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频洒“红包雨” 上市公司迎密集分红期

□本报记者 齐金钊

7月中旬，A股上市公司进入密集分红期，近300家公司实施分红。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16日，A股有2469只公布了2019年度分红实施公告。 其中，已过股权登记日的有2400家，69家公司未到股权登记日。 在监管大力提倡现金分红的背景下，2019年度单纯实施送转股的公司仅有25家，其余公司均含有现金分红。

“分红潮”来临

Wind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旬将是A股“红包雨”最为密集的时间段之一。 以股权登记日为基准，7月中旬（7月10日至7月20日）A股共有277家公司实施分红。

以股权登记日为基准，7月16日，A股共有65家公司分配方案将要实施。 从这些公司的分红方案来看，每10股派现金额在1元（含税）及以上的共有21家，华域汽车派现最大方，每10股派现8.5元，长江电力、荣盛发展等紧随其后，每10股派现金额分别为6.8元、4.8元。 从送转比例来看，每10股送转比例最高的是华夏航空，该股2019年度分配方案为10转增5派0.76元（含税）。

统计显示，2019年度推出分配方案的公司合计有2469家。 从2019年度A股上市公司整体的现金分红情况来看，有24家公司分红总额超过百亿元。 其中，工商银行分红额最高，达到937亿元。 建设银行次之，分红总额达到8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红的公司中，科创板公司表现亮眼，目前有91家科创板公司发布了2019年年度分红方案，选择分红的公司数量占比超过7成。

监管持续引导现金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红大潮下，一些多年不分红的“铁公鸡”受到了重点监管。 7月7日晚，春兴精工被深交所问询。 深交所指出，年报显示，公司连续三年现金分红金额为0元，要求公司结合同行业特征、自身经营模式、多年度财务指标等，说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等，并说明连续三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在监管层大力提倡现金分红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已经成为趋势。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度分配方案中含有现金分红的有2445家，累计派现金额1.28万亿元。 同时，在严监管下，上市公司高送转急剧降温，2019年度分配方案中含送转股的有375家，若以深沪交易所高送转披露指引的征求意见稿为基准，2019年度高送转的公司仅有9家。

从分红收益来看，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有867个股股息率超一年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 在这些公司中，122只的股息率超过5%，31只股息率超过7%，9只股息率超过10%。

业内人士称，高派现从侧面显示企业现金流充裕，经营水平很好，传递出积极的信息。 预计未来那些现金流充沛、已有多次分红派现史、盈利能力处于上升期的公司，仍将是分红派现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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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再增多

部分城市楼市调控料加码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王舒嫄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

房房价环比上涨城市为61个，较5月增加4个，为近12个月以来

最高；二手房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增加至50个，较5月增加9个。 其

中，深圳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1.9%，领涨全国。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货币环境较为宽松，房价具有一定上涨

动力，但信贷政策和调控政策仍然严格，房价短期快速上涨脱离

合理区间的可能性不大。 一些房价上涨过快城市的楼市调控政

策料收紧。

总体平稳 价格微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表示，6月，面对复工复

产复业复市继续推进， 住房需求持续释放，70个大中城市房地

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格微涨。

从环比看，6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涨幅回落，二三线城市涨幅略有扩大。 4个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 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

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

分点。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

均比上月有所扩大。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若辰表示，6月70城二手房价

涨幅环比略有扩大，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从同比看，6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二三线城市涨幅延续回落态势。 其中，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3%

和5.2%，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4和1.1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4个月相同或

回落。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

连续15个月相同或回落。

抑制过热 政策收紧

进入下半年，包括深圳、杭州、宁波在内的多地都在收紧

楼市调控。 业内分析，此类政策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说明

今年下半年部分房价过热的城市，依然以政策收紧为导向。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部分城市房价

上涨过快，违背了稳房价的导向，也违背了“房住不炒” 的政策

导向。 通过此类政策出台，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市场的稳定，

防范市场炒作。 预计后续其他房价不稳定、 房价上涨过快的城

市，也依然会有政策出台。

王若辰表示， 目前货币环境较为宽松， 房价有一定上涨动

力，但信贷政策和调控政策仍然严格，房价短期快速上涨脱离合

理区间的可能性不大。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王小嫱认为， 在全国开

发经营指标增速并未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背景下， 下半年政策

全面收紧的概率不大，总体仍延续温和窗口期，供应端利好政策

以及人才引进将持续发力。

175天后影院迎重启 电影行业有望加速回暖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停业175天后， 全国影院迎来重启时

刻。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称，低风

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

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

业。 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7月20日影院复

工后，第一批影片应为复映老片。 复映片单

囊括了《中国合伙人》《狼图腾》等20部影

片。 影院复工消息公布当天，阿里影业和光

线传媒先后官宣《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妙

先生》定档。 业内人士称，随着疫情逐渐好

转，影视行业复产复工有序推进，且相关部

门已发布对电影行业的税费支持政策，后

续有望出台落地更多支持政策， 行业有望

持续回暖，走出低谷。

影院复工要求高

本次国家电影局复工要求涉及到观众

管理、座位安排及片长设置。 通知中要求，

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

实行交叉隔座售票，保证陌生观众间距1米

以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 电影放映

场所原则上不售卖零食和饮料， 影厅内原

则上禁止饮食。

通知对场次也做出安排。 电影放映场

所减少放映场次， 日排片减至正常时期的

一半， 控制观影时间， 每场不超过两个小

时，延长场间休息时间，对影厅充分清洁与

消毒；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观众

聚集。

“算是半个好消息。 ”一家中型院线公

司高管周伟（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上座率、 禁售零食、 日排片限制的影响不

大， 只有观影时长不超过2小时是个大问

题。“不超过2小时的影片，基本排除了所有

好莱坞大片复映的可能，这个影响很大。 ”

首批片单公布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7月20日影院复

工后，第一批影片应为复映老片。 万达影城

北京区域公布的宣传物料显示， 复映片单

囊括了《中国合伙人》《狼图腾》《战狼2》

《流浪地球》《何以为家》《红海行动》等

20部影片。

业内人士介绍， 上述影片是由中国电

影组织的公益片源。 今年3月，中国证券报

记者当时从院线人士处获得的一份通知显

示， 中国电影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

与《中国合伙人》《狼图腾》《战狼2》《流

浪地球》《何以为家》的出品方（版权方）

协商后决定，将原分账比例由43%:57%调

整到0:100%，即五部影片以公益发行的方

式上映， 发行方和片方应得43%的分账部

分全部让利给影院。 同时也建议电影院能

考虑以公益放映或低票价的优惠方式，更

多让利给观众。

此外也有新片宣布定档。 7月13日，电

影《第一次的离别》定档全国影院复工首

日在全国上映， 成为今年春节院线停工后

首部登陆影院的作品。 影院复工消息公布

后，阿里影业方面宣布，电影《我在时间尽

头等你》定档七夕情人节上映。 光线传媒7

月16日晚宣布，动画电影《妙先生》定档7

月31日上映。

爆款电影成为引流关键

影院即将开门， 影投上市公司的生存

状况受到市场关注。

自1月23日停业以来， 包括万达电影、

横店影视等影投上市公司面临资金只出不

进的尴尬境地， 相关公司上半年业绩处于

亏损状况。 万达电影上半年预计亏损15亿

元至16亿元。 金逸影视上半年预计亏损3.1

亿元至3.9亿元。

随着影院的复工获放行， 相关恢复工

作已经展开。 河南一家地级市影院经理介

绍， 公司下属两家影院疫情期间安排员工

放假在家，期间员工流失超六成。 目前主要

工作是对影院进行清洁消毒， 然后是重新

招募员工。

对于影投上市公司的复工， 相关人士

表达了担忧。 一位上海券商传媒分析师钟

胜（化名）坦言，目前从通知要求来看，短

期无法有大量观众观影， 而影院相关成本

提升，公司可能要做好继续亏钱准备。 对于

今年能否回升到去年同期水平， 钟胜认为

十一国庆档将是一个重要试金石， 如果票

房没有起色，那全年就无望了。

灯塔专业版往年上座率数据统计显

示，2014年至2019年影院全部城市平均上

座率为12.5% ， 一线城市平均上座率为

16.8%， 一线城市黄金时段平均上座率为

25.6%，二三四线城市影院平均上座率整体

更低。

北京一家券商传媒分析师李敏 （化

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目前的综合上

座率来看， 限制上座率对于爆款电影会有

一定的影响， 但是爆款电影可以通过延长

上映时间， 提高票价等方式对票房实现一

定的补偿。 因此，限流对电影行业整体业绩

影响相对有限， 未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

开，影院将迎来更多观众回归。

中酒协：酒类市场议价能力逐年提升

□本报记者 潘宇静

7月16日，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

理事长王延才在《中国酒业协会第五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酿酒产业五年

来发生了质的飞跃， 酒类企业的数量逐年

减少， 但是酒类市场的议价能力逐步得到

提升，净利润水平呈上升趋势。 未来，产业

力争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万亿元。

五年利润增幅达72.6%

王延才在会上表示，2015年至2019年

是酒水产业主动适应新常态，提质增效，推

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的五年，

这其中呈现四大变化。

其一是规模以上酒类企业数量逐年减

少，相比五年前减少了437家，体现出酒业

市场集中度逐年得到提升； 其二是产销量

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相比五年前减

少了1686.3万千升，降幅为25.6%，体现了

市场供需关系和消费需求的变化； 其三是

产品销售收入减少184亿元， 降幅2.3%，在

2017年触底回升，出现“V”字反转。 但是，

单位产品销售收入却基本显示出逐年增长

的现象（仅2016年出现下降），五年累计增

幅31.3%，说明酒类产品的市场议价能力逐

步得到提升； 其四是利润水平呈现逐年上

升的趋势， 累计增加679.5亿元， 增幅达

72.6%，单位产品利润增幅高达132%，表现

出酒业由量变向质变的过程， 间接体现出

的是消费者“喝少一点儿，喝好一点儿” 的

消费诉求。

“中国酿酒产业五年来质的飞跃，主要

体现在制造体系、管理体系、责任体系、标

准体系四方面的新跨越。 ” 王延才说。

他总结， 中国酿酒已经从过去简单生

产方式全面转向了技术创新拉动产业升级

的新通道；从单纯追求色、香、味的角度，彻

底转向以消费者为核心设计产品， 积极适

应市场需求变化拥抱消费者， 同时还转向

以风味和健康为导向进行美酒酿造； 推广

现代机械化酿造，提升整体生产水平，进一

步加强了生产全程管控。

酿酒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酒业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

规模以上酿酒企业累计完成产品销售收入

超过8350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工

业营收增长率3个百分点；利润为1611.7亿

元，同比增长12.8%，高于全国工业利润增

长率16.1个百分点。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认为，

多年来， 中国酿酒产业发展迅速， 成就显

著。 第一，白酒产业发展繁荣，正在步入高

质量发展新时代，茅台、五粮液迈进千亿规

模，引领白酒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第二，

啤酒产业不断升级，高端化、多元化、特色

化、高附加值啤酒逐渐成为流行消费品，高

端啤酒年销售额增速超过30%。 葡萄酒产

业稳步发展，品质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逐

步增强，产区建设初见成效。 第三，黄酒产

业发展提速，局限性消费正在打破，营养、

风味、舒适度持续改善，正在向高端化、年

轻化的高质量方向快速发展。第四，露酒产

业百家争鸣，茅台不老酒、五粮液生态酒、

泸州老窖养生酒、洋河双沟莜清酒、汾酒玫

瑰酒、古井贡亳菊酒，追求安全和健康，赢

得了消费者认可。 第五， 酒精产业循环发

展，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成熟发展，可循环、

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表率。

力争销售收入超万亿元

中国酒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宋

书玉表示， 在新一届理事会期间的产业经

济主要预期目标方面， 在保证全产业产销

量稳定的同时，力争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万

亿元，利润超过2000亿元。

“引领产业着力打造名优产区、特色区

域、产业集群，扶持个性多元、国际表达的

酒庄、工坊等新兴商业模式，切实发挥出特

色消费促进消费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

用，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 ”宋书玉说。

中国酒业协会将持续对14个重点产业

集群、6大名酒产区的发展进行共建培育，持

续以系统性、立体化、全维度的标准体系，扶

持名特优产区向更良性、更高质量发展。

宋书玉称， 中国酒业协会将争取相关

产业政策扶持， 对名优产区的重点龙头酒

类企业进一步倾斜， 锻造中国酒类产业的

中流砥柱。

他表示，我国酒业应该国际、国内市场

双驱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酒类最重要的

市场，中国酒还没有走向世界，世界酒已经

来到中国。 驶向国际蓝海我们仍需努力，捍

卫国内市场，红海行动已经箭在弦上。 ”

“酒业应该紧紧抓住消费逐步复苏、消费

能力逐步提升的契机，以品质消费助力品质升

级、服务升级、市场升级，尤其要做好长期稳固

国内市场的充分准备。 ”宋书玉表示。

房企积极布局TOD领域

□本报记者 张军

继与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铁集

团” ）设立合资公司，重点合作开发TOD项目后，万科日前又和

成都轨道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成都轨道集团” ）合资

成立了成都轨道万科物业有限公司。

目前，万科已在广州、上海、佛山等城市布局了TOD项目。

近年来，已有包括龙湖集团，越秀等房企布局TOD项目，部分房

企和地铁公司合作频繁。

万科再落一城

7月13日， 万科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轨道集团联

合成立成都轨道万科物业有限公司，双方分别持股51%和49%。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人力资源服务、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等，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万科物业方面获悉， 该公司未来会和成

都轨道集团合作TOD相关项目。

5月11日，成都轨道集团曾发布了首张TOD地图，涉及

16个TOD项目，其中包括14个示范项目，分布在成都14个区

市县。

对万科来说，与地铁公司联合布局TOD项目已不是首次。 5

月15日，万科曾公告称，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万科置业

有限公司与深铁集团子公司深圳地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

投资成立一家由万科并表的项目公司， 联合开发佛山南海新交

通车辆段上盖项目。 其中， 佛山万科持股51%， 深铁置业持股

49%，预计双方未来将在该项目投入建设资金不超过人民币60

亿元。 该项目系双方联合竞拍获得。

6月30日，在万科2019年股东大会上，郁亮称，TOD和城市

更新是公司现在地产开发的两个重点方向。 虽然在业绩上还没

有充分体现，但未来潜力很大，会为传统开发业务带来新的增长

曲线。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表示，TOD项目不存在

去化考虑，还可提升品牌影响力和房企形象。 同时，以TOD名义

可以拿到价格较低的定向出让土地。

中信建投研报称，万科自2016年起持续推进“轨道+物业”

模式，并积极引入深铁集团。其未来有望紧抓国家城市轨交建设

契机，加速“轨道+物业”模式的全国化拓展。

潜力较大

TOD模式即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在一定步行范围内建

设高密度功能复合型的社区， 该模式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

发模式。

随着国内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该模式逐渐起步。 目前，

包括龙湖集团、越秀等均有布局。 如龙湖集团位于重庆的龙湖

光年项目，该项目投资上百亿元，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

越秀集团2018年和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广州市

品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后将在增城区域打造大

型轨交住宅项目。 今年6月，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地铁集团、越秀集团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将

就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TOD物业开发、 物业管理业务等领域

开展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越秀和万科在TOD领域布局上，都与地铁

公司联系较多。 陈霄认为，TOD项目以地铁为导向，通过与地铁

公司的深入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地铁公司优势条件，实现“地

铁＋物业”的发展模式。

兴业证券研报认为，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足

够的动力选择TOD的城市开发模式，预计TOD模式将逐渐成为

国内公共交通投资的主流模式。

七月频洒“红包雨”

上市公司迎密集分红期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分红潮” 来临

Wind统计数据显示，7月中旬将是

A股“红包雨” 最为密集的时间段之一。

以股权登记日为基准，7月中旬（7月

10日至7月20日）A股共有277家公司实

施分红。

以股权登记日为基准，7月16日，A

股共有65家公司分配方案将要实施。 从

这些公司的分红方案来看， 每10股派现

金额在1元（含税）及以上的共有21家，

华域汽车派现最大方， 每10股派现8.5

元，长江电力、荣盛发展等紧随其后，每

10股派现金额分别为6.8元、4.8元。 从送

转比例来看， 每10股送转比例最高的是

华夏航空，该股2019年度分配方案为10

转增5派0.76元（含税）。

统计显示，2019年度推出分配方案

的公司合计有2469家。 从2019年度A股

上市公司整体的现金分红情况来看，有

24家公司分红总额超过百亿元。其中，工

商银行分红额最高，达到937亿元。 建设

银行次之，分红总额达到800亿元。 值得

一提的是，在分红的公司中，科创板公司

表现亮眼， 目前有91家科创板公司发布

了2019年年度分红方案， 选择分红的公

司数量占比超过7成。

监管持续引导现金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红大潮下，一些

多年不分红的“铁公鸡” 受到了重点监

管。 7月7日晚，春兴精工被深交所问询。

深交所指出，年报显示，公司连续三年现

金分红金额为0元，要求公司结合同行业

特征、 自身经营模式、 多年度财务指标

等，说明公司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

资金需求状况等， 并说明连续三年不进

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公司

章程》 中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是否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规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

在监管层大力提倡现金分红的背

景下，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已经成为趋

势。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度分配方案

中含有现金分红的有2445家， 累计派

现金额1 . 28万亿元。同时，在严监管下，

上市公司高送转急剧降温 ，2019年度

分配方案中含送转股的有375家， 若以

深沪交易所高送转披露指引的征求意

见稿为基准，2019年度高送转的公司

仅有9家。

从分红收益来看， 据Wind数据统

计，今年有867个股股息率超一年期银行

存款基准利率。 在这些公司中，122只的

股息率超过5% ，31只股息率超过7% ，9

只股息率超过10%。

业内人士称， 高派现从侧面显示

企业现金流充裕，经营水平很好，传递

出积极的信息。 预计未来那些现金流

充沛、已有多次分红派现史、盈利能力

处于上升期的公司， 仍将是分红派现

主力。

� 7月中旬，A股上市公司进入密集分红期，近300家公司实施分红。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16日，A股

有2469只公布了2019年度分红实施公告。其中，已过股权登记日的有2400家，69家公司未到股权登记

日。 在监管大力提倡现金分红的背景下，2019年度单纯实施送转股的公司仅有25家，其余公司均含有现

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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