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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随着“券商一哥”中信证券业绩出炉，A
股上市券商 2022年上半年业绩表现愈加清
晰。在上半年高波动市场特征下，受自营业
务影响，券商业绩分化加剧。在已披露半年
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仅2家实现营收、净利
润同比“双增长”。

中信证券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下降8.21%

8月 29日晚间，“券商一哥”中信证券披
露2022年上半年业绩情况，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48.85亿元，同比下降7.52%；实现净利润
111.96亿元，同比下降8.21%。

主营业务方面，上半年，中信证券经纪业
务实现收入82.74亿元，同比下降10.54%；资

产管理业务实现收入 60.91亿元，同比下降
4.24%；证券投资业务实现收入 104.12亿元，
同比增长 6.6%；证券承销业务实现收入 34.1
亿元，同比增长30.36%。

截至记者发稿，27家已披露2022年上半
年业绩的A股上市券商中，仅有山西证券、国
联证券、太平洋证券、华安证券、国元证券、东
吴证券、浙商证券等 7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此外，有华安证券、国联证券、方
正证券等3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由此可见，截至目前，仅华安证券及国联
证券 2家券商实现营收、净利润同比“双增
长”。其中，华安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16.48亿
元，同比增长 9.89%；实现净利润 7.24亿元，
同比增长 17.87%。国联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12.74 亿元，同比增长 12.71%；实现净利润
4.37亿元，同比增长15.37%。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信证券上半年营

收、净利润同比双降，但其仍是目前唯一一家
净利润超百亿元的上市券商。

积极探索多元化
非方向性投资模式

上半年，上市券商在主营业务中，由于专
业能力差异，业绩表现持续分化。其中，受市
场因素影响，方向性自营业务拖累多数券商
业绩，但也有不少券商加强非方向性投资策
略，开发及运用衍生品金融工具熨平市场波
动，增强业绩稳定性。

通过“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
益”方法衡量券商自营业务实力情况后发现，
上述27家券商中，中信证券、国泰君安、招商
证券、国信证券四大头部券商的自营业务收
入均超 30亿元。另外，有 4家自营业务收入
为负。 (下转B1版)

上市券商业绩分化加速 自营业务成“分水岭”

谢若琳

8月26日至29日，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
导和服务工作组赴浙江省、河南省、江苏省、福
建省等多地，围绕推动国务院稳住经济“一揽
子”政策措施和接续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聚焦
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提升项目审批开工建设效
率、实施退税减税降费政策、稳定和扩大民间
投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开展督
导和服务。

在8月27日郑州现场办公会上，督导和服
务组组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督导
和服务组将进一步完善长效协调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优势，耐心细致工作，在扩大投融资、提
高审批效率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积极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

当前我国经济回稳正处在最吃劲的节点，
6月份主要经济指标负增长的局面得以扭转，7
月份国民经济虽然整体延续恢复态势，但恢复
态势仍充满挑战。

“势要起而不可落”。三季度以来，稳增长
支持政策密集出台。一方面，央行MLF缩量降
息，推动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另一方面，在落
实好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同时，国常
会提出再实施19项接续政策，形成组合效应，
其中包括“在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已落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亿元以上额
度”“核准开工一批条件成熟的基础设施等项
目”。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作为国家经济发展
的“顶梁柱”，经济大省纷纷表态，要求“勇挑大
梁”。8月1日，湖北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咬
定全年目标聚力攻坚，守住底线确保安全，切
实扛起经济大省的政治责任；8月5日，江苏省
委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勇挑大梁”的使
命感，经济大市要挑重担、扛重责，其他各市要
主动扛起责任，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锚定目标
不动摇。

经济大省既要敢当，又要善为。笔者认
为，为加快推动国家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经济大省要用好金融
工具，盘活债务限额空间。 (下转B1版)

经济大省勇挑大梁
三方面大有可为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8月29日，国务
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
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主持会议。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方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在复杂严峻环境中推动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运用适度规模财政货币政策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是应对冲

击、推动经济持续前行的重要举措。坚持以“放
管服”改革破发展难题、优营商环境，用“放管
服”改革办法提升宏观政策效能，通过退税减税
降费直达机制帮扶各类市场主体。深化“放管
服”改革是为市场主体“改良土壤”，创新实施宏
观政策是“浇水施肥”，两者结合产生倍增效应，
经济顶住下行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又没有搞
大水漫灌，保持了物价平稳。

李克强说，“放管服”改革实际是放开搞活、
促进公平竞争，给群众经商办企业更多自由和便
利。“放管服”改革重在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既
符合目标又好于预期的是目前市场主体1.6亿多

户、比十年前增加近2倍，其中个体工商户1亿多
户。众多大中小市场主体融通发展，支撑了经济
总量翻番、财政收入增加近一倍，承载了就业创
业基本盘。退税减税降费也涵养了税源，新办市
场主体近些年累计缴税远高于同期减税。政府
刀刃向内删繁除弊，重点放开制造业和一般服务
业，守住安全底线。简政不减责，加强和创新监
管，反对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建设法治政府，政
府的权力边界就是法律法规，维护市场主体和群
众合法权益，保护合法产权。优化和再造政务服
务，努力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不求人少跑腿。“放管
服”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李克强说，二季度经济受到超预期因素影
响，当前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任务繁重。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我们针对新挑战果断推出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及时快速、有力有效。
同时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要把这些政策落
到位，不懈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稳住经济大
盘、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魏凤和、王勇、王
毅、肖捷、赵克志出席。发展改革委和四川省
政府主要负责人发了言。

李克强在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不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培育和壮大市场主体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