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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1 金融业业绩加速回暖

整体看，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相当于
GDP的56.0%，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相
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54.9%，上市公司
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分板块看，沪市主板净利润同比增长
2.7%。分行业看，28个实体大类行业中，农
林牧渔、电子、交通运输、汽车、商贸零售等
行业增幅靠前。金融业实现净利润2.7万
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较三季报进一
步提升。

受益于资本市场改善，非银金融行业
增长较快。2024年四季度，稳增长政策发
力下，资本市场延续良好预期。受市场交
投火热、债券价格上涨等利好因素影响，券
商、保险公司全年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6.0%、110.0%，增速较三季报分别提升
17.4个百分点、6.8个百分点。

亮点2 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

2024年，全国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
“以旧换新”“国补”政策激发居民部分耐用
品消费需求，家用电器、汽车行业公司净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7.1%、11.1%。

基本生活类消费表现稳健，受猪周期
利好与降本增效双重驱动，养殖和饲料公
司大幅扭亏，牧原股份、海大集团净利润
分别增至178.8 亿元、45.0亿元。食品饮
料行业继续发挥消费压舱石作用，净利润
同比增长5.6%。白酒延续业绩高确定性，
贵州茅台营收和净利润持续15%左右稳
健增长。软饮料、休闲食品、调味品行业
多点开花。

地方消费券政策陆续推出，带动居民
出行持续修复，全国公路、水路、民航客运
量分别同比增长7.0%、0.8%、17.9%。

旅游景区行业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2.0%，行业趋向头部集中。生产流通逐步
活跃，2024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8%。快递行业上市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分
别同比增长11.7%和22.7%；航运港口行业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31.0%。

亮点3 出口出海进程正加速

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再创
新高，同比增长7.3%，实体上市公司境外业
务收入占营收比重达14.3%，较2023年提
升1.2个百分点。出口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
业依赖度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亮点频
现。通信、汽车、电子、计算机、医药生物行

业的境外业务收入同比增速在
10%至30%之间。

商品出口加速转向业务出海，
2024 年 底 ，

63.0%的上市公司积极布局海外业务或产
能，较年中增长2.1个百分点。亿纬锂能匈
牙利近百亿元乘用车大圆柱电池项目获建
设许可。厦钨新能与法国ORANO集团签
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电池正极、前驱
体项目总投资达15亿欧元。

亮点4 AI技术革命持续深化

AI大模型技术日益成熟，带动全球半
导体周期向上修复。去年半导体、消费电子
行业研发费用分别同比增长17.2%、8.0%，
带动行业公司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3.2%、
12.9%，高居各行业前列。

国内“人工智能+”行动持续推进，算力
及终端应用需求快速增长。AI算力龙头海
光信息、浪潮信息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52.87%、28.55%，AI存储器公司兆易创新
净利润同比增长584.2%，智能穿戴领域恒
玄科技净利润同比增长272.5%。此外，供
给下降预期、下游消费电子需求增长带动
铜、铝价格大涨，工业金属行业净利润同比
增长30.6%。

亮点5 新质生产力激活创新

截至2024年底，超半数上市公司聚焦
战略新兴产业，新上市公司中超八成集中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生物、节能环保、航空航
天、新能源等八大行业，新质生产力持续赋
能上市公司业绩增长。

上市公司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研发
投入已占全国企业研发支出的半数以上，
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2024年，实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1.6万
亿元，同比增长3.1%；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
（研发强度）的2.6%，较2023年提升0.1个
百分点。

亮点6 现金流压力有所缓解

2024年四季度，财政推出“6+4+2”万
亿元地方化债组合拳，进一步为地方发展
减负担、增动能。年报显示地方化债、清欠
工作持续显效，实体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
转天数由三季报的53.0天降低至50.4天，
其中民企回款天数由62.1 天缩短至59.5
天，承接政府业务较多的国有企业由48.0
天缩短至45.6天。实体上市公司现金流压
力较前三季度有所缓解，经营现金净流入
同比降幅收窄11.8个百分点至4.2%。

“202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上市公司经
营现金流明显好转，以及资本开支明显下
降，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水平明显改善，非金
融自由现金流/所有者权益指标创历史新
高。”李求索表示。

亮点7 形成常态化退市局面

2024年，55家上市公司平稳退市。截
至2025年4月30日，2025年以来，共有22
家公司确定退市。其中，重大违法类退市2
家、财务类退市9家、交易类退市8家、主动
退市公司3家，多元化退出渠道不断畅通，
资本市场吐故纳新持续显效。

在退市新规震慑下，多家公司主动提
质增效。据统计，预计32家公司将在今年
5月底前撤销风险警示，这些公司通过聚焦
主业、内控整改、破产重整、融资重组等方
式改善基本面，实现风险化解与质量提
升。通过出清与救助并举，不断推动上市
公司质量整体向好。

A股年报A股年报

全景 总营收70.6万亿 超7成公司盈利

A股公司2024
年年报披露基本完
毕。经记者统计，
截至4月29日19
时，已披露年报的
上市公司近 5300
家。上述公司合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0.6万亿元，合计
实现归母净利润
5.25 万亿元。其
中，74%的上市公
司实现盈利，48%
的公司盈利正增
长。总体看，2024
年上市公司业绩保
持韧性，近四分之
三公司盈利，近五
成利润增长。

中金公司研究
部首席国内策略分
析师李求索表示，
整体而言，就上市
公司2024年年报
和2025年一季报
可以看到较多个积
极迹象，新经济行
业的盈利和经营指
标全面改善，整体
盈利回升幅度弱主
要受老经济行业影
响，产能周期加速
出清后，高景气行
业稀缺的格局发生
变化，并且从资产
负债表和现金流量
表均有多项指标呈
现企稳改善迹象。

191家公司年报被“非标”
191家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被出具

“非标”意见，还有8家公司年报“难产”
随 着 年 报 披 露 收 官 ，上 市 公 司

2024 年年报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情
况引发关注。Wind 数据统计，截至目
前，在 5411 家 A 股上市公司中，有 191
家公司 2024 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
了非标审计意见。

上述年报被出具“非标”意见的上
市公司中，有100家是被实施风险警示
的上市公司，占比超过五成。其中，有
15家上市公司因2024年年报或内部控
制被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于
5月6日被实施风险警示。

与此同时，截至目前，还有 8 家上
市公司 2024 年年报“难产”。从年报

“难产”原因来看，主要包括因重大不确
定性决定终止上市、未聘请年审会计师
以及年报中财务信息未能完成核实查
证程序或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等。

上市银行合计日赚58亿
A 股上市银行 2024 年业绩全部揭

晓。4 月 29 日，随着西安银行、苏州农
商行 2024 年年度报告的发布，42 家 A
股上市银行 2024 年“成绩单”全部放
榜。就业绩表现看，过去一年，42家上
市银行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14 万亿
元，合计日赚约58.58亿元。其中，38家
银行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但“增利不
增收”压力持续凸显，10家银行营业收
入出现负增长，同时，4家银行归母净利
润缩水。

与此同时，受贷款利率下行等因
素影响，2024 年 A 股上市银行净息差
收窄势头持续，降幅在 1—51 个基点
不等。分析人士认为，在息差收窄、
财富业务缩水和零售贷款风险上升
的大环境下，2024 年 A 股上市银行通
过债券投资增厚收益、优化负债成本
等方式维持了盈利韧性，展望 2025
年，银行需加快财富管理转型，通过
代销保险、基金等中收业务弥补传统
息差损失。

北交所超8成公司盈利
北京证券交易所 6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4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保持稳定，超八成公司实现盈利。

据统计，截至 4 月 30 日，北交所
全部 265 家上市公司均已披露 2024
年年报。共实现营业收入 1808.45 亿
元，平均实现营业收入 6.82 亿元，与
上一年度基本持平；共实现净利润
110.30 亿元，平均实现净利润 4162.18
万元，225 家公司实现盈利。

统计显示，随着“两新”政策发力
显效，北交所消费、汽车等行业企稳
回升。2024 年，北交所公司投资意愿
增强，投资规模扩大，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合计
199.55亿元，同比增长8.25%。

北交所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占
比约八成，2024 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47.80 亿元，同比增长 6.76%，在营收
规模上实现“五连增”。其中，20 家公
司较上市前实现营收或利润翻番，体
现了较强的成长潜力。

据新华社、证券时报、第一财经、北
京商报

相关

商报图形
秦刚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