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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中国 GDP 在这 5 年持续减速至 6.9%，同

时伴随着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整体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资本市场作为

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受困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大型上市公司净利润

增长率与 GDP 增速亦步亦趋甚至进入负增长。然而，很多上市公司也在通过并

购、员工持股计划推进、内部管理提升等方式推动积极转型，担当引领新常态的

主体。 

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有序推

进，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的理念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新机遇、新动能和新空间。2015 年，在有利和不

利因素同样显著且多元化共存的条件下，传统行业公司面临较大压力经营业绩趋

缓，倒逼其转型升级，房地产、汽车、食品、旅游和战略性新兴行业公司业绩增

长明显。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达 2807 家，资产总额达

168.48 万亿元，营业收入 29.39 万亿，占 2015 年 GDP 达 43.4%。上市公司是

我国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经济成分，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

绩，同时也引导着中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北大纵横作为中国管理咨询行业的排头兵，精耕企业管理二十年，服务数千

家行业优秀企业，积淀了深厚的管理技术根基和管理思想宝库，在发挥西方先进

管理理论的先进性的同时，非常重视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状况和社会经济

环境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以此在服务中国企业管理变革时提供有效的支撑。 

报告数据说明：本报告所指中国上市公司范围包括：中国大陆主板上市、中

小板上市、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公开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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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 年重大事件及政策扫描 

2.1 国内重大事件、政策及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2015 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股市火爆，年中爆发“股灾”，

市场巨幅波动、多个资产市场联动、政府干预和救市，进入 2016 年初又被强制

“熔断”，…诸多改革举措政策鼓励和热点事件为上市公司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支撑，同时市场风险也日益显现。 

 1 月，证监会主席肖刚刊文表示“证券法修改草案已提出允许尚未盈利

但符合一定条件的互联网和科技创新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将极大促进

和支持正处于创业期的新兴企业融资需求； 

 2 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正式发布。农业现代化成为主题，首次提及供销合作社和农垦

改革，农垦系统和农资平台类上市公司直接受益； 

 2-10 月，央行五次“双降”，提振资本市场信心； 

 3-4 月，暴风科技上市 1 个月左右创出连续 29 个“一字”涨停板纪录，

是 A 股有史以来新股上市涨停持续时间最长的上市公司，刺激超过 30

家中概股开始谋划返乡； 

 4 月，《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意味着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正渐行渐近；12 月 27 日，股票发

行注册制授权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6-8 月出现股市大危机（10 个交易日股指连续累计下跌超过 20%），表

面上市投机资金在金融杠杆支撑下的大肆炒作和政策变动后的加速出

逃所致，实质却是今年货币脱实向虚、金融膨胀和累积风险的一次全面

爆发，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深层制度性缺陷的集中体现； 

 7 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鼓励金融

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明确监管责任，规范市场秩序；《国

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出台关于“互

联网+”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正式发布，用动图方

式分交通、电力、建材、通讯等多个领域，盘点央企“走出去”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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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

台，新一轮国企重组并购大潮就此进一步展开； 

 10 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勾画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蓝图； 

 12 月，亚投行正式成立；熔断机制相关规定正式发布；宝能系和万科

管理层上演股权争夺战。 

2.2 国际重大事件、政策及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8 月，中国央行发表声明称，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

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

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

价报价。人民币中间价当日大幅下调超过 1000 点，创下历史最大降幅； 

 受全球经济放缓和美国加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今年呈现加速下跌的态

势，并且刷新了多年的低位。以原油、铜、铝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

跌严重影响了海外矿产投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11 月 30 日，IMF 正式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

币成为首个纳入 SDR 的新兴市场货币。长远来看会增加以人民币计价

资产的需求，同时也是中国金融改革取得的进一步成果； 

 12 月 3 日，欧洲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利率 10 个基点至-0.3%，再次刷新

该利率低点。随后的行长德拉基表示，欧洲央行将延长 QE 至少到 2017

年 3 月，并扩大资产购买范围。这意味着，自今年 3 月第一次宣布 QE

之后，欧洲央行购债总规模将达到至少 1.5 万亿欧元； 

 12 月 15-16 日，美联储最终决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25 个基点，至

0.25%-0.50%，结束了长达 7 年的零利率政策，同时也是近 10 年以来

第一次加息，市场平稳度过的同时对宏观策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由于 OPEC 坚持不减产，原油市场供应过剩的

状况将会持续到 2016 年底。原油自 2014 年夏天以来，一路下跌，短

期内似乎并不能见到原油需求的大幅增长，长期看势必促进各国发展新

能源，减少对现有化石能源的依赖，对于原油价格构成长期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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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年中国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分析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另一

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有序推进，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新机遇、新动

能和新空间。 

2015 年是中国 A 股市值巨幅震荡的一年，也是酝酿和发生突变的一年。A

股在 2015 年走出大涨大跌、进而回升的“N”字形走势，民企首次夺得市值之冠。

在有利和不利因素同样显著且多元化共存的条件下，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但是业绩分化现象也较为明显，传统行业面临较大压力，倒逼其转型升级；新兴

行业如 TMT 行业等上市公司则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医疗行业和文娱行业再

度受到市场的热捧，而传统的采矿行业则受到重创，成为唯一一个市值缩水的行

业。 

2.1 数量和市值分析 

2015 年中国大陆上市公司共计 2807 家，比 2014 年新增 223 家；总市值目

前已达到 56.73 万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38.3%，单个企业平均市值达 202 亿元

（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市值达 162.4 亿元）。 

图表 1：过去五年上市公司数量变化情况 

 

图表 2：2015 年各行业门类（CSRC 标准）上市公司平均市值及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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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C) 1759 135.0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174 200.8 

批发和零售业(F) 147 123.1 

房地产业(K) 127 215.3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D) 95 213.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 85 227.1 

建筑业(E) 76 238.7 

采矿业(B) 72 496.9 

金融业(J) 55 2189.1 

农、林、牧、渔业 (A) 43 134.3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R) 39 24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 39 223.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N) 31 129.5 

综合(S) 25 117.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 21 91.6 

住宿和餐饮业(H) 11 88.5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Q) 6 222.3 

教育(P) 2 82.1 

采矿业和金融业上市公司平均市值比 2014 年下降，采矿业下降幅度达

15.4%；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平均市值均比 2014 年上升 130%以上。 

2.2 营业收入分析 

过去五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从 2011 年的 22.7 万亿上升到 2015 年的

29.39 万亿，年增长率分别为 9.07%、9.67%、6.17%、1.16%。虽然上市公司

依然在增长，但是增速明显放缓，2015 年增长率仅为 1%，“新常态”下上市公

司绩效受到较大影响，传统业绩增长方式已经很难保持高速增长，上市公司整体

进入发展转型的新常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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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过去五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图表 4：2015 年各行业门类（CSRC 标准）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情况 

 

2.3 利润分析 

过去五年，上市公司利润情况实现稳健增长，近几年的利润总额年增长率分

别为 1.9%、14.2%、7.0%、2.2%，2013 年开始增速回落。其中，住宿和餐饮

业、教育行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 6 个门类行业利润都出现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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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过去五年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变化情况 

 

图表 6：2015 年各行业门类（CSRC 标准）上市公司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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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上市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2015 年再创新低，远

低于融资成本率（6.7），意味着上市公司盈利水平难以弥补债务利息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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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过去五年上市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 

 

中国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差异再行业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将按行业的净资

产收益率区别来看，以便更加真实的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 

图表 8：过去五年各行业门类（CSRC 标准）上市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 

序号 行业门类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 农、林、牧、渔业 (A) 8.3  4.3  3.5  -2.6  -0.2  

2 采矿业(B) 16.1  13.8  11.1  5.8  -3.0  

3 制造业(C) 12.3  7.8  6.9  6.7  2.6  

4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D) 6.3  6.3  7.6  6.3  9.0  

5 建筑业(E) 12.2  11.4  9.5  9.8  9.5  

6 批发和零售业(F) 11.5  9.5  9.1  6.6  1.4  

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G) 9.8  8.7  6.3  3.6  28.4  

8 住宿和餐饮业(H) 6.5  5.9  -0.2  -108.3  2.4  

9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16.1  13.5  11.1  11.2  9.8  

10 金融业(J) 11.6  9.4  11.4  11.5  19.4  

11 房地产业(K) 12.5  10.6  11.9  5.5  5.0  

1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 11.3  10.0  9.0  9.4  13.1  

1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M) 19.2  18.5  17.0  13.6  11.3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N) 13.3  12.6  10.0  9.0  8.6  

15 教育(P) 1.9  -5.2  0.0  6.0  -0.9  

16 卫生和社会工作业 (Q) 18.2  13.6  12.5  14.7  17.3  

17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R) -14.2  4.5  7.7  -11.7  10.4  

18 综合(S) 10.8  5.8  3.5  -0.2  -2.6  

2.5 股票指数分析 

2015 年 A 股市场可谓是惊心动魄。自 2014 年末开始启动一轮牛市，2015

年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股市大发展。在融资与信心两大杠杆推动下，市场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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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突破 5000 点，反映大盘的上证指数在半年内总涨幅达到了 110%；同期，以

科技股为主的创业板创造了倍增的神话，到 6 月也突破 4000 点，半年总涨幅超

过 166%。然而，同期发布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和上市公司基本面数据并不能

支撑如此涨幅。 

随后股灾也就在等待了。上证指数于 2015 年 7 月 9 日一度下探至 3373.54

点，跌幅达到 35%；创业板则于前一日下探至 2304.76 点，其跌幅更是达到 43%，

几近于拦腰折断。股市开始崩塌，6、7、8、9 月上证指数出现罕见的四连阴，

收报于 3052 点以下，重挫 2100 点有多，将上半年的升幅全部化为乌有。由于

融资杠杆出现了“流动性丧失”问题，踩踏导致市场大幅波动，政府几次“信心”干

预均未奏效，信心崩溃，直到大量资金入市和行政限制股权买卖等多项措施后，

股市波动才得以平缓，10、11、12 月上证指数三连阳，报收 3539 点，升了近

500 点，但还远远没能填补得上前面重挫所造成的“坑”。如此以来，上证指数全

年升幅仅 9.41%。 

图表 9：过去五年主要板块股票指数涨跌幅 

相对涨幅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上证指数 -21.60% 3.10% -6.80% 52.87% 9.41% 

中小板指 -37.10% -1.40% 17.50% 9.67% 53.70% 

创业板指 -35.90% -2.10% 82.70% 12.83% 84.41% 

2015 年全球股市剧烈波动，年中一度出现大幅回调，进入第四季度以后逐

步收复失地。纵观全年，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市场领跑全球，美国股市高位震荡，

年内基本持平，而除中国 A 股外的大多数新兴市场表现不佳。 

图表 10：沪深 300 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圣保罗 IBOVESPA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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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行业经营管理状况分析 

北大纵横持续二十年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时刻关注并研究中国企业经

营管理的行业市场环境，为企业战略决策、经营管理提升提供辅助支撑。上市公

司作为中国最优质的微观主体，有着相对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相对灵活的经营管理

体制，部分还代表着未来发展驱动的技术进步和新商业模式，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中国各主要行业的发展方向。 

北大纵横拥有中国最齐全的行业咨询中心和众多资深行业专家，定期跟踪和

研讨重点行业的中观和微观发展态势，服务行业企业客户。本报告每年定期发布，

每期都重点研究十个行业，本期重点分析机械设备、纺织服装、钢铁、石油和化

工、电力、金融、房地产、电信、医药生物、商贸零售行业。 

3.1 机械设备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机械设备制造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以下分析数据主要统计

分析细分领域——“专用设备制造业”，截止 2015 年末上市公司共计 159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基本呈现“3-3-3”局面，创业板相对较多为 59 家，其次

是主板市场 56 家，中小企业板 44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广东、浙江、江苏占领第一梯队共 59 家，其次

是北京、山东、四川、上海、湖南共 48 家，其余 52 家分布在 16 个省市。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民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达到 68.6%，其次是中

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约占 23.9%。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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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过去五年专用设备制造业发展能力变化 

 

图表 12：过去五年专用设备制造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13：专用设备制造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1106.SH 中国一重 中央国有企业 黑龙江省 2010  521.08  

2 600031.SH 三一重工 民营企业 北京 2003  501.17  

3 000157.SZ 中联重科 公众企业 湖南省 2000  369.37  

4 300003.SZ 乐普医疗 民营企业 北京 2009  313.43  

5 000425.SZ 徐工机械 地方国有企业 江苏省 1996  301.08  

6 601608.SH 中信重工 中央国有企业 河南省 2012  286.78  

7 002366.SZ 台海核电 民营企业 四川省 2010  285.91  

8 600582.SH 天地科技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2  282.67  

9 002008.SZ 大族激光 民营企业 广东省 2004  275.32  

10 002690.SZ 美亚光电 民营企业 安徽省 2012  2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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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设备行业分析 

总体来看，2015 年机械设备行业整体业绩下滑，个别小细分领域如铁路交

通设备、环保设备领域稍有增长。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经济下行

压力及需求不足的影响。2015 年机械行业存货周转率为 0.87 次，同比下降 0.26

次，主要由于企业加强了对存货的管理。 

经过对 159 家专用设备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入

3456.1 亿元，同比下降了 7.7%；营业利润 100.8 亿元，同比下降了 48.5%。专

用设备领域受服装、房地产等行业低迷、需求减弱等不利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和

营业利润双双下挫，营业利润率继续下滑至 2.9%，盈利能力大幅下降。2015 年

市值 TOP10 企业中，市值最大的中国一重净资产收益率为-11.34%、销售毛利

率 2.76%，亏损最为严重；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大族激光、美亚光电、乐普医疗、

天地科技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10%以上，销售毛利率也在 30%-50%以上。 

通用机械领域 2015 年受下游行业疲弱、需求下降等不利因素影响，营收也

出现明显下降，整个机械设备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在减弱。 

3.2 纺织服装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纺织服装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纺织业，纺织服装、服

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以下分析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细分领

域——“纺织服装、服饰业”，截止 2015 年末纺织服装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30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以中小企业板为主共 19 家，其次是主板市场 10 家，

创业板 1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广东、浙江占领第一梯队共 15 家占 50%，其次

是北京、福建、江苏共 9 家，其余 6 家分布在 5 个省市。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民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达到 83.3%，其次是 3

家外资企业。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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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过去五年纺织服装、服饰业发展能力变化 

 

图表 15：过去五年纺织服装、服饰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16：纺织服装、服饰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0398.SH 海澜之家 民营企业 江苏省 2000  627.19  

2 601718.SH 际华集团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10  442.40  

3 002563.SZ 森马服饰 民营企业 浙江省 2011  334.12  

4 603555.SH 贵人鸟 民营企业 福建省 2014  217.54  

5 002269.SZ 美邦服饰 民营企业 上海 2008  169.49  

6 002503.SZ 搜于特 民营企业 广东省 2010  164.23  

7 600400.SH 红豆股份 民营企业 江苏省 2001  159.74  

8 002612.SZ 朗姿股份 民营企业 北京 2011  150.92  

9 601566.SH 九牧王 外资企业 福建省 2011  131.36  

10 002425.SZ 凯撒文化 外资企业 广东省 2010  125.89  

-15%

-10%

-5%

0%

5%

10%

15%

2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

0%

5%

10%

15%

20%

25%

30%

35%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销售毛利率 营业利润率



                                                                            
中国上市公司管理白皮书 

16 

 

 

（3） 纺织服装行业分析 

经过对 30 家纺织服装、服饰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入

889.1 亿元，同比增长了 8.8%；营业利润 86.5 亿元，同比增长了 3.3%。营业

利润率和销售毛利率均略有下降，盈利能力持续徘徊在 9-10%之间。2015 年市

值 TOP10 企业中，市值最大的海澜之家净资产收益率为 38.53%、销售毛利率

40.27%，盈利能力领跑整个细分行业；美邦服饰净资产收益率为负。 

整体来看，2015 年纺织服装行业分化显著，转型公司实现高增长，龙头企

业盈利略微领先行业，大部分公司仍艰难复苏。服装产业链各环节中，利润率最

大的“金三角”是距离终端消费最近的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及零售终端，服装企

业需要有效地掌控其品牌及营销渠道。在“互联网+”及“工业 4.0”的综合推动下，

服装企业将加强自身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品牌营销等方面的整合，积极推动

企业战略改革，发展创新商业模式，积极拥抱互联网，包括转型电商、跨境电商、

IP 运营等，同时有能力在组织机构、产能、销售模式等方面进行优化及创新的

企业无疑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率先脱颖而出。 

3.3 钢铁制造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钢铁制造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截止 2015 年末钢铁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32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几乎都集中在主板共 29 家，仅有 3 家上中小企业板。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以辽宁省为首，其他 20 个省市相对较为分散的

分别 1-2 家。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地方国有企业占据主导达到 59.4%，其余分别

是 7 家央企和 6 家民营企业。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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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过去五年钢铁制造业发展能力变化 

 

图表 18：过去五年钢铁制造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19：钢铁制造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0010.SH 包钢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 2001  1,175.44  

2 600019.SH 宝钢股份 中央国有企业 上海 2000  918.89  

3 002075.SZ 沙钢股份 民营企业 江苏省 2006  520.14  

4 000709.SZ 河钢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河北省 1997  353.60  

5 600005.SH 武钢股份 中央国有企业 湖北省 1999  350.25  

6 000898.SZ 鞍钢股份 中央国有企业 辽宁省 1997  321.87  

7 600022.SH 山东钢铁 地方国有企业 山东省 2004  261.88  

8 600307.SH 酒钢宏兴 地方国有企业 甘肃省 2000  239.89  

9 000825.SZ 太钢不锈 地方国有企业 山西省 1998  233.55  

10 000959.SZ 首钢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北京 1999  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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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铁制造行业分析 

经过对 32家钢铁制造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年合计营业收入 8783.2

亿元，同比下降了 26.4%；营业利润-687.4 亿元，同比下降了 1256.6%。营业

利润率和销售毛利率大幅下降。2015 年市值 TOP10 企业中，包钢、沙钢、武

钢、鞍钢、酒钢、太钢不锈、首钢等 7 家亏损甚至是巨亏，仅有宝钢股份、河钢

股份、山东钢铁实现略微盈利。 

整体来看，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游行业普遍去库存影响，钢铁

行业需求降至历史冰点，行业供需格局恶化明显，钢铁企业财务表现恶化明显。

钢企区域分化较明显，其中西北、西南地区因区域封闭、运输成本高企及区域供

需矛盾突出等因素影响，区域环境恶化明显，盈利和现金流指标表现均最差，其

次为中南和东北地区，而华北和华东地区指标表现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3.4 石油化工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石油化工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以下分析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细分领域——“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181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近一半集中在主板市场共 85 家约占 47%，36.4%的公

司集中在中小企业板，其余 16.6%的公司在创业板。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江苏省最多共 23 家，其次是山东、浙江、四川、

广东、安徽、上海 6 个省市共 85 家，其余 73 家分布在 21 个省市相对分散。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民营企业占据主导达到 56.4%，其次是地方国

有企业占 25.4%，央企 20 家占 11%。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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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过去五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发展能力变化 

 

图表 21：过去五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2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002010.SZ 传化智联 民营企业 浙江省 2004  767.22  

2 002018.SZ 华信国际 民营企业 安徽省 2004  528.46  

3 000792.SZ 盐湖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青海省 1997  476.98  

4 600160.SH 巨化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浙江省 1998  425.02  

5 601216.SH 君正集团 民营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 2011  422.09  

6 600309.SH 万华化学 地方国有企业 山东省 2001  385.98  

7 600352.SH 浙江龙盛 民营企业 浙江省 2003  378.69  

8 600623.SH 华谊集团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2  375.71  

9 002470.SZ 金正大 民营企业 山东省 2010  318.85  

10 002004.SZ 华邦健康 民营企业 重庆 2004  2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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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油化工行业分析 

经过对 181 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

合计营业收入 6678.5 亿元，同比增长 3.5%；营业利润 257.9 亿元，同比下降了

1.3%。销售毛利率小幅上涨，营业利润率比去年同期略微下降至 3.9%。2015

年市值 TOP10 企业中，浙江龙盛净资产收益率最高达到 20.33%，其次是金正

大和万华化学约为15%左右，盐湖股份和巨化股份最低平均在2-3%之间；然而，

盐湖股份销售毛利率为最高达 52.3%。 

整体来看，2015 年化工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依然较弱，部分化工周期子行业

随着供需格局改善，经营压力有所缓解，同时积极转型的新兴子行业受益于下游

需求爆发，盈利能力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3.5 电力行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电力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65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95%以上的企业在主板市场共 62 家，中小企业板有 2

家，创业板 1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整体上分布较为分散，广东、北京、四川共 22

家，其余 40 家分散在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占据主导达到

87.6%，民营企业共 4 家。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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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过去五年电力行业发展能力变化 

 

图表 24：过去五年电力行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25：电力行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0900.SH 长江电力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3  2,237.40  

2 601985.SH 中国核电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15  1,484.94  

3 600011.SH 华能国际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1  1,180.09  

4 600023.SH 浙能电力 地方国有企业 浙江省 2013  1,018.69  

5 600795.SH 国电电力 中央国有企业 辽宁省 1997  772.26  

6 600027.SH 华电国际 中央国有企业 山东省 2005  626.56  

7 601991.SH 大唐发电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6  579.27  

8 600886.SH 国投电力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1996  566.63  

9 600674.SH 川投能源 地方国有企业 四川省 1993  473.67  

10 600236.SH 桂冠电力 中央国有企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0  4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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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行业分析 

经过对 65家电力行业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年合计营业收入 6982.5

亿元，同比下降 2.3%；营业利润 1361.5 亿元，同比上升 15.2%。营业利润率

持续上升至 19.5%，盈利能力大幅上升。2015 年市值 TOP10 企业中，桂冠电

力净资产收益率最高达到 31.2%，其次是川投能源、国投电力和华电国际平均在

20-25%之间，大唐发电和国电电力最低在 10%以下。 

整体来看，2015 年，全社会用电量 5.55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仅 0.5%，

创 1974 年以来最低水平。然而，2015 年全国净增发电装机容量 1.4 亿千瓦，创

历史新高。电力需求增长几乎停滞，电源装机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致电力板块整

体 2015 年营收下滑。然而由于煤价较低及来水丰富，电力行业业绩同比上升。

由于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我国发电厂平均利用小时同比下降，其中火电受影响

较大，然而由于煤价的持续走低，使火电板块业绩不降反增，同比增长 8.66%。

“十二五”期间，我国西南水电基地一批大中型水电工程投产，水电板块总装机

量得到提升，营收和业绩相对良好发展。 

3.6 金融行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石油化工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

场服务，保险业，其他金融业。以下分析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细分领域——“货币

金融服务”，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16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15 家企业在主板市场占据主导，中小企业板有 1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以北京为主占 9 家，其余 7 家分布在 5 个地区。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除 1 家地方国有企业外，其余为公众企业。 

（2） 行业发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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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过去五年货币金融行业发展能力变化 

 

（3） 金融行业分析 

图表 27：金融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1398.SH 工商银行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6  15,751.27  

2 601939.SH 建设银行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7  11,249.75  

3 601988.SH 中国银行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6  10,875.67  

4 601288.SH 农业银行 公众企业 北京 2010  10,314.34  

5 601628.SH 中国人寿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7  7,456.78  

6 601318.SH 中国平安 公众企业 广东省 2007  6,582.71  

7 600036.SH 招商银行 公众企业 广东省 2002  4,415.00  

8 601328.SH 交通银行 公众企业 上海 2007  4,129.30  

9 600000.SH 浦发银行 公众企业 上海 1999  3,407.99  

10 600016.SH 民生银行 公众企业 北京 2000  3,294.91  

经过对 16 家货币金融（银行）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

入 36436.8 亿元，同比增长 9.3%，增速下降；营业利润 16536.98 亿元，同比

上升 1.2%，增速大幅下降。营业利润率 45.4%，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2015 年市值 TOP10 企业中，除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外，其余均为银行企

业，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 16%左右，分化不明显。金融业细分领域中，尤以资

本市场服务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最高，2015 年最高能达到 93.6%为宝硕股份，其

他资本市场服务企业也平均都在 25%左右。金融和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收益

率差异非常明显。 

另外，2015 年开始有大量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开始转型金融，以实现盈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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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市值管理，包括：转型供应链金融的大都为传统行业、主业差、市值小的民

营企业；转型金控的大都为强周期、主业向下、资本实力较强的行业，且大部分

有国企背景，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交运、零售百货、电力行业；转型互联网金融

大都为有 IT 背景、特别是金融 IT 背景的企业。 

同时，经过 2 年多时间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逐渐

呈现燎原之势。2015 年，由金融 IT 驱动的行业生态革新，传统金融机构谋求与

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网贷等原生互联网金融业态的爆发式增长，以及监管力量的

初步渗透，大量新鲜血液被纳入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3.7 房地产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房地产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房地产业，截止 2015 年

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127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91.3%的公司在主板上市，共 116 家；其余 11 家公司

在中小企业创业板。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以广东、上海、北京、浙江为主约占 59.8%，其

余 51 家房地产上市公司分布在其他 20 个省市自治区。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地方国有企业 49 家约占 38.6%，民营企业 47

家约占 37%，央企 11 家约 8.7%。 

（2） 行业发展线 

图表 28：过去五年房地产业发展能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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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过去五年房地产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30：房地产行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000002.SZ 万科 A 公众企业 广东省 1991  2,630.94  

2 600606.SH 绿地控股 公众企业 上海 1992  1,987.06  

3 001979.SZ 招商蛇口 中央国有企业 广东省 2015  1,544.01  

4 600048.SH 保利地产 中央国有企业 广东省 2006  1,144.36  

5 600663.SH 陆家嘴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3  815.66  

6 600340.SH 华夏幸福 民营企业 河北省 2003  812.78  

7 600649.SH 城投控股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3  691.91  

8 600383.SH 金地集团 公众企业 广东省 2001  620.95  

9 000046.SZ 泛海控股 民营企业 北京 1994  571.94  

10 600208.SH 新湖中宝 民营企业 浙江省 1999  434.05  

（3） 房地产行业分析 

2015 年全年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为 8.7 万亿和 12.8 万亿平米，分

别同比增长 14.4%和 6.5%，而 2014 年同期为分别下降 6.3%和 7.6%。在信贷

放松和“去库存”政策刺激下，商品房销售市场已经回暖。 

图表 31：2015 年商品房销售金额（左图）、面积（右图）及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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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 127 家房地产行业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入

11953.3 亿元，同比增长 42.4%；营业利润 1600.8 亿元，同比上升 18.8%。营

业利润率持续下降至 13.4%，盈利能力持续下降。2015 年市值 TOP10 企业中，

以华夏幸福净资产收益率最高达 41.2%，其次为绿地控股、泛海控股、城投控股

和万科，平均在 20%左右。 

整体来说，由于 2015 年结算的项目是 2013-2014 期间获取的土地项目和销

售，因此反映出当时销售均价偏低，而土地成本较高，毛利率、净利率下行。2015

年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进入分化，大型公司具备品牌、资金、规模等优势，市场份

额不断扩大，但行业平均利润率下行，预计未来行业的整合将更多，地产公司会

探索其他转型的方向。 

3.8 电信通讯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电信行业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业，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12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9 家公司在主板上市，其余 3 家分别在创业板和中小企

业板。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比较分散的分布在北京、广东、上海等 9 个省市

自治区。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地方国有企业 6 家，民营企业 3 家，央企 1 家。 

（2） 行业发展线 

图表 32：过去五年电信通讯业发展能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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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过去五年电信通讯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34：电信通讯行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600050.SH 中国联通 中央国有企业 上海 2002  1,309.95  

2 600637.SH 东方明珠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3  995.20  

3 600959.SH 江苏有线 公众企业 江苏省 2015  614.35  

4 000917.SZ 电广传媒 地方国有企业 湖南省 1999  376.50  

5 000839.SZ 中信国安 公众企业 北京 1997  319.07  

6 600037.SH 歌华有线 地方国有企业 北京 2001  299.65  

7 300288.SZ 朗玛信息 民营企业 贵州省 2012  208.58  

8 601929.SH 吉视传媒 地方国有企业 吉林省 2012  192.25  

9 300310.SZ 宜通世纪 民营企业 广东省 2012  142.61  

10 002238.SZ 天威视讯 地方国有企业 广东省 2008  114.21  

（3） 电信通讯行业分析 

经过对 12家电信通讯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年合计营业收入 3220.6

亿元，同比增长 2.9%；营业利润 123.4 亿元，同比下降 34.9%。营业利润率下

降至 3.8%，盈利能力减弱。从净资产收益率来看，星美联合最高为 35.9%，其

次是东方明珠、天威视讯和朗玛信息，市值最高的中国联通净资产收益率仅为

4.45%。 

2015 年，三大运营商收入总额为 12786 亿元，同比增长 2.12%，其中移动

增长 4.3%，电信增长 2.1%，联通（按红筹口径统计）下滑 2.7%；整年业绩“营

改增”的负面影响下半年开始减弱，但是受到“提速降费”、“流量不清零”政策

影响，三大运营商营收端整体承压。净利润方面，三家合计 1392 亿元，相比于

2014 年持平，中国移动净利润下滑 0.7%；中国联通利润下滑 12.7%，受到 4G

不对称发牌，联通 3G 业务快速削弱；只有中国电信同比增加 13.43%，主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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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 4G 流量、翼支付、易信产品、ICT 等新兴业务增长。 

3.9 医药生物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医药生物行业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计 162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49.4%的公司在主板上市共计 80 家，29%的公司在中

小企业板上市共计 47 家，有 21.6%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共计 35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以浙江、广东相对较多平均各占 10%，其次是

北京、江苏、山东分别有 10-12 家，其余公司分布在 24 个省市自治区。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民营企业占绝对主导约 71.6%，地方国有企业

26 家约占 16%，9 家央企。 

（2） 行业发展线 

图表 35：过去五年医药生物制造业发展能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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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过去五年医药生物制造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37：医药生物行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002252.SZ 上海莱士 民营企业 上海 2008  1,096.16  

2 600276.SH 恒瑞医药 民营企业 江苏省 2000  961.03  

3 000538.SZ 云南白药 地方国有企业 云南省 1993  756.26  

4 600518.SH 康美药业 民营企业 广东省 2001  745.36  

5 600085.SH 同仁堂 地方国有企业 北京 1997  611.81  

6 600196.SH 复星医药 民营企业 上海 1998  524.86  

7 600299.SH 安迪苏 中央国有企业 北京 2000  502.59  

8 600535.SH 天士力 民营企业 天津 2002  442.13  

9 002773.SZ 康弘药业 民营企业 四川省 2015  366.28  

10 600332.SH 白云山 地方国有企业 广东省 2001  364.68  

（3） 医药生物行业分析 

经过对 162 家医药生物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入

4429.5亿元，同比增长 10.2%，增速下降；营业利润 655.3亿元，同比下降 23.7%，

增速上升。营业利润率和销售毛利率均稳定上升，盈利能力增强。从净资产收益

率来看，市值最高的 TOP10 企业中，安迪苏最高达 27.3%，其次是恒瑞医药、

天士力、云南白药平均在 20-25%之间。 

整体来看，2015 年受经济下行、医保控费（降价依旧严厉），医药行业收入

增速进一步放缓。医药生物细分各子行业分化明显，制药子行业承压、非药子行

业表现则相对较好。在医保控费、招标推进降价的大环境下，化药制剂领域面临

较大的业绩压力；在新注册分类、审评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逐步推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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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剂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未来产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研发创新性和高

质量仿制药企业将会受益。 

3.10 商贸零售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中与商贸零售相关的细分行业包括批发业、零售业，以下

分析数据主要统计分析细分领域——“零售业”，截止 2015 年末相关上市公司共

计 81 家。 

（1） 总体结构分布 

从上市板分布来看，主要以主板市场为主 64 家，占到 79%；中小企业板

14 家，创业板 3 家。 

从上市公司所在区域来看，山东、北京、广东、湖南占领第一梯队共 29 家，

其余 35 家分布在 21 个省市。 

从上市公司企业属性来看，以民营企业占主导达到 46.9%，其次是地方国有

企业约占 39.5%，央企上市公司有 3 家约占 3.7%。 

（2） 行业发展线 

图表 38：过去五年商贸零售业发展能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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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9：过去五年商贸零售业盈利能力变化 

 

图表 40：商贸零售行业 2015 年市值 TOP10 上市公司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公司属性 所在地区 上市年份 市值-2015 

1 002024.SZ 苏宁云商 民营企业 江苏省 2004  590.48  

2 600297.SH 广汇汽车 民营企业 辽宁省 2000  19.81  

3 601607.SH 上海医药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4  291.18  

4 601933.SH 永辉超市 民营企业 福建省 2010  231.52  

5 000963.SZ 华东医药 民营企业 浙江省 2000  115.55  

6 600682.SH 南京新百 民营企业 江苏省 1993  25.05  

7 600827.SH 百联股份 地方国有企业 上海 1994  189.89  

8 601258.SH 庞大集团 民营企业 河北省 2011  161.22  

9 600655.SH 豫园商城 民营企业 上海 1992  120.45  

10 600122.SH 宏图高科 民营企业 江苏省 1998  47.35  

（3） 商贸零售行业分析 

经过对 81 家零售领域上市公司数据统计：2015 年合计营业收入 10111.4

亿元，同比增长 17.6%，增速显著上升；营业利润 266.6 亿元，同比增长 7.1%。

销售毛利率平稳略有下降，营业利润率略有下降至 2.6%，盈利能力减弱。从净

资产收益率来看，市值最高的 TOP10 企业中，华东医药最高达 41.9%，销售毛

利率最高的是南京新百。 

2015 年，在国内外消费意愿低迷、持续反腐和网络购物分流、成本费用高

涨的内忧外患困境之下，重点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持续下降。电商网络零售增速

依然以超过 30%的速度增长，但电商企业竞争呈现加剧态势。2015 年网络购物

交易规模达到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2%，增速呈现下滑趋势，网购规模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为 12.6%，比 2014 年提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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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大纵横近年服务过的上市公司客户（部分） 

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1 000713.SZ 丰乐种业 深市主板 农、林、牧、渔业(A) 农、林、牧、渔服务业 

2 300498.SZ 温氏股份 深市创业板 农、林、牧、渔业(A) 畜牧业 

3 600359.SH 新农开发 沪市 A 农、林、牧、渔业(A) 农业 

4 600975.SH 新五丰 沪市 A 农、林、牧、渔业(A) 畜牧业 

5 000693.SZ ST 华泽 深市主板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6 000758.SZ 中色股份 深市主板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7 002683.SZ 宏大爆破 深市中小板 采矿业(B) 开采辅助活动 

8 600397.SH 安源煤业 沪市 A 采矿业(B)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9 600489.SH 中金黄金 沪市 A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 600532.SH 宏达矿业 沪市 A 采矿业(B)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1 600547.SH 山东黄金 沪市 A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2 601020.SH 华钰矿业 沪市 A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3 601088.SH 中国神华 沪市 A 采矿业(B)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4 601101.SH 昊华能源 沪市 A 采矿业(B)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5 601168.SH 西部矿业 沪市 A 采矿业(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6 601857.SH 中国石油 沪市 A 采矿业(B)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17 601898.SH 中煤能源 沪市 A 采矿业(B)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8 000338.SZ 潍柴动力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19 000400.SZ 许继电气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0 000401.SZ 冀东水泥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1 000488.SZ 晨鸣纸业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造纸及纸制品业 

22 000568.SZ 泸州老窖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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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23 000635.SZ 英力特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24 000672.SZ 上峰水泥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5 000738.SZ 中航动控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26 000768.SZ 中航飞机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27 000825.SZ 太钢不锈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28 000830.SZ 鲁西化工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29 000848.SZ 承德露露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0 000852.SZ 石化机械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31 000858.SZ 五粮液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2 000901.SZ 航天科技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33 000922.SZ 佳电股份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34 000930.SZ 中粮生化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35 000950.SZ *ST 建峰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36 000960.SZ 锡业股份 深市主板 制造业(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37 002021.SZ 中捷资源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38 002064.SZ 华峰氨纶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化学纤维制造业 

39 002098.SZ 浔兴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其他制造业 

40 002103.SZ 广博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 用品制造业 

41 002126.SZ 银轮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42 002169.SZ 智光电气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43 002192.SZ 融捷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44 002225.SZ 濮耐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45 002265.SZ 西仪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46 002266.SZ 浙富控股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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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47 002283.SZ 天润曲轴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48 002293.SZ 罗莱生活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纺织业 

49 002297.SZ 博云新材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0 002318.SZ 久立特材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金属制品业 

51 002332.SZ 仙琚制药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52 002378.SZ 章源钨业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53 002437.SZ 誉衡药业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54 002508.SZ 老板电器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55 002514.SZ 宝馨科技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金属制品业 

56 002541.SZ 鸿路钢构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金属制品业 

57 002612.SZ 朗姿股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纺织服装、服饰业 

58 002687.SZ 乔治白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纺织服装、服饰业 

59 002701.SZ 奥瑞金 深市中小板 制造业(C) 金属制品业 

60 300082.SZ 奥克股份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61 300110.SZ 华仁药业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62 300158.SZ 振东制药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63 300175.SZ 朗源股份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农副食品加工业 

64 300203.SZ 聚光科技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仪器仪表制造业 

65 300278.SZ 华昌达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66 300390.SZ 天华超净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67 300424.SZ 航新科技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68 300437.SZ 清水源 深市创业板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69 600006.SH 东风汽车 沪市 A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70 600055.SH 华润万东 沪市 A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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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71 600078.SH 澄星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72 600096.SH 云天化 沪市 A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73 600150.SH 中国船舶 沪市 A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74 600166.SH 福田汽车 沪市 A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75 600197.SH 伊力特 沪市 A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76 600198.SH 大唐电信 沪市 A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77 600218.SH 全柴动力 沪市 A 制造业(C) 通用设备制造业 

78 600238.SH 海南椰岛 沪市 A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79 600251.SH 冠农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农副食品加工业 

80 600255.SH 鑫科材料 沪市 A 制造业(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81 600271.SH 航天信息 沪市 A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82 600276.SH 恒瑞医药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83 600285.SH 羚锐制药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84 600332.SH 白云山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85 600353.SH 旭光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86 600356.SH 恒丰纸业 沪市 A 制造业(C) 造纸及纸制品业 

87 600362.SH 江西铜业 沪市 A 制造业(C)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88 600372.SH 中航电子 沪市 A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89 600416.SH 湘电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通用设备制造业 

90 600438.SH 通威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农副食品加工业 

91 600439.SH 瑞贝卡 沪市 A 制造业(C)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 品和制鞋业 

92 600479.SH 千金药业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93 600519.SH 贵州茅台 沪市 A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4 600521.SH 华海药业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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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95 600550.SH 保变电气 沪市 A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96 600558.SH 大西洋 沪市 A 制造业(C) 金属制品业 

97 600559.SH 老白干酒 沪市 A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98 600566.SH 济川药业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99 600688.SH 上海石化 沪市 A 制造业(C)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 

100 600690.SH 青岛海尔 沪市 A 制造业(C)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1 600808.SH 马钢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102 600812.SH 华北制药 沪市 A 制造业(C) 医药制造业 

103 600819.SH 耀皮玻璃 沪市 A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4 600860.SH 京城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 600866.SH *ST 星湖 沪市 A 制造业(C) 食品制造业 

106 600962.SH 国投中鲁 沪市 A 制造业(C)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7 601100.SH 恒立液压 沪市 A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8 601231.SH 环旭电子 沪市 A 制造业(C)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109 601718.SH 际华集团 沪市 A 制造业(C)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0 601727.SH 上海电气 沪市 A 制造业(C)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1 601766.SH 中国中车 沪市 A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112 601777.SH 力帆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汽车制造业 

113 601908.SH 京运通 沪市 A 制造业(C)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4 601989.SH 中国重工 沪市 A 制造业(C)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 

115 601992.SH 金隅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6 603299.SH 井神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 

117 603555.SH 贵人鸟 沪市 A 制造业(C)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8 603611.SH 诺力股份 沪市 A 制造业(C) 通用设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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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119 000543.SZ 皖能电力 深市主板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0 000591.SZ 太阳能 深市主板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1 000685.SZ 中山公用 深市主板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2 600008.SH 首创股份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3 600011.SH 华能国际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4 600681.SH 百川能源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25 600795.SH 国电电力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6 600886.SH 国投电力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7 600979.SH 广安爱众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8 601368.SH 绿城水务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29 601985.SH 中国核电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30 601991.SH 大唐发电 沪市 A 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D)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31 002325.SZ 洪涛股份 深市中小板 建筑业(E)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132 002431.SZ 棕榈股份 深市中小板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33 002482.SZ 广田集团 深市中小板 建筑业(E)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134 002504.SZ 弘高创意 深市中小板 建筑业(E)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135 002524.SZ 光正集团 深市中小板 建筑业(E)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136 600068.SH 葛洲坝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37 600170.SH 上海建工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38 600496.SH 精工钢构 沪市 A 建筑业(E)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139 600528.SH 中铁二局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40 600820.SH 隧道股份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41 601390.SH 中国中铁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42 601618.SH 中国中冶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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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143 601669.SH 中国电建 沪市 A 建筑业(E) 土木工程建筑业 

144 000411.SZ 英特集团 深市主板 批发和零售业(F) 批发业 

145 000906.SZ 物产中拓 深市主板 批发和零售业(F) 批发业 

146 600546.SH *ST 山煤 沪市 A 批发和零售业(F) 批发业 

147 600653.SH 申华控股 沪市 A 批发和零售业(F) 零售业 

148 000088.SZ 盐田港 深市主板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49 300013.SZ 新宁物流 深市创业板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仓储业 

150 600115.SH 东方航空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航空运输业 

151 600125.SH 铁龙物流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铁路运输业 

152 600270.SH 外运发展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航空运输业 

153 600350.SH 山东高速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54 600377.SH 宁沪高速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55 600428.SH 中远航运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水上运输业 

156 600561.SH 江西长运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57 601107.SH 四川成渝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58 601518.SH 吉林高速 沪市 A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G) 道路运输业 

159 002186.SZ 全聚德 深市中小板 住宿和餐饮业(H) 餐饮业 

160 002306.SZ 中科云网 深市中小板 住宿和餐饮业(H) 餐饮业 

161 000948.SZ 南天信息 深市主板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2 002439.SZ 启明星辰 深市中小板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63 300010.SZ 立思辰 深市创业板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4 600728.SH 佳都科技 沪市 A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5 601929.SH 吉视传媒 沪市 A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I)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 输传输服务 

166 000166.SZ 申万宏源 深市主板 金融业(J) 资本市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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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上市板 所属行业门类(证监会一类) 所属行业大类(证监会二类) 

167 600000.SH 浦发银行 沪市 A 金融业(J) 货币金融服务 

168 000537.SZ 广宇发展 深市主板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69 000620.SZ 新华联 深市主板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0 000631.SZ 顺发恒业 深市主板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1 000718.SZ 苏宁环球 深市主板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2 000882.SZ 华联股份 深市主板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3 600077.SH 宋都股份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4 600223.SH 鲁商置业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5 600266.SH 北京城建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6 600604.SH 市北高新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7 600639.SH 浦东金桥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8 600658.SH 电子城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79 600663.SH 陆家嘴 沪市 A 房地产业(K) 房地产业 

180 600415.SH 小商品城 沪市 A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 商务服务业 

181 600415.SH 小商品城 沪市 A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L) 商务服务业 

182 603859.SH 能科股份 沪市 A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M) 专业技术服务业 

183 300388.SZ 国祯环保 深市创业板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N)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84 600292.SH 远达环保 沪市 A 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N)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185 600576.SH 万家文化 沪市 A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R) 文化艺术业 

186 601999.SH 出版传媒 沪市 A 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R) 新闻和出版业 

187 600082.SH 海泰发展 沪市 A 综合(S)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