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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拟出售房产引发市场关注。同
比看，今年拟出售房产的上市公司家数同比增加较多。据不完全统
计，仅今年３月份，非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中，涉及房地
产出售的总金额已超过２亿元。

上市公司密集公告称卖房

近日，三泰控股、深圳惠程、青海华鼎等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公
告，拟出售或转让部分房产。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１月以来，
至少已有１５家上市公司发布出售房产相关公告，明显多于去年一季
度。

４月８日，三泰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出售位于成都市金牛区蜀
西路４２号的部分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房产，涉金额１．６９亿元；
３月２８日，深圳惠程公告拟处置公司名下的３４套房产，初步测算总价
约５０２１．５７万元。去年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已有逾百家上市
公司出售房产。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等专家以及多名券商分析师、
资深会计师认为，对于３１００多家Ａ股上市公司的总数来说，卖房产的
上市公司虽然数量并不算惊人，但上百家上市公司密集卖房，并不完
全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

“虽说其中一些交易是正常市场需求的房产买卖，但以卖房
的方式提高企业净利润，通过卖房美化公司业绩、‘保壳’的投
机现象肯定存在。”中国民生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研究规划部总
经理付强说。

从表面看，上市公司公告显示的卖房理由大多类同，主要是为了
盘活企业资产，增加流动性资金。如３月２４日发布售房进展公告的科
融环境称，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减少融资需求，降低财务
费用等。但在客观上，卖房行为确实使部分上市公司实现了“业绩增
长”“保壳”等目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卖房之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正在买入房
产。如，步长制药在３月２８日发布公告称，为解决员工住宿、用餐、
会议等需求，拟以不高于１．８亿元的价格购买２１５套普通商品房、１０８
套地下储藏室、３５０个地下车库等。

卖房成部分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捷径

为什么卖房可以美化报表？“如果房产是以固定资产名目入账，
房产升值无法体现在报表里。”一位证券公司研究所研究员说，通俗
来说，固定资产名目下，一套房子没卖的时候账上也许只记了２００万
元，但因为过去几年房价上涨，卖掉就可以得到５００万元的账面资
产，显著改善财务报表状况。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楼市的快速发展，使房地产成为市场
可靠的“投资品”。房地产的升值，使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卖房迅
速获取大量流动资金，不仅可以快速增加净利润、美化报表，对
于一些主业不振的上市公司来说，卖房产甚至可以让企业“转危
为安”。

——— 为转型创造条件。如，主营服饰产品的希努尔，２０１６年
就曾出售位于北京的房产，为上市公司贡献净利润４５００多万元，
使企业当季利润实现增长的同时，为企业转型电商营销提供了资
金与空间。

——— 使上市公司账面价值迅速翻倍。如，三泰控股此次拟出售的
房产账面价值为７８８２万元，但以目前的评估价卖掉便可使账面价值增
加近亿元；青海华鼎拟出售的１２套物业，账面值仅为９７６万元，评估
价值已达３７３８万元，增值率达２８２．９６％。

——— 部分公司靠卖房撑起收入“半壁江山”。如三泰控股２０１６年
度营业总收入不过１０．３８亿元，如此次卖房交易顺利，即可获得约
１．６９亿元的收入；深圳惠程２０１６年营业收入只有２．８８亿元，但上述３４
套房产可套现５０００多万元。

——— 卖房“保壳”。＊ＳＴ人乐因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负，２０１６年４月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在出售长沙天骄福邸物业
项目后获得４．０６亿元，最终在２０１６年度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
６０４８．０６万元，目前已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据不完全统计，仅２０１６年就有逾百家上市公司出售房产，转让金
额超２０亿元。Ｗind资讯截至１３日的统计显示，去年有１１６家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不足千万元，不抵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部分地区一套住宅的总
价。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已经对实体经济有所冲击。

专家表示，目前的情况下，不能给上市公司卖房下“投机炒房”
的定论，但楼市高企显然吸引了各方大量资金，也吸引着上市公司的
资金在楼市里进进出出。如果此类事件大量发生，会导致资金脱实向
虚，不利于经济发展，需要警惕。

目前，一些积极信号正在显现。今年3月份以来，包括北京、
广州等众多热点城市都出台了新的限购政策，调控手段不断加
码；去年以来，IPO常态化等资本市场规则不断完善，监管力度
不断加码。楼市、股市形势都有所变化，上市公司卖房现象也将
有所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３日电）

实现首季开门红，营收、利润均为近年同期最佳

央企主要指标何以大幅增长

国务院国资委13日发布数据，一季
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
同比增长19 . 2%；累计实现利润3120亿
元，同比增长23 . 2%，双双创下近年来同
期最佳业绩。

统计显示，一季度央企营业收入增
速呈逐月加快态势。102家央企中，有91
家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有54家企业
收入增幅超过10%。其中石油石化、钢
铁、煤炭等行业收入增长超过40%，军
工、建材、医药、现代服务等行业收入
增幅超过10%。

同期，央企盈利质量转好趋优。一
季度，央企利润同比增长23 . 2%，其中3
月份利润总额达到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102家中央企业中，有99家企业盈利，81
家企业增利，4 3家企业效益增幅超过
10%。

什么力量支撑央企主要经营指标大
幅增长？这种态势能否延续？国务院国
资委总会计师沈莹在13日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回应。

传统与新兴产业两翼齐飞

沈莹表示，央企首季“开门红”的
背后，是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向好、市场
供求逐步改善，也说明央企扎实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
绩。

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变化很有代表
性。去年一季度煤钢等传统行业下滑
明显，中央企业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力度，全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019
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3497万吨，
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稳定了市场局
面。

在近期大宗商品市场回调背景下，
中央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一季度原煤、
钢 材 产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 0 . 4 % 和
11 . 4%。沈莹认为，传统产业效益逐步
回升，为央企效益趋稳向好作出了较大
贡献，也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
力支撑。

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医药、现
代服务业等行业效益贡献稳步提升，
新产业、新业态也在蓄势蓄能。据介
绍，一季度中央企业中通信企业数据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 5 . 6%，电力企业
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
增长6 . 7%。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成本费用的
管控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通过一
系列降本节支、挖潜增效的改革举措，
一季度央企百元收入负担的成本费用同
比下降 0 . 1元；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
9 . 2%，人均利润增长23 . 5%，一些长
期亏损的企业实现了扭亏增盈。

一季度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转让
非主业、低效无效资产66 . 7亿元，转让
亏损股权49项；同期，中央企业利用资
本、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带息
负债比率同比下降0 . 6个百分点；3月
末，央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 . 5%，较上年
末下降0 . 1个百分点。

向好态势有望延续

但增速将收窄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央
企“两位数”的增速能否持续？

在沈莹看来，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
数据观察，当前市场供求改善，工业价
格保持涨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加快实
施，外需乏力有所缓解；企业预期明显
改善，都是支撑中央企业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态势的有利因素。

数据显示，3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上涨7 . 6%，涨幅比2月份回落
0 . 2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
当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 . 8%，连续8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沈莹说，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确实
还有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例如，贸易
摩擦增多、汇率波动加大，企业生产、融
资成本上升等。中央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
方面的改革成本支出压力也在增大。

“综合这些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我
们觉得机遇和挑战并存，稳中向好的态
势会进一步巩固，但效益增速可能会有
所放缓。”她说。

据了解，今年中央企业将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595万吨、煤炭过剩产能2473万
吨，并推动发电企业开展提质增效专项工
作，优化存量煤电资源配置；完成300户
“僵尸企业”处置任务；全年实现法人单
位减少8%，加快实现“瘦身健体”。

沈莹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债务风
险管控关系到国有资本安全，国资委一
直高度关注，既要求企业通过深化改
革、调整结构来提升盈利能力，也要求
央企优化资本结构、增加直接融资。今
年３月末，我国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为６６．５％，较上年末下降０．１个百分
点，央企整体债务风险是可控的。

（综合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１３日，海
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数据令人振奋：一季
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６．２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速高达２１．８％。其中，出口
３．３３万亿元，增长１４．８％；进口２．８７万亿
元，增长３１．１％。

“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延续了去年下半
年以来的回稳向好走势，连续三个季度进
出口总值实现同比增长，积极变化增
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说。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一季度进出
口数据“亮眼”背后，与外部环境持续改
善、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密不可分。

首创证券分析认为，一季度外贸表
现得益于需求企稳，特别是美日欧都不
同程度延续了经济稳步回升，新兴市场
国家恶化情形得到遏制，外部环境逐步
改善，有利于我国出口增长。

来自海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３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已连续５个
月稳中有升，其中反映企业订单情况的出
口企业新增订单指数连续５个月回升。

另一方面，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深化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国内经济
继续稳中向好。３月，我国ＰＭＩ指数回
升至５１．８％，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８
个月站上荣枯线，初步确立经济企稳向
好运行态势。

“一季度我国铁矿砂、原油等大宗商
品进口呈现量价齐升的势头。”黄颂平
说，去年一季度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处
于低位，之后持续反弹。受大宗商品价格
同比大幅上升影响，一季度我国进口价格
总体上涨１３．５％，其中铁矿砂进口均价上
涨８０．５％，原油上涨６４．７％。

“进口价格上涨，既推动进口值的明
显增长，又通过国内生产传导到出口环
节，推动出口价格的上涨。”黄颂平说。

21 . 8％，进出口高速增长

正常买卖还是美化业绩？

上市公司密集卖房

□CFP供图
4月13日，在青岛港外贸集装箱码头，码头工人送别货轮。

我国新设外资企业增长7 . 2%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商务部13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我国新
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83家，同比增长
7 . 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265 . 1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

根据商务部数据，3月当月，我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878 . 3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6 . 7%；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3
家，同比下降1 . 5%。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指出，前3个
月，我国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服务业实际
使用外资1653 . 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 . 1%，占外资总量比重的73%。高技术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86 . 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2 . 4%。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4 . 6亿元人民
币，占外资总量比重的26 . 3%。其中，通
用设备制造业、通信系统设备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27 . 7%和62 . 3%。

这位负责人指出，从投资来源地看，
主要国家/地区对我投资总体保持稳定。
前三个月，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
资总额2140 . 3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
使用 外 资 金 额 的 9 4 . 7 % ， 同 比 增 长
1 . 1%。其中，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欧
盟28国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增长19 . 2%、
65 . 8%和11 . 2%。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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