式把农户

滞销的蔬菜和农副产品上线到抖音、淘宝等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积极守护好群众的“菜篮子”和农

民的“钱袋子”。

同样作为蔬菜生产大县，河南省商丘市夏邑

县通过统一调配车辆、专人全程接送、指定地点装

车，闭环运输管理的方式，形成产、供、销完整链

条，到夏邑县直接采购蔬菜；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积极对接乡镇、农户、商超、农贸市场等销售渠道，

并制订《采购滞销蔬菜工作方案》，协调各乡镇成

立滞销蔬菜水果促销工作组。

河南部分地区蔬菜价格下降，需求下滑——

找买家探销路，滞销蔬菜有戏了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11 月 22 日，新建湖北荆（门）至荆（州）高铁江汉运河 2 号特大桥 5 处跨（武）汉宜（昌）铁

路钢盖梁施工全部完成。荆荆高铁全长约 77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

速铁路网中呼（和浩特）南（宁）高铁双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云华摄（中经视觉）

近日，河南一些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蔬菜滞销。为此，河南印发《关于开展蔬菜促

销工作的通知》，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摸清蔬菜生产底数”“加大本地销售力度”等

方面入手解决蔬菜滞销难题。河南各地各部门正积极行动，全力保障蔬菜生产经营。

世界杯既是体育比赛盛

宴，也是企业借势营销、品牌

出海的良机。但企业品牌出

海也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考 虑 受 众 定 位 和 产 品 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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