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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或仍高增长（可比口径） 

——21 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及快报点评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结论：①目前 A 股仅深主板在特定情形下强制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考

虑预告和快报后，当前全部 A 股三季报预告/快报披露家数占比为 24%，利

润占比 12%。②可比口径下，从累计同比看业绩明显放缓，21Q3/21Q2 全

部 A 股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为 79%/133%，剔除金融后为 80%/138%。③从

两年年化复合增速看业绩依然保持高增长，21Q3/21Q2 全部 A 股归母净利润

两年年化同比为 35%/39%，剔除金融后为 36%/41%。 

 由于三季报业绩预告并不存在硬性披露要求，因此当前三季报预告的披露率

并不高。截至 10 月 15 日，以披露家数计算，2021 年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

及快报的公司数占全部 A 股的比例为 24%，其中主板披露家数比例为 29%，

创业板为 17%，科创板 7%；以 21Q2 归母净利润总数为分母，目前 1099

家已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的公司在 21Q2 的归母净利润占比为 12%，其中主

板披露利润占比为 11%，创业板为 26%，科创板 7%。综合来看三季报预告

披露率较低。 

 板块上，以已披露预告/快报的公司为样本，全部 A 股 21Q3 归母净利润累计

同比增速为 79%（21Q2 为 133%），剔除金融后为 80%（21Q2 为 137%），

累计同比数据上看似 21 年 Q3 整体业绩增速较 21Q2 明显放缓，但如果我们

用两年年化增速复合增速来剔除去年的低基数效应，可以发现今年前三季度

业绩依然保持高增长。具体而言，全部 A 股 21Q3 相对 19Q3 的归母净利润

两年年化复合增速为 35%（21Q2 两年年化增速为 39%，下同），剔除金融

后的两年年化增速为 36%（41%）。分板块看，主板 21Q3 的归母净利润两

年年化复合增速为 36%（39%），创业板为 50%（40%），科创板为 65%

（41%），可见今年前三季度较上半年业绩改善幅度最大的是科创板。 

 行业层面看，能源材料、制造和科技板块盈利增速进一步上升。大类行业上，

以已披露预告/快报公司为样本，21 年三季报较中报业绩增速最快的能源材

料板块，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61%/56%；其次，科

技板块三季报业绩同样继续高增，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

为 51%/54%；此外，制造板块三季报业绩增速提升，21Q3/21Q2 归母净利

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46%/42%。消费和金融地产板块 21 年三季报业绩增

速明显下滑，消费板块 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39%/20%，金融地产板块为-43%/-36%。  

 个股层面，龙头盈利保持增长，周期性企业受双控双限影响较大。首先，以

已披露预告/快报公司为样本，我们计算了各个行业市值前 5 名的龙头公司的

业绩增速，尽管整体来看 21Q3 年大多数龙头归母净利润增速较 21Q2 有所

下滑，但从两年年化的角度看，21Q3 年大多数龙头盈利增速依然保持向上

的趋势。其次，近期市场关注能耗双控和限电限产对企业的影响，在 21Q3

业绩预告或快报中提及受双限双控影响的公司有 25 家，基础化工和有色金属

行业的公司最多，双限双控可能影响这些公司的产量，但受资源价格上涨的

影响，大部分公司盈利高增。 

风险提示：业绩预告/快报数据均未经审计，与未来披露的三季报数值可能有较

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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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0 月 15 日，披露 2021 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及快报的公司共 1099 家（预告 1089

家+快报 10 家），披露家数占比约为 24%。以披露预告/快报的公司为样本，我们发现 A

股 21 年前三个季度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依旧保持高增长，即 A 股正处在盈利上行

周期，业绩将保持高增长。 

目前仅深主板在特定情形下强制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因此三季报预告的实际披露

率很低。沪深交易所对不同板块的业绩预告有不同的具体规定，具体来看： 

① 深主板（含中小板）在特定条件下应披露业绩预告，快报无强制披露要求：披

露规则参考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该规则使用于深交所原主板和中小板公司。

规则规定上市公司要对第一季度、半年度、前三季度和年度的业绩进行预测，

如果业绩出现了特定的 5 种情况，则要在 1、4、7、10 月的 15 日之前披露相

应的业绩预告。对业绩快报没有硬性要求。 

② 创业板在特定条件下应披露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他预告及快报不做硬性要求：

披露规则参考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宜》，规则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披露年报的业绩预告，对于季报和三季

报均没有硬性要求。 

③ 沪主板在特定条件下应披露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他预告及快报不做硬性要求：

披露规则参考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中 11.3“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和盈利预测”一节，该规则规定当

年度业绩出现 3 种情形时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对季报和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以

及全年的业绩快报均无硬性披露要求。 

④ 科创板在特定条件下应披露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他预告及快报不做硬性要求：

披露规则参考 2020年 12月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中 6.2“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一节，该规则规定当年度业绩

出现 3 种情形时强制披露业绩预告，对季报和半年报的业绩预告，以及全年的

业绩快报均无硬性披露要求。 

以披露家数占比衡量，主板（含原中小板）披露率为 29%，创业板 17%，科创板

7%。由于三季报业绩预告并不存在硬性披露要求，因此当前三季报预告的披露率并不高。

截至 10 月 15 日，以披露家数计算，2021 年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及快报的公司数占全

部 A 股的比例为 24%，其中主板披露家数比例为 29%，创业板为 17%，科创板 7%；

以 21Q2 归母净利润总数为分母，目前 1099 家已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快报的公司在

21Q2 的归母净利润占比为 12%，其中主板披露利润占比为 11%，创业板为 26%，科创

板 7%。综合来看三季报预告披露率较低，因此下文基于预告数据计算的各个板块业绩

增速与未来三季报披露后的数值可能有较大差异，计算结果仅供参考。 

以已披露预告/快报的公司为样本，各板块三季报业绩继续回升。由于每个公司业绩

预告的归母净利润是一个区间，我们取其上下限的算术平均值近似代替为当期的归母净

利润值。与此同时，部分公司已经披露了快报（可以理解为未经审计的简版三季报），

因此最终一家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取值优先顺序为：快报中数值>预告中上下限平均值。

我们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作为可比口径，分别计算 21Q3 的归母净利润累计

同比增速，以及 21Q3 相对 19Q3 的两年年化复合增速，具体结果如下： 

已披露业绩预告/快报的全部 A 股 21Q3 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为 79%（21Q2 为

133%），剔除金融后为 80%（21Q2 为 137%），累计同比数据上看似 21 年前三季度

整体业绩增速较 21Q2 放缓，但如果我们用两年年化复合增速来剔除去年的低基数效应，

可以发现今年前三季度业绩依然保持高增长。具体而言，全部 A 股 21Q3 相对 19Q3 的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复合增速为 35%（21Q2 两年年化增速为 39%，下同），剔除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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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两年年化增速为 36%（41%）。分板块看，主板 21Q3 的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复合

增速为 36%（39%），创业板为 50%（40%），科创板为 65%（41%），可见今年前

三季度较上半年业绩改善幅度最大的是科创板。 

图1 2021 年三季报业绩预告/快报披露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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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截至 2021/10/15 

 
 

图2 主要板块归母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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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截至 2021/10/15 

注：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为样本 
 

 

图3 主要板块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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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截至 2021/10/15 

注：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为样本 
 

 

 

行业层面，能源材料、制造和科技板块盈利继续快速增长。大类行业上，以已披露

预告/快报公司为样本，21 年三季报较中报业绩增速最快的能源材料板块，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61%/56%，其中有色金属为 64%/56%，钢铁为

49%/43%，建材为 90%/47%；其次，科技板块三季报业绩同样继续高增，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51%/54%，但主要是依靠电子行业支撑，其 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103%/93%；此外，制造板块三季报业绩增速提升，

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 46%/42%，其中机械为 85%/72%，电力设

备及新能源为 58%/41%。消费和金融地产板块 21 年三季报业绩增速明显下滑，消费

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39%/20%，但是食品饮料盈利依然相对稳

健，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为 32%/26%；金融地产板块盈利继续下滑，

21Q3/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年化增速分别为-43%/-36%，其中非银金融盈利有所改善

（-17%/-36%），房地产盈利大幅下滑（-53%/-36%）。 

个股层面，龙头盈利保持增长，周期性企业受双控双限影响较大。首先，我们可以

考察各行业的龙头公司，因为龙头的业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行业的大致情况。以已披

露预告/快报公司为样本，我们计算了各个行业市值前 5 名的龙头公司的业绩增速，尽管

整体来看 21Q3 年大多数龙头归母净利润增速较 21Q2 有所下滑，但从两年年化的角度

看，21Q3 年大多数龙头盈利增速依然保持向上的趋势。其次，近期市场关注能耗双控

和限电限产对企业的影响，我们在《双限双控的影响与展望-20210929》中梳理受双限

双控政策影响而发布公告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大多集中在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和建材

等传统周期行业。本次三季报预告/快报同样显示这一现象，在 21Q3 业绩预告或快报中

提及受双限双控影响的公司有 25 家，基础化工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公司最多，双限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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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这些公司的产量，但受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大部分公司盈利高增。 

 

表 1 各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测算（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为样本） 

板块 
2021 年三季报披露率（%） 21Q3 累计同比

增速（%） 

21Q2 累计同比

增速（%） 

21Q3两年年化

增速（%） 

21Q2 两年年化

增速（%） 按家数计 按 21Q2 归母净利润计 

科技 22  30  103  155  51  54  

电子 25  38  192  275  103  93  

通信 27  16  78  92  4  26  

传媒 24  34  5  50  14  19  

计算机 15  8  -8  2  -11  -14  

能源材料 29  29  197  248  61  56  

石油石化 34  11  155  232  63  68  

有色金属 42  42  265  358  64  56  

钢铁 40  44  177  238  49  43  

基础化工 32  40  289  332  83  84  

建材 29  14  224  113  90  47  

煤炭 19  18  162  170  39  33  

电力及公用事业 20  11  -85  -32  -57  -12  

交通运输 18  55  516  795  111  88  

制造 19  13  90  147  46  42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19  21  83  115  58  41  

机械 20  22  131  153  85  72  

国防军工 15  11  91  86  21  8  

建筑 18  3  99  91  30  25  

汽车 18  8  -37  614  -41  9  

消费 22  11  -75  -17  -39  20  

医药 18  18  35  95  61  74  

轻工制造 24  32  71  117  29  45  

农林牧渔 33  34  亏损 -83  亏损 -15  

食品饮料 19  4  -25  -32  32  26  

家电 21  2  -22  96  1  0  

商贸零售 20  -5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纺织服装 28  10  22  84  -40  -22  

消费者服务 40  -12*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金融地产 21  1  12  92  -43  -36  

非银行金融 14  1  6  -34  -17  -36  

房地产 30  9  19  381  -53  -36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考虑了所有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和快报，截至 2021/10/15 

*注：消费者服务行业公司 21Q2 归母净利润为负，因而出现了占比小于 0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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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行业市值 Top5 龙头公司业绩预告情况（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为样本） 

板块 公司名称 
最新市值

（亿元） 
中信一级行业 

21Q3归母净利润

累计同比（%） 

21Q2归母净利润

累计同比（%） 

21Q3 归母净利润

两年年化同比（%） 

21Q2归母净利润两年

年化同比（%） 

科技 

韦尔股份 2173 电子 100 127 405  842  

京东方 A 1951 电子 706 1024 228  177  

北方华创 1762 电子 100 69 72  55  

中兴通讯 1489 通信 114 120 19  67  

歌尔股份 1376 电子 66 122 84  82  

能源与 

材料 

顺丰控股 2980 交通运输 -68 -80 -35  -50  

恩捷股份 2485 基础化工 171 227 66  64  

赣锋锂业 2207 有色金属 604 805 166  119  

中远海控 2180 交通运输 1651 3162 465  448  

荣盛石化 1939 石油石化 79 105 134  150  

制造 

通威股份 2516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77 194 62  43  

汇川技术 1647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65 102 96  98  

中环股份 1496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225 175 98  81  

晶盛机电 929 机械 115 117 54  55  

杉杉股份 634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880 659 207  86  

消费 

牧原股份 2916 农林牧渔 -58 -12 151  扭亏 

温氏股份 920 农林牧渔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酒鬼酒 814 食品饮料 118 177 98  81  

中公教育 743 消费者服务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新希望 610 农林牧渔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金融地产 

招商蛇口 954 房地产 187 365 11  -7  

国元证券 329 非银行金融 -66 37 -27  40  

越秀金控 296 非银行金融 -56 -69 22  3  

广宇发展 270 房地产 亏损 -31 亏损 -22  

国盛金控 183 非银行金融 扭亏 扭亏 41  -72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考虑了所有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和快报，截至 2021/10/15 

 

表 3 21Q3 业绩预告/快报中提及受双限双控影响的公司业绩概况（以已披露业绩预告或快报的公司为样本） 

公司名称 中信一级行业 
21Q3 归母净利润累计

同比（%） 

21Q2 归母净利润累计

同比（%） 

21Q3 归母净利润两年

年化同比（%） 

21Q2 归母净利润两年

年化同比（%） 

云铝股份 有色金属 448 721 970 1144 

金贵银业 有色金属 扭亏 亏损 扭亏 亏损 

罗平锌电 有色金属 扭亏 扭亏 1554 348 

天山铝业 有色金属 164 203 2927 2688 

盐津铺子 食品饮料 -58 -63 -12 -27 

宇新股份 石油石化 230 86 -31 20 

飞龙股份 汽车 105 278 157 259 

天山股份 建材 6 11 1 12 

*ST 德奥 家电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锐明技术 计算机 -60 -38 -52 -34 

安道麦 A 基础化工 不确定 79 不确定 -38 

新金路 基础化工 530 276 347 256 

蓝丰生化 基础化工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名臣健康 基础化工 151 518 466 660 

ST 红太阳 基础化工 -62 -54 -88 -88 

华峰超纤 基础化工 -3 143 49 142 

双象股份 基础化工 114 133 125 113 

川金诺 基础化工 90 12 74 10 

北元集团 基础化工 -92 61 -92 45 

新安股份 基础化工 946 1553 293 227 

国风塑业 基础化工 289 474 199 1020 

安利股份 基础化工 484 扭亏 95 277 

富春染织 纺织服装 预增 319 预增 预增 

朗科智能 电子 31 96 50 88 

协鑫集成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亏损 亏损 亏损 亏损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测算，考虑了所有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和快报，截至 2021/10/15 

 

 

风险提示：业绩预告/快报数据均未经审计，与未来披露的三季报数值可能有较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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