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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期 返 程 高 峰 到 来
高速公路流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北京 5 月 2 日讯（记者齐慧、
曾诗阳）2 日是“五一”假期第 4 天，全

国公路水路预计共发送旅客 3320 万人

次 。 其 中 ，全 国 公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3150 万人次，环比增长 3.3%，比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96.4% ；水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170 万人次，环比增长 10.73%，比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133.35%。 预 计 全 国 高 速

公路小客车流量为 5137 万辆，同比增

长 约 101.29%。 全 国 铁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1645 万 人 次 ，计 划 开 行 旅 客 列 车

11548 列。

公安部数据显示，2 日各地开始迎

来假期返程高峰。全国主干公路交通

流量呈高位运行态势，高速公路流量创

历史新高。

各地公安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加

强应急处置，加强宣传提示，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做好“五一”

前 后 安 全 生 产 、保 通 保 畅 等 各 项 工

作。数据显示，2 日除个别路段因流量

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

外，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通行基

本正常。

家电市场迎政策利好

本报记者

周

雷

作为传统消费的“四大金刚”之一，家电是我国恢复和扩大

消费的重点领域。在政策支持、需求回暖共同作用下，今年“五

一”假期家电消费市场热度攀升，绿色智能产品走俏，家电消费

潜力逐步释放。

假期首日，北京市大兴区居民张莉琪就赶到家电卖场选购

冰箱。作为互联网从业者，张莉琪和丈夫习惯周末到附近的会

员超市集中采购一周的生鲜食品。由于食品量大、种类多，分类

存储保鲜成为他们的迫切需求。

经过精挑细选，张莉琪入手了一款一级能效的多门活氧除

菌冰箱。该产品为家电厂商联合定制款，不仅配备 110 升的冷

藏空间，还能实现生鲜食品的分类存储和长久保鲜。价格方面，

由于使用“京彩·绿色”消费券，并叠加促销优惠，该产品最终以

11300 元成交。

“购买绿色家电，不仅有政府补贴，还能享受厂商优惠，正好

换一台高端一点的冰箱。”张莉琪此次购物获得感很强。

“五一”假期，家电套购也多了起来。在北京苏宁易家西红

门店，30 岁出头的公司白领张宇紧盯绿色智能，一口气购买了

名牌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烟灶等全套家电

共 10 件商品，总价逾 5 万元。

“我买的精装房 3 月份刚交房，就想趁着‘五一’促销添置些

家电精品，提高生活品质。”张宇说，购买家电不光考虑尺寸，更

要注重功能。由于新房没有阳台，使用干衣机不仅可免去晾衣

的麻烦，还能让衣物蓬松柔软，穿着更舒适。洗碗机能够解放双

手，节省时间。

在扩内需、促消费的背景下，家电市场喜迎政策利好。商务

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2023 年将聚焦汽车、家电等重点消费

领域，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积极推动出台一批促消费措施，

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

今年 3 月至 12 月，北京市结合传统节假日等重要促消费时

间节点，面向在京消费者发放“京彩·绿色”消费券，适用商品共

计 55 类。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等 16 类产品须达到能效二级

及以上等级，洗碗机等 4 类产品须达到二级水效及以上等级。

数据显示，3 月 11 日至 31 日，消费者通过苏宁易购平台领

取“京彩·绿色”消费券累计达 14 万张，带动门店绿色家电销售

同比增长 30%，带动销售额超 1.7 亿元。4 月 28 日起，北京市发

放第二批消费券，为假期市场再添一把火。

随着生活秩序恢复，消费者信心增强，家电市场正在复苏。苏

宁易购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门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7%，万元以上家电套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68%。随着气温升高，苏

州、武汉、北京、杭州、重庆、西安等地提前迎来空调销售热。在苏

宁全国门店，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150%，其中高端智能产品占比超

三成，销售量增长2倍。

“目前，我们门店销售额已接近疫情前水平，工作又忙起来

了。”北京苏宁易家西红门店店长商红玉告诉

记者，“五一”假期以来，门店客流量、销售额均

较去年同期增加 3 倍。

据相关预测，今年“五一”期间，冰箱、洗衣

机、彩电市场零售额将分别同比增长 6.5%、

5.3%、9.1%。展望今年全年，中国技术消费类

电子产品整体销售额规模预计可达 21221 亿

元，同比增长 3.4%。

“家电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

对今年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执行理事长姜风表示，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

家电业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

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

博览会，素有“行业风向标”之称。千余家国内

外企业踊跃参展，众多观众观展，凸显了中国

作为推动全球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增长的主

引擎作用。展会上，自主品牌竞推新技术、新

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诸多惊喜。

市面上常见的电饭煲内胆为铝制内胆+

涂层，九阳展示的 0 涂层不粘电饭煲颇受观众

关注。该产品内胆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消除电

饭煲涂层脱落的健康隐忧，并通过专利风冷精

准控温技术和点阵微坑水润膜技术实现物理

不粘。

“解 决 了 消 费 痛 点 问 题 ，就 打 开 了 新 市

场。”九阳总裁郭浪表示，0 涂层内胆没有了涂

层的阻隔，升温速率提高 20%，同时通过精准

控温，让米饭的香味、糊化度、弹性、膨胀率和

均匀性 5 项核心指标均达到 A 级。

海信展示了全球首款 8K 激光电视 LX，搭

载全色激光光源，色彩表现力高于传统电视

2 倍至 3 倍。“激光电视也有 8K 画质了，配合

120 英寸大屏就像把电影院抱回家，影音效

果震撼，看久了眼睛也不累。”上海震升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监事钟婷婷说。据预测，2023

年中国内地激光显示产品销量将达 85 万台，

同比增长 26%。

金 融 支 持 科 技 企 业 更 精 准
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日召开的企

业创新积分制工作推进会透露了一

组数据：2022 年，前两批 59 家试点

高新区依据量化积分，共为积分企

业提供财政资金支持达 307.4 亿元，

促 进 积 分 企 业 获 得 创 业 投 资 达

1294.9 亿元；20 多家银行与各试点

高新区对接合作，开发上线了区域

性“积分贷”专项金融产品，2022 年

已为积分企业提供无抵押、低利率

授信贷款 1178.6 亿元。

这些真金白银的流向表明，企

业创新积分制成功引导了金融资源

向科技创新领域精准配置，是适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策创新。

瞄准现实痛点，是企业创新积

分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企业创

新 积 分 制 是 科 技 部 火 炬 中 心 于

2020 年探索建立的数据驱动的新

型政策工具，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

优质企业集聚。

这一政策瞄准了中小微科技企

业的融资痛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普遍具有高科技、高成长、高风险、

轻资产等特点，但往往抵押物不足、

短期财务指标不优。而传统金融机

构想要投资科技企业，又担心找不

到优质项目、看不懂企业科技含量、

难以把控技术关联风险。科技企业

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被创新积分制有效解决。对金

融机构来说，创新积分解决了其对

科技企业难以评判之忧；对科技企

业来说，创新积分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金融活水。

痛 点 解 决 得 好 ，企 业 纷 至 沓

来。各高新区及区内企业积极参与

积分制试点。据统计，去年 42 家国

家高新区和 32 家省级高新区向火

炬中心提交了参与企业创新积分制

的申请，今年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

的高新区已达 133 家，分布在全国

25 个省份。前两批 59 家试点高新

区通过积分信息管理平台累计上报

7.13 万家积分企业数据，较 2021 年

增长超过 2 倍，预计 2023 年积分企

业将达 15 万家，政策覆盖面将显著

提升。

积分制的本质是基于企业客

观数据的科学评价。需要这种客

观评价标准的不仅是科技企业、金

融机构及投资机构，各级政府、各

类合作主体也希望有这样简明客

观的评价工具。比如，通过创新积

分，可以精准识别和有效发现创新

能 力 强 、成 长 潜 力 大 的 科 技 型 企

业，地方政府就能打通财税、科教、

产业、金融等政策资源，促进技术、

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优质

科技企业集聚。

当然，创新积分评价体系还需

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要继续加

强与金融机构、创投机构、资本市场

的合作对接，畅通优秀积分企业多

元化融资渠道；要更加聚焦“硬科

技”和实体经济；要推动各地整合各

类涉企政策，如科技计划、平台基

地、税收优惠、土地政策、人才政策

等；要引导产业资源为积分企业赋

能，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为初创期的

优秀积分企业提供新技术、新产品

的应用场景，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

作，加速科技初创企业成长。

目前，企业创新积分制已面向

全国大力推广实施，为优质科技企

业引流赋能。相信随着积分制的推

广，我国科技创新的数字化治理能

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也将随之提

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 金观平

去年实现净利润 5.63万亿元，同比增长 0.8%——

上市公司业绩保持韧性增长
本报记者 祝惠春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日前发布报告称，截

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除已公告拟延迟披露

和退市、重整公司外，沪、深、北 3 家证券交

易所共 5067 家公司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

统计显示，去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保持韧性

增长，资本市场推动产业、资本、科技正向循

环作用进一步凸显，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结

构、生态进一步改善。

整体保持平稳增长

2022 年境内首发上市公司 424 家，A 股

公司总数增至 5079 家。

根据已披露年度报告的 5067 家公司数

据，境内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71.5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7.2%；实现净利润 5.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0.8%，整体业绩保持平稳增长

态 势 。 分 板 块 看 ，科 创 板 全 年 营 收 增 速

领 先，达 29.3%；创业板净利润增速领先，

达 11.3%。

从竞争力和盈利质量看，2022 年非金

融行业上市公司平均销售净利率 5.16%、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8.27%，分别比去年同期下

降 0.41 个、0.77 个百分点；整体现金流状况

有所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5.8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高于净利润增速，平均营业

现金比率 9.48%，五成公司营业现金比率同

比增加。

剔除金融行业和“三桶油”，近六成实体

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五成公

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近四成公司保持营

收、净利润双增长。

1035 家 实 体 上 市 公 司 亏 损 ，占 比

21.0%，亏损面较去年同期扩大 4.6 个百分

点，超三成亏损公司来自计算机、医药生物、

电子、机械设备行业。

从控股类型看，央企改革质效提升，民

营经济继续保持韧性，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增

速相对放缓。379 家中央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共实现营收 24.69 万亿元，净利润 1.30 万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 10.4%、4.8%，营收、

净 利 润 分 别 占 全 部 上 市 公 司 的 34.5% 、

23.0%。3197 家自然人控股上市公司共实

现营收 16.50 万亿元、净利润 0.88 万亿元，同

比增速分别达 13.2%、1.9%。

产业格局加速演化

分行业看，上市公司所属的 18 个国民

经济门类行业中，11 个门类行业营收正增

长，8 个门类行业净利润正增长。房地产

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亏损。制造业整体净利润略有

下滑，29 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电气机械和

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12 个大类

营收、净利双增长。

细分行业看，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上游资源品相关行业（煤炭石油、有色金

属等）实现高增长，行业整体净利润增速均

高于 20%，多家公司营收利润翻番。能源结

构转型带动新能源领域多个行业发展迅猛，

光伏、风电等装机规模大幅增加，新能源汽

车产销两旺，动力电池行业规模迅速扩大。

光伏、新能源汽车板块公司整体营收增速达

57.7%、27.4%。受益于产业链安全和自主可

控，半导体设备公司实现高增速。高技术制

造业上市公司营收增长 14.6%，科技型企业

增长动力持续迸发。

受疫情持续散发影响，2022 年航空运

输、影视院线、酒店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消

费服务业仍处亏损状态，纺织服饰、传媒

等 行 业 整 体 净 利 润 下 滑 。 房 地 产 公 司 持

续低迷，风险出清和资产负债表修复仍需

时日，钢铁、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家居家

电 等 房 地 产 产 业 链 相 关 行 业 业 绩 释 放 仍

然受限。

2022 年，出口形成巨大推动力，海外业

务占比超 30%的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增速

超 10.3%，远超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外贸展

现较强韧性，优势公司加快国际化布局。

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国家及时出台

的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效应显现。2022 年，

上市公司共收到税费返还 0.8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0%，税费返还总额占公司经营性现

金流量净额的 6%。

资本市场功能显著提升

2022 年，境内股票市场首发募资金额

近 5900 亿元，再融资（含可转债）9400 余亿

元，各主体通过交易所发债筹资 6.45 万亿

元。2022 年新上市公司中，创业板、科创

板、北交所共有 354 家，占比 83%。全市场

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已超过 2500 家，市

场结构持续优化。中关村国睿金融与产业

研究会会长程凤朝认为，在全面注册制下，

优质科技创新公司融资渠道进一步畅通，资

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全年共有 51 家公司退市，其中强制退

市 42 家，超过退市改革前 10 年总和，常态化

退市局面基本形成。

全市场金融类上市公司 2022 年实现营

收 9.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9%，净利润 2.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0.9%。 （下转第二版）

一季度口岸进出口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天津外贸回升势头良好本报天津 5 月 2 日讯（记者周琳）今

年一季度，天津市进出口总值为 1885.7

亿元。其中，出口 843.5亿元，进口 1042.2

亿元。天津口岸进出口总值为 4980.6 亿

元，增速为 24%，增速全国领先，进出口、

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天津海关副关长刘心同介绍，一季

度，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呈现 4 个特点：一

是月度进出口企稳回升，3 月份环比大

幅增长；二是欧盟、美国、东盟、韩国和日

本为天津市前五大贸易伙伴；三是一般

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保税物流快速增

长；四是集成电路、飞机、通用机械设备

等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速，汽车、飞机等

商品进口稳居全国前列。出口方面，集

成电路、飞机、通用机械设备等机电产品

分别出口 43 亿元、37.4 亿元、21.8 亿元，

分别增长 14%、355.3%和 13.4%，合计拉

高天津市出口整体增速 4.2 个百分点。

农产品拉动出口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出

口 25.2 亿元，增长 60.1%。

一季度，天津口岸汽车零配件、汽

车、自行车等机电产品拉动出口增长作

用突出，大豆、铁矿砂、原油等进口商品

表现优异。天津口岸新兴贸易业态快速

发展，保税租赁业务、保税展示交易、跨

境电商出口等新业态高速增长。

天津外贸成绩单与各有关部门的

创新努力密不可分。天津自贸试验区

正式挂牌运行 8 年来，天津海关在“放

管 服 ”改 革、贸 易 便 利 化、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新 经 济 培 育 等 领 域 累 计 推 出 创

新制度措施 178 项，先后有 12 项措施向全国复制推广，占天

津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总量的 32%，占海关系统的 17%。其

中，“融资租赁大型设备海关异地监管”等 9 项创新举措为全

国首创。

5 月 2 日，俯瞰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南部大片金黄色的麦田，麦浪重重，长势喜人。进入 5 月份，当地小麦陆续步入成熟期，丰收在望。

袁新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