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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2013年起，宁波市新设企业数先
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近两年恢复常态，新增注
册资本则每年以不同幅度实现增长。

宁波市新设企业数量大，今年上半年新设企
业3万家，新增注册资本6257.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7.8%和19.8%。与全省比较，今年上半年新

设数量和新增注册资本额均居全省第二位，但同
比增幅属中等偏下水平。

从全年的新设与消亡（注销和吊销）比看，
2016年度宁波市新设消亡比值为3.8：1，相当于
每消亡一家企业，有3.8家新设的企业来补充。
与全省比较，宁波市新设消亡比位居第七。

我市年度企业年报分析报告发布
实体经济社会贡献价值全省第一

昨天，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16年度企业年报之宁波实体经济分析报告》。对近4年宁波实体
经济总量增幅、经营状况、活跃度、社会贡献价值、同比在全省的排位等作了分析解答。

小市值股整体涨幅逾30%

统计显示，10年里，不同风格的股票分化明显，
对应的各大股指表现不一。截至昨日，过去10年，
上证指数跌了44.84%，深证成指下跌40.25%。代表
中大市值股和权重股的沪深300、中证100、上证
50 等指数出现显著下跌，跌幅分别为 29.88%、
30.91%、36.70%。

尽管近两年小市值股票表现不佳，但10年间
代表小市值股票的中证500、中小板指、创业板指
等表现颇佳。其中，中证500、中小板指10年里累计
涨幅分别达37.20%、35.55%。创业板指2010年才
推出，至今累计涨幅达90.94%。

在沪指6124点牛市最疯狂的时候，A股整体
市盈率突破55倍，随着市场的调整，当前市盈率维
持在20倍左右。

流通市值10年增长超4倍

10年间，尽管各大指数表现不一，但A股市场
规模却显著增长。统计显示，上市公司家数从约
1500家增至约3400家，增加超过1倍；总股本由
1.99万亿股增至约6万亿股，增长超过2倍；流通股
本从9435亿股增至5.16万亿股，增幅高达4.47倍。

随着“块头”越来越大，A股总市值也从36万亿
元增至64万亿元，增长了77%；伴随股改结束后全
流通时代到来，流通市值更是从不足9万亿元增至
45万亿元，增长逾4倍。

茅台涨幅进不了前100位

统计显示，当前，有994家公司复权价突破沪
指6124点时的股价，但也有400多家公司股价仍
低于6124点时的收盘价。此外，还有30多家公司
退市。

在考虑权息因素后，主板的三安光电成为A股
真正的涨幅王者，累计实际涨幅高达5947.93%。公
开资料显示，2007年10月16日，三安光电股价6
元出头，而目前股价也只有22.81元，乍一看涨幅并
不算大，但实际上三安光电基本每年都进行大比例
送转股或现金分红，若进行复权，股价的实际涨幅
接近60倍。

涨幅居于次席的为主板的华夏幸福，该股累计涨
幅超过30倍。深市主板涨幅最大的是平潭发展，累计
涨幅达2754.25%。中小板涨幅最大的是东方雨虹，累
计涨幅达2464.66%。

值得一提的是，“股王”贵州茅台10年累计涨
幅361.86%，仅排名第253位。

逾6成股票基金获正收益

10年前沪指6124点时买的股票型基金，如今
多数依然赚钱。据Wind统计，从2007年10月16
日到2017年10月13日的10年间，可追溯业绩的
204只主动偏股型基金（包括主动股票型、偏股混
合型、平衡混合型、灵活配置型），共有131只基金
取得正收益，占比达64.22%。

据统计，在204只基金中，有90只产品收益率
超过20%，其中，收益率在20%至50%的有53只，
占比25.98%；收益率在50%至100%的有27只，占
比13.24%；收益率在100%以上的有10只，占比近
5%。 记者 张波

“6124”十周年：
最牛股票涨了60倍

“股王”茅台涨幅竟未进前100

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创下6124点最高
点位。一晃十载，A股市场经历了多轮起伏，2015年
更是遭遇了罕见的“股灾”。昨日，上证指数年内第
二次冲击3400点失败，盘中上摸3400.51点后回落。

尽管沪指10年间跌了44.84%，但A股总市值
却增长了77%，流通市值更是从不足9万亿元增至
45万亿元，增长逾4倍。最牛股票涨了60倍，而

“股王”贵州茅台涨幅居然进不了前100。

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市制造业累计实有
企业9.7万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制造业占全
市总累计实有企业比重30.3%，较上年同期低
3.1个百分点，较2013年低10.3个百分点，呈逐
年下降态势，较全省的27.0%比重高了3.3个百
分点。

统计显示，2016年度宁波制造业企业开业
7.2万家，开业率85.4%，相比全省制造业开业率

82.1%高3.3个百分点，位居第三；制造业活跃的
企业7万家，活跃率96.4%，近4年呈小幅波动上
升趋势，与全省整体基本持平。

宁波市制造业2016年度实现盈利企业4.4
万家，亏损 2.6 万家，盈利面 60.1%，亏损面
36.4%，同比无明显变化。盈利面较全省制造业
整体低3.5个百分点，亏损面较全省制造业整体
高4.1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宁波新设生产性服务业企业1.9
万家，占全市新设企业总数的62.5%，较2013年
增长13.5个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30日，宁波累
计实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16.2万家，占全市累计
企业总数的50.6%，较上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
较2013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较全省（47.4%）高
了3.2个百分点。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累计实有
企业数量位居全省第二，是杭州（排名第一）的

60%，是金华（排名第三）的两倍。
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2016年度实现盈利企

业有3.4万家，亏损5.5万家，盈利面36.4%，亏损
面58.5%。较上年同期盈利面和亏损面无明显变
化。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盈利面较全省生产性
服务业低5.9个百分点，亏损面较全省生产性服
务业高8.1个百分点，盈利面和亏损面均略优于
处于末位的杭州。

2016年，从政府纳税和为职工支付的社会贡
献价值角度来看，我市制造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的社会贡献价值分别为 1834.8 亿元、
1296.2亿元，均居全省第一；贡献率分别为11.3%

和3%。制造业社会贡献率是非制造业（3.2%）的
三倍多。从解决就业角度来看，宁波市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别吸纳214.8万和102.2万
人就业。

数据显示，2016年我市制造业在研发、技
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等方面支出为189.7亿元，同
比增长10.9%，增幅全省垫底，其中研发支出仅
占主营收入1.5%。生产性服务业在科研创新方
面支出65.4亿元，同比增长58.7%，投入快速增
长，远高于全省整体3.2%的增幅，其中研发支
出占主营收入0.3%，与杭州1.3%的占比相差甚
远。

知识产权拥有量上，户均使用商标分别为
0.15个和0.08个。各项指标均处于全省落后水

平，急需引起高度重视。
2016年度我市制造业应收、应付账款同比分

别增长6.1%、9.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生产性服
务业亦类似。实体经济的应收和应付账款比重
均超过流动资产的四成以上，且注册资本规模越
小的企业，应收应付账款比重越大，这一方面说
明企业的债务风险较大，容易引发三角债，另一
方面说明应收账款管理缺陷已成普遍问题，急需
采取科学方法加以解决。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潘玲娜

上半年企业新设数居全省第二

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

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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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债务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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