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视监管第五十二期丨业绩说明会：传递上市公司价值的桥梁 

 

  高质量业绩说明会的基础必须是立足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解读公司

年报，依法合规开展交流，既不是信口开河，把公司说的天花乱坠，甚至“蹭热

点”或发布虚假、误导性信息；也不会只报喜不报忧，对公司的困难和风。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年报季。截至 3 月 22 日，已有 308 家 A 股上市公司披

露了 2020 年年度报告。 

  作为对过去一年经营成果的全面总结，年报准备往往历时几个月，不少公司

在披露年报后也不免长舒一口气，认为已经“大功告成”。 

  其实不然。 

  面对上市公司动辄百余页的年报，很多投资者往往不知从何读起，也无法快

速、准确地抓取重点，难以把握公司财务数据的内在逻辑，获得公司经营状况的

直观感受。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公众公司，在年报披露后，还应该主动帮助投资者加深对

公司的理解和认识。年报业绩说明会作为补充解读公司经营业绩、战略规划的重

要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市场各方的重视。 

  本期深市监管即想探究，如何使业绩说明会真正成为公司传递价值、投资者

发现价值的桥梁。 

  架桥梁：激发热情 

  为帮助投资者及时获取有价值的公司信息，近年来，监管部门鼓励引导上市

公司自主召开业绩说明会，并提供技术、信披等相应支持。 

  说是鼓励引导，但从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看，上市公司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如去年深市公司的业绩说明会呈现出明显的“三高”特点。 

  首先是“比例高”。深市有近 1600 家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占

深市公司总数的近七成，当中既有沪深 300 公司、市场化蓝筹代表，也有创新

创业龙头、细分行业排头兵。 

  其次是“效率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举办的业绩说明会全部以网

络形式召开，打破空间限制，受众面更广，还有一些公司在微信中开发“投资者

关系”、“约调研”等小程序，让投资者能够更为便捷地参会，进一步拉近公司与

投资者之间的距离。为深入了解投资者关切，中国广核等 159 家公司还提前通

过发布公告等方式向投资者征集问题，做足准备工作。 

  再次是“规格高”。召开会议的公司中，近 1300 家公司的董事长出席业绩

说明会，占比 81%；超过 1400 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出席业绩说明会，占比 90%。

与此同时，投资者提问也十分踊跃，平均每家公司回答投资者问题 35 个，荣盛

发展、正邦科技、鱼跃医疗等公司回答投资者提问分别达到 511 个、277 个和

265 个。 

  在众多业绩说明会中，有一些公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平安银行，公司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会

议召开当天恰逢情人节，公司通过一封用业绩书写的“情书”来表达对投资者满

满的尊重；会议当天通过视频展示疫情最前线武汉分行直面危机、迎难而上履行

社会责任的故事。董监高团队也颇为重视此次说明会，公司董事长，行长，零售、

公司、资金同业三大业务条线负责人，风控、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共 9 名

董监高出席会议。 

  该场交流会也创下 A 股最多人次参与记录，最高峰时参会人数突破 27 万人



次。 

  看亮点：效果各异 

  同样是业绩说明会，有的公司门庭若市，投资者满载而归，有的公司则门可

罗雀，投资者败兴而回。 

  除公司自身受关注程度存在差异外，与业绩说明会的“含金量”也存在莫大

干系。 

  对比不难发现，有些业绩说明会不仅召开时间一拖再拖，出席会议的董监高

也寥寥无几，而且交流内容也仅仅停留在通报年报数据的“表层”，缺乏对公司

经营情况和战略规划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抓不住投资者真正关注的点。 

  从上市公司实践情况看，一场精彩的业绩说明会可能形式各异、亮点不同，

但至少满足“及时、高效、充实”三项基本要求。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及时”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深交所即鼓励上市公司在

年报披露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召开业绩说明会。 

  所谓“趁热打铁”，如果召开时间过晚，投资者可能以自己的理解“先入为

主”，上市公司也错失了向投资者解读公司情况的良机，业绩说明会的效果将会

大打折扣。 

  “高效”的业绩说明会，往往能够较好地保障各方便捷参与其中并高质量地

开展沟通，当然，这离不开精心的准备和有序的组织。 

  具体而言，会前提前做好问题征集，收集整理相关材料，确定合适的答复口

径，才能在会上给出“真材实料”。会中则需要借助直播、视频、语音等多种形

式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参会互动的权利，留足时间与投资者交流互动，认真答复

投资者提问，充分满足投资者知情权。会后，还需及时梳理总结情况，全面如实



地公开会议内容，让没有参会的投资者也能及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业绩说明会是否“充实”，则取决于公司重视的程度、分析的深度和交流的

广度，其“牛鼻子”在于公司的“关键少数”。 

  高质量的业绩说明会，一般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率领主要高管参与互

动，同时独立董事、保荐代表人也积极参与，共同对公司所处行业状况、发展战

略、生产经营、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财务状况、风险因素等投资者关心的内容

进行充分说明，并作专业深入的探讨，使业绩说明会真正成为公司传递价值、投

资者发现价值的桥梁。 

  比如，在去年的业绩说明会中，某制造业公司的董事长结合公司发展定位对

公司 2019 年度的研发费用和专利申请情况进行了解读，同时就投资者关心的控

股股东破产重整进度和对公司的具体影响进行了说明，还对公司积极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全力争取复产复工情况作详细介绍，增强了投资者信心，稳定了市场预期。 

  需要注意的是，高质量业绩说明会的基础必须是立足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实

事求是解读公司年报，依法合规开展交流，既不是信口开河，把公司说的天花乱

坠，甚至“蹭热点”或发布虚假、误导性信息；也不会只报喜不报忧，对公司的

困难和风险三缄其口或闪烁其词；更不能任性地“一吐为快”，泄漏公司内幕信

息或未公开重大信息。 

  守初心：共享共赢 

  2020 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广泛深远。回首

这一年，上市公司如何应对疫情，如何开源节流，如何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开拓

新业务？展望来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又将

如何应对？这都是投资者迫切关注的问题。 



  2020 年年报披露后，业绩说明会已经成为众多上市公司与投资者进行坦诚

沟通的“必选动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披露 2020 年年报的公司中，

超八成已发布召开业绩说明会的相关公告，预计今年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司比例

将超过去年。 

  TCL 科技、招商蛇口等公司已经率先举办了业绩说明会，吸引了知名公募基

金、险资机构以及 QFII 等数百家机构和为数不少的个人投资者参与其中。作为

创业板改革后首批上市的公司，锋尚文化在问答环节介绍了公司行业地位、市场

竞争格局、市场规模及占比、2020 年的重点研发工作、2021 年的市场布局以及

长期发展规划等。 

  业绩说明会受到各方重视，表明在注册制背景下，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将选

择权交给市场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目前，A 股票上市公司家数已突破 4200 家，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 

  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一场成功的业绩说明会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

有益补充，不仅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我说你评”、“你问我答”的双向沟通

共享平台，更能打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共赢局面。 

  从实践情况看，不少认真筹划业绩说明会、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公司，其

价值往往更能受到市场认同，同时，投资者也因公司业绩和市场价值的增长而获

益，并进一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业绩说明会展现的不只是上市公司发展壮大的一个个图景，更是资本市场快

速健康发展的生动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