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3&+4*5)/*5+

67/%&089:;<=>&?@A&+B*5)/

./0

!""#1 $ 2 !% 3

456789 :;6<=

!"#$%

>?@ABCDEFG

!!!

HIJKLMNOPQ

&'()

*+,-./

!"#$%&'()*

+,-./01234567

89:;<=)>(?@AB

CDEFG@=HB&IJK

LMNO=PQ?BR%&3

STUF/VW

XYZ[\]ABC^

'_`abGc<deBR

&I3fgahW F*ijk

lmnopqr3fstu

vwW xstuv;<=.)

Z[gy>(z{=|}~*

i����3ABC��6x

��ZABC����)�

�����Z��=����

��C[����Z=a��

���^aW ��=YZ[\

]ABC^'_`a~��

�y6

 Z= &I¡bGY¢

£¤¥�¢£¦§�¨3©�

/'_`¤¥a6

Y�*ª«¬=*iAB

C®¯°±²³i´;<=

µ�ah�¶·~¸¹º£

3=»¼~½¾�y=JK¿

ÀÁÂÃÄBÅ�ÃÄÆÅ�

¸ÇÄÈÉÊËÌ�Í�¢Q

Â¦§ÎÏ�Ð§Î[ÍÑÒ

ÓABCÔÕ3Ö�×ØÙ

RÚ>©ÌÛ3¤¥=ÜÝÞ

ß¾àá½�?âãäåæF

3çè=ÜÝéê{3ABC

Ñ{ëlmìíî*fïð

ñ3�bòó�¨3ôõW

³i´w=z{ABC�

)âö ?÷BF= ø&ù3

?÷BFÂúa�ûa�üýþ

ÿ�&ùÍ�!"3?÷BF�

a'3 ?÷BFÂ#7$�

a�%&r'aÑ(CaÍÑ

)"3?÷BFÂ*+�±ë

,-"�)./01={23

[4N55Í=67*BR&

I38t9:G;C�<=

3ú1=>?@AiH�B�

ÄÈCÄDÝEFGHÑI

J=ÄÈÎÏK©W

L;<=!�B$%&'

(/012~ABC��M

�Nñ3OP=xfM5bÝ

¡QRóW

年报
!未摊薄"

年报
!未摊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浦 发
+

邯 钢
东北高速
+

穗机场
+

武 钢
东风汽车
+

国 贸
+

首 创
+

沪机场
+

包 钢
+

华 能
+

皖 通
+

华 夏
+

民 生
+

上 港
+

宝 钢
+

中 原
+

上 电
+

济 钢
+

中 海
华电国际
中国石化
南方航空
+

中 信
+

三 一
+

闽高速
楚天高速
+

招 行
+

歌 华
哈飞股份
四川路桥
+

联 通
+

联 合
浙江广厦
,-

江 纸
+

黄 山
+

万 东
+

中 技
+

夏 新
+

五 矿
+

龙 山
+

海 信
+

中 纺
+

双 鹤
+

皖 维
+

宁高科

+

宇 通
+

冠 城
+

葛洲坝
+

银 鸽
+

富 润
+

光 学
+

江 南
+

梅 林
+

中 达
+

天 业
.,-

华 光
国能集团
+

澄 星
+

人 福
+

金 花
东风科技
+

海 泰
,-

博 讯
+

新 天
+

同仁堂
+

多 佳
+

水 运
+

中 视
+

特 变
+,-

酒 花
+

明 天
.,-

精 密
.,-

禾 嘉
华源股份
+

哈高科
+

云天化
+

浙华立
+

广 控
林海股份
+

同 方
明星电力
莱钢股份
青山纸业
+

上 汽
+

永 鼎
+

渝路桥
美 尔 雅
+

亚 盛
成都建投
+

英 华
+

稀 土
+

长 征
+

东 日
+

东 睦
东方航空
三峡水利
+

西 钢
+

卫 星

+

长 投
/0+

浙东
+

郑煤电
宏图高科
+

兰 花
+

铁 龙
+

杭 钢
金健米业
+

弘 业
+

太 极
+

波 导
岷江水电
重庆啤酒
东湖高新
乐凯胶片
.,-

道 博
.,-

长 控
+

中青旅
绵阳高新
+

兴 发
+

金 发
四维瓷业
+

大 元
+

一 东
华夏建通
+

重 机
+

航 天
+

维 科
+

建 发
+

宝 硕
+

华 升
鲁润股份
中体产业
+

大 龙
+

巨 化
+

天 坛
香江控股
+

南 纸
+

宁恒力
+

福 田
沈阳新开
+

武 控
+

太 重
+

建 工
+

贝 岭
+

旋 风
.,-

丹 江
+

美 都
中国玻纤
+

雅戈尔
+

东 安
+

黑 化
+

九 发

佳通轮胎
+

生 益
新 华 光
+

海 星
莲花味精
+

兖 煤
+

森 工
+

锦州港
+

华 资
长城电工
+

创 兴
+

中 牧
+

复 星
伊 力 特
+

大 唐
+,-

金 牛
+

吴 中
+

金 宇
哈 空 调
福日股份
山东铝业
+

有 研
+

安 彩
+

中 宝
+.,-

罗顿
+

紫 江
西藏药业
+

江 泉
长春经开
+

浙医药
+

秦 岭
+

全 柴
+

南 山
+

苏阳光
海南航空
太龙药业
+

万 杰
.,-

天 香
+

拜 克
+

赤天化
+

昌 九
+

碱 业
+

沧 大
+

凌 钢
+

金 鹰
+

大 杨
.,-

天 龙
+

特 纸
+

桂 冠
+

铜 峰
+

椰 岛
红河光明
+

华 业

%1!"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33

&"2"*

!2$(

$2%%

(2*(

33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33

&"2&)

!2$#

$2%%

(2*)

33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33

%2#$

!2##

$2)#

(2#(

33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33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33

%2*)

!2#*

$2#'

(2$(

33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3"2*#

3"2$*

3"2$#

33

3&2'$

3"2)#

3&2)&

3"2('

"2""

3&2"$

3&2'&

3"2$'

"2""

"2$"

3"2!(

3!2'"

"2!'

!2"%

"2%(

33

3"2)&

3"2("

3'2%*

3!2#(

"2'(

3!2&'

3"2%'

3!2%!

33

3'2#)

3"2('

3!2%"

3&2"#

3'2''

!2!$

&2*'

3&2&*

3!2%'

3!2(#

"2)*

3&2$&

&2&!

)2)"

3"2(%

3'2%(

3&2*&

"2*!

"2#&

3&2*(

3"2*!

3!2*(

3!2""

&2"&

3"2$"

3!2")

33

3&2)*

3"2'#

33

3)2)&

&2(&

3&2$%

&2!$

3&2&!

3&2"!

3'2**

!2($

3&2"&

3'2"(

"2%!

3!2*#

'2)"

"2""

&2&!

3%2'*

!2'%

3(2&)

3"2%(

33

3&2$*

3&2#$

(2%*

"2""

"2&#

3&2'(

!2#(

&2")

3"2%&

"2&)

&2(#

3"2)&

3!2%*

3&2"!

3!2#!

!2!)

3!2)#

3&2&*

3'2(*

3!2&$

&2'"

&2!!

33

3"2$*

3'2%$

3"2*!

&2&$

)2($

3&2*(

3'2)'

"2(!

33

3!2##

3!2'*

33

"2""

3&2$'

'2'%

3"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2'$

"2'(

3&2'*

3"2"%

3&2$&

3&2#!

&2!)

#2!&

3"2%'

!2$&

3&2**

"2$$

3!2(&

3!2'!

"2%!

3&2!"

!2((

"2()

3'2&)

33

3&2'%

3'2'#

&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3

"2))

3"2(!

'2%'

33

3!2'*

3!2))

&2&%

3!2!$

33

33

3&2("

3!2"$

3&2!*

3&2)!

3!(2)(

3&2)(

(2$$

3!2(#

"2*(

3&2&$

3&2)!

3&2%&

3&2*&

3&2)'

33

3&2$*

"2""

3!2%!

3&2")

&2!)

"2%"

3&2'*

3!2)!

&2#'

3&2#*

&2$*

'2#%

!2*%

3&2*)

3!2&!

3&2#$

3)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码 名称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涨跌
!

成交量 年报
!未摊薄"

代码 名称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涨跌
!

成交量 代码 名称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涨跌
!

成交量 代码 名称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涨跌
!

成交量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2"'

"2!'

"2&!

"2')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2"%

"2&'

"2!)

3"2('

3"2'$

"2&%

3"2!"

3"2*"

"2#%

"2"&

"2(#

"2"%

"2'!

"2"&

"2"'

3

3"2!'

3"2($#

"2"''#

&2!$

"2&&

"2'"

"2"(

"2&*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2&"

"2'&

"2"&

"2"$

3"2((

3"2*"

"2!'

3"2$'

"2!&

"2$!

"2"!%

"2"(

"2"&

3"2"'

"2)#

"2&(

"2&&

"2'(

"2&

3"2()

"2"*

"2&!

"2"(

"2'(

"2!&

"2"#

"2"(

"2"&

3"2#)

3"2"$

"2&"

"2"$!)

"2'!

"2")

"2!$

3"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2")

3&2)%

"2"!

"2"*

"2"#

"2'*

"2"*

&2!%

"2"'

3"2(&

"2"'

3"2&&

"2&"

3"2'(

"2"(

"2"%!'

"2&*

3"2!&

"2"(

"2)(

"2"!

3"2'

"2&'

3"2!'

3&2!)

"2!$

&2"'

"2"(

"2"%

"2((

"2#!

"2(*

"2&#

3'2&

"2"*

"2&#

"2&'

"2&$

3"2"%

"2"#

0$1234

567834

RS !""#$%&% TU '%$()*++VWX ,)-$.(Y

RS .%)%$"&% TU '!$!-*++VWX !!"$-(Y

!""C

年
D

月
EF

日沪深
#

股行情
年报

!未摊薄"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税收开始下滑
■土地出让金由地方政府独享的分配制度面临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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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
久前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

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
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
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 &$!!

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
预算外收入的 %$!以上"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
行业相关的税收已在不少区

域成为地方政府的 #金库$%

但随着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走
向深入!这个&金库$多少已
出现了某些&不牢靠$迹象%

在山东青岛!"$$' 年全
市房地产业缴纳营业税和所
得税'地税口径(约 "$亿元!

契税约 (&亿元!三者合计约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 %

#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下
发后! 当地发改委召集相关
部门和部分房地产企业进行
了座谈" 尽管与东部其他城
市相比!()!的比例不算很

高! 座谈纪要还是不无忧心
地指出+ 房地产税收和土地
出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 国家的宏观调控
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趋缓

和交易额下滑! 从而影响地
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而楼市曾经异常红火的
长三角!这种担心已成现实"

"$$% 年上半年!浙江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 ! 空置面积增加 (*,

倍!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 受此影响!地税部门

征收的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同
比少收 (,*, 亿元" &上半年
浙江省营业税增幅同比回落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税收
的下滑是主因" $浙江省的一
位官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上海!类似的现象更为

突出" "$$%年上半年!上海经
济依然快速增长!./0 增速
达 ("*% +! 但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仅增长 &*1+! 增幅比去
年下降 ()*-+!房地产税收下
降被认为是首要原因"

&随着房地产业的高位

横盘!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将淡出历史舞台"

财政收入的,后房地产时代-

已初露端倪"$接受记者采访
的不少经济学专家断言"

C9DEFGHIJKL

作为&后房地产时代$到
来的一个重要迹象! 一度高

歌猛进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开
始缩量整理! 相关收益出现
大幅下降"

&如果国家在下一阶段
继续加大调控力度 ! 地方

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将不
得不大大减弱"$复旦大学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
授说"

&后房地产时代$到来的
另一个重要迹象是! 中国的
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正在进

行变革" ()),年的分税制改
革后! 中央把土地出让金全

部划归地方政府! 属预算外
收入" 但这一制度安排近期
正在出现重大变动" "'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进一步部署加强土地
调控的工作"强调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
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而据此前有关人士透露
的消息! 土地出让金体制有
可能会从三个方面作出调
整+ 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
纳入财政预算范畴! 中央财
政分享一部分! 以扩大向其
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二

是在地方建立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为将来预留发展建
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
是加大征地拆迁补偿及农民
社会保障的力度%

&正在进行的土地出让
金体制改革从地方政府口袋

里拿走了本不应当属于他们
的收益% 这无疑会抑制当届
地方政府盲目的房地产扩张
冲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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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
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财

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00

虽然财政部言之切切!虽然
一系列端倪表明地方财政
的&后房地产时代$的到来

将不可避免!但依旧有不少
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建
设当作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灵丹妙药$"

&预计到 "$($年! 房地
产业增加值占 ./0 的比重
为 1+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保持在 ,$+左右" $东
部某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
前不久还作如是说" 在该
市!"$$' 年房地产业增加值
占 ./0 的比重已由 "$$$ 年
的 '*'+上升到 -*,+"

国土资源部也指出了正
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目

前虽然审批供应的土地数
量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但

是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突出!

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不少
地方搞,以租代征-!以规避
审批和上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 二是有的
地方通过擅自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违规调整和占

用基本农田" 三是有的地方
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大拆大
建!擅自将腾出的土地置换
为城市建设用地" 四是在有
的地方城乡接合部!地方政

府和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
宅基地违法违规进行房地
产开发" $

毫无疑问! 这些政府是
极度不愿看到地方财政的
&后房地产时代$来临的" 但
地方政府能否继续将房地
产业的发展作为拉动经济

的不二法宝呢1

就此，上海房地产独立

评论人士顾海波认为，由于
赖以发展的要素是极端稀
缺的土地!房地产总体而言
是个不可持续的过渡性行
业! 可持续发展的是建筑
业" 在&后房地产时代$!房
地产对 ./0 和税收的贡献

度下降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当下!

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搞经营
城市!还在希望以地养市!一
旦房地产市场经历大的波
动!地方经济将难逃厄运"

&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

长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
财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建
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
价上涨过快之上的经济增
长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 $

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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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

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
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
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 &$+!

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
预算外收入的 %$+以上"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
行业相关的税收已在不少区

域成为地方政府的 &金库$"

但随着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走
向深入!这个&金库$多少已
出现了某些&不牢靠$迹象"

在山东青岛!"$$' 年全
市房地产业缴纳营业税和所
得税'地税口径(约 "$亿元!

契税约 (&亿元!三者合计约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 "

&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下
发后! 当地发改委召集相关
部门和部分房地产企业进行
了座谈" 尽管与东部其他城
市相比!()+的比例不算很

高! 座谈纪要还是不无忧心
地指出+ 房地产税收和土地
出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 国家的宏观调控
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趋缓

和交易额下滑! 从而影响地
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而楼市曾经异常红火的
长三角!这种担心已成现实"

"$$% 年上半年!浙江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 ! 空置面积增加 (*,

倍!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 受此影响!地税部门

征收的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同
比少收 (,*, 亿元" &上半年
浙江省营业税增幅同比回落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税收
的下滑是主因" $浙江省的一
位官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上海!类似的现象更为

突出" "$$%年上半年!上海经
济依然快速增长!./0 增速
达 ("*% +! 但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仅增长 &*1+! 增幅比去
年下降 ()*-+!房地产税收下
降被认为是首要原因"

&随着房地产业的高位

横盘!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将淡出历史舞台"

财政收入的,后房地产时代-

已初露端倪"$接受记者采访
的不少经济学专家断言"

C9DEFGHIJKL

作为&后房地产时代$到
来的一个重要迹象! 一度高

歌猛进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开
始缩量整理! 相关收益出现
大幅下降"

&如果国家在下一阶段
继续加大调控力度 ! 地方

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将不
得不大大减弱"$复旦大学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
授说"

&后房地产时代$到来的
另一个重要迹象是! 中国的
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正在进

行变革" ()),年的分税制改
革后! 中央把土地出让金全

部划归地方政府! 属预算外
收入" 但这一制度安排近期
正在出现重大变动" "'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进一步部署加强土地
调控的工作"强调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
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而据此前有关人士透露
的消息! 土地出让金体制有
可能会从三个方面作出调
整+ 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
纳入财政预算范畴! 中央财
政分享一部分! 以扩大向其
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二

是在地方建立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为将来预留发展建
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
是加大征地拆迁补偿及农民
社会保障的力度"

&正在进行的土地出让
金体制改革从地方政府口袋

里拿走了本不应当属于他们
的收益" 这无疑会抑制当届
地方政府盲目的房地产扩张
冲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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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
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财

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000

虽然财政部言之切切!虽然
一系列端倪表明地方财政
的&后房地产时代$的到来

将不可避免!但依旧有不少
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建
设当作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灵丹妙药$"

&预计到 "$($年! 房地
产业增加值占 ./0 的比重
为 1+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保持在 ,$+左右" $东
部某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
前不久还作如是说" 在该
市!"$$' 年房地产业增加值
占 ./0 的比重已由 "$$$ 年
的 '*'+上升到 -*,+"

国土资源部也指出了正
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目

前虽然审批供应的土地数
量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但

是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突出!

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不少
地方搞,以租代征-!以规避
审批和上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 二是有的
地方通过擅自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违规调整和占

用基本农田" 三是有的地方
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大拆大
建!擅自将腾出的土地置换
为城市建设用地" 四是在有
的地方城乡接合部!地方政

府和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
宅基地违法违规进行房地
产开发" $

毫无疑问! 这些政府是
极度不愿看到地方财政的
&后房地产时代$来临的" 但
地方政府能否继续将房地
产业的发展作为拉动经济

的不二法宝呢1

就此，上海房地产独立

评论人士顾海波认为，由于
赖以发展的要素是极端稀
缺的土地!房地产总体而言
是个不可持续的过渡性行
业! 可持续发展的是建筑
业" 在&后房地产时代$!房
地产对 ./0 和税收的贡献

度下降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当下!

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搞经营
城市!还在希望以地养市!一
旦房地产市场经历大的波
动!地方经济将难逃厄运"

&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

长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
财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建
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
价上涨过快之上的经济增
长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 $

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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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
久前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

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
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
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 &$+!

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
预算外收入的 %$+以上"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
行业相关的税收已在不少区

域成为地方政府的 &金库$"

但随着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走
向深入!这个&金库$多少已
出现了某些&不牢靠$迹象"

在山东青岛!"$$' 年全
市房地产业缴纳营业税和所
得税'地税口径(约 "$亿元!

契税约 (&亿元!三者合计约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 "

&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下
发后! 当地发改委召集相关
部门和部分房地产企业进行
了座谈" 尽管与东部其他城
市相比!()+的比例不算很

高! 座谈纪要还是不无忧心
地指出+ 房地产税收和土地
出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 国家的宏观调控
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趋缓

和交易额下滑! 从而影响地
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而楼市曾经异常红火的
长三角!这种担心已成现实"

"$$% 年上半年!浙江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 ! 空置面积增加 (*,

倍!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 受此影响!地税部门

征收的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同
比少收 (,*, 亿元" &上半年
浙江省营业税增幅同比回落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税收
的下滑是主因" $浙江省的一
位官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上海!类似的现象更为

突出" "$$%年上半年!上海经
济依然快速增长!./0 增速
达 ("*% +! 但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仅增长 &*1+! 增幅比去
年下降 ()*-+!房地产税收下
降被认为是首要原因"

&随着房地产业的高位

横盘!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将淡出历史舞台"

财政收入的,后房地产时代-

已初露端倪"$接受记者采访
的不少经济学专家断言"

C9DEFGHIJKL

作为&后房地产时代$到
来的一个重要迹象! 一度高

歌猛进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开
始缩量整理! 相关收益出现
大幅下降"

&如果国家在下一阶段
继续加大调控力度 ! 地方

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将不
得不大大减弱"$复旦大学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
授说"

&后房地产时代$到来的
另一个重要迹象是! 中国的
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正在进

行变革" ()),年的分税制改
革后! 中央把土地出让金全

部划归地方政府! 属预算外
收入" 但这一制度安排近期
正在出现重大变动" "'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进一步部署加强土地
调控的工作"强调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
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而据此前有关人士透露
的消息! 土地出让金体制有
可能会从三个方面作出调
整+ 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
纳入财政预算范畴! 中央财
政分享一部分! 以扩大向其
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二

是在地方建立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为将来预留发展建
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
是加大征地拆迁补偿及农民
社会保障的力度"

&正在进行的土地出让
金体制改革从地方政府口袋

里拿走了本不应当属于他们
的收益" 这无疑会抑制当届
地方政府盲目的房地产扩张
冲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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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
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财

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000

虽然财政部言之切切!虽然
一系列端倪表明地方财政
的&后房地产时代$的到来

将不可避免!但依旧有不少
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建
设当作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灵丹妙药$"

&预计到 "$($年! 房地
产业增加值占 ./0 的比重
为 1+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保持在 ,$+左右" $东
部某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
前不久还作如是说" 在该
市!"$$' 年房地产业增加值
占 ./0 的比重已由 "$$$ 年
的 '*'+上升到 -*,+"

国土资源部也指出了正
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目

前虽然审批供应的土地数
量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但

是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突出!

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不少
地方搞,以租代征-!以规避
审批和上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 二是有的
地方通过擅自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违规调整和占

用基本农田" 三是有的地方
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大拆大
建!擅自将腾出的土地置换
为城市建设用地" 四是在有
的地方城乡接合部!地方政

府和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
宅基地违法违规进行房地
产开发" $

毫无疑问! 这些政府是
极度不愿看到地方财政的
&后房地产时代$来临的" 但
地方政府能否继续将房地
产业的发展作为拉动经济

的不二法宝呢1

就此，上海房地产独立

评论人士顾海波认为，由于
赖以发展的要素是极端稀
缺的土地!房地产总体而言
是个不可持续的过渡性行
业! 可持续发展的是建筑
业" 在&后房地产时代$!房
地产对 ./0 和税收的贡献

度下降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当下!

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搞经营
城市!还在希望以地养市!一
旦房地产市场经历大的波
动!地方经济将难逃厄运"

&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

长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
财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建
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
价上涨过快之上的经济增
长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 $

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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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
久前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

一些地方政府!土地直接税收
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
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 &$+!

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
预算外收入的 %$+以上"

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
行业相关的税收已在不少区

域成为地方政府的 &金库$"

但随着房地产业宏观调控走
向深入!这个&金库$多少已
出现了某些&不牢靠$迹象"

在山东青岛!"$$' 年全
市房地产业缴纳营业税和所
得税'地税口径(约 "$亿元!

契税约 (&亿元!三者合计约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 "

&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下
发后! 当地发改委召集相关
部门和部分房地产企业进行
了座谈" 尽管与东部其他城
市相比!()+的比例不算很

高! 座谈纪要还是不无忧心
地指出+ 房地产税收和土地
出让收益是政府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 国家的宏观调控
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开发趋缓

和交易额下滑! 从而影响地
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而楼市曾经异常红火的
长三角!这种担心已成现实"

"$$% 年上半年!浙江省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 ! 空置面积增加 (*,

倍!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 受此影响!地税部门

征收的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同
比少收 (,*, 亿元" &上半年
浙江省营业税增幅同比回落
%*&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税收
的下滑是主因" $浙江省的一
位官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上海!类似的现象更为

突出" "$$%年上半年!上海经
济依然快速增长!./0 增速
达 ("*% +! 但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仅增长 &*1+! 增幅比去
年下降 ()*-+!房地产税收下
降被认为是首要原因"

&随着房地产业的高位

横盘!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将淡出历史舞台"

财政收入的,后房地产时代-

已初露端倪"$接受记者采访
的不少经济学专家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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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房地产时代$到
来的一个重要迹象! 一度高

歌猛进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开
始缩量整理! 相关收益出现
大幅下降"

&如果国家在下一阶段
继续加大调控力度 ! 地方

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将不
得不大大减弱"$复旦大学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教
授说"

&后房地产时代$到来的
另一个重要迹象是! 中国的
土地出让金分配制度正在进

行变革" ()),年的分税制改
革后! 中央把土地出让金全

部划归地方政府! 属预算外
收入" 但这一制度安排近期
正在出现重大变动" "' 日!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进一步部署加强土地
调控的工作"强调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
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

而据此前有关人士透露
的消息! 土地出让金体制有
可能会从三个方面作出调
整+ 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
纳入财政预算范畴! 中央财
政分享一部分! 以扩大向其
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二

是在地方建立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为将来预留发展建
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
是加大征地拆迁补偿及农民
社会保障的力度"

&正在进行的土地出让
金体制改革从地方政府口袋

里拿走了本不应当属于他们
的收益" 这无疑会抑制当届
地方政府盲目的房地产扩张
冲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
所研究员易宪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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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
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财

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000

虽然财政部言之切切!虽然
一系列端倪表明地方财政
的&后房地产时代$的到来

将不可避免!但依旧有不少
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建
设当作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的&灵丹妙药$"

&预计到 "$($年! 房地
产业增加值占 ./0 的比重
为 1+左右! 房地产开发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保持在 ,$+左右" $东
部某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
前不久还作如是说" 在该
市!"$$' 年房地产业增加值
占 ./0 的比重已由 "$$$ 年
的 '*'+上升到 -*,+"

国土资源部也指出了正
在发生的一些新情况+&目

前虽然审批供应的土地数
量控制在计划指标之内!但

是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突出!

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不少
地方搞,以租代征-!以规避
审批和上缴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 二是有的
地方通过擅自修改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违规调整和占

用基本农田" 三是有的地方
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大拆大
建!擅自将腾出的土地置换
为城市建设用地" 四是在有
的地方城乡接合部!地方政

府和开发商联手利用农民
宅基地违法违规进行房地
产开发" $

毫无疑问! 这些政府是
极度不愿看到地方财政的
&后房地产时代$来临的" 但
地方政府能否继续将房地
产业的发展作为拉动经济

的不二法宝呢1

就此，上海房地产独立

评论人士顾海波认为，由于
赖以发展的要素是极端稀
缺的土地!房地产总体而言
是个不可持续的过渡性行
业! 可持续发展的是建筑
业" 在&后房地产时代$!房
地产对 ./0 和税收的贡献

度下降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当下!

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搞经营
城市!还在希望以地养市!一
旦房地产市场经历大的波
动!地方经济将难逃厄运"

&建立在房地产投资增

长和房价上涨过快之上的
财政增收是不可持续的!建
立在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
价上涨过快之上的经济增
长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 $

易宪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