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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0/2021_2022__E6_8F_90_E

9_98_B2_E5_AD_A3_E6_c67_470508.htm 上市公司2007年第三

季度报告披露工作近日已进入高峰期，业内权威人士再次提

醒投资者，应关注三季报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

收益”这项财务指标，这将有助于投资者全面充分地了解上

市公司真实的经营业绩。 根据沪深交易所9月下旬下发的有

关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来看，

今年三季报披露规则的最大一个变化是，上市公司必须在季

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相关条款下，增加披露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 

据悉，此前，该指标在证监会公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中有要求，但只是在半年报和年报

的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而季报因不需要披露报表附注，因

此不用披露该指标。然而，今年一季报披露期间，某ST公司

因债务重组导致基本每股收益排名第一，而其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与之相差悬殊，容易给投资者造成误导。

在此情况下，沪深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在三季报中披露该指

标，让投资者充分了解每股收益中存在的非经常性损益因素

的影响。 业内权威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非经常性损益在上

市公司定期报告中扮演着业绩“魔棒”的角色。虽然非经常

性损益既包括利得也包括损失，但大多数情况下，该项指标

表现为非经常性利得，这就使得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收益会低于扣除前的收益。从今年已披露的三季报来看

，仍有不少公司的业绩增长是靠非经常性损益“添彩”。因



此，投资者只有通过比较“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两项指标的差别，才能基本了解上

市公司正常情况下的盈利能力。如果不加区别地将非经常性

损益混同于经常性损益之中，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必将严重

扭曲，进而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判断。 此外，该人士还提醒投

资者应特别注意非经常性损益过大的上市公司和虚盈实亏的

上市公司，因为此类公司今后发生业绩大幅波动的可能性显

然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