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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市公司分红正成为投资者分享经

济增长红利的“新渠道”。 近年来，上市公

司实施现金分红家数和规模逐年递增，

2020

年分红金额创下历史新高。今起本报

联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推出“上市公司分

红再上新台阶”系列报道，多维度解析上

市公司回馈投资者的新特点，重点展示上

市公司加大现金分红的优秀案例。

积极回馈股东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创新高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我国资本市场30余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就，上市公司从最初的13家，发展到如

今超过4300家，总市值突破80万亿元，位列全

球第二。 上市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最

富有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表示，“大力推

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继续引导上市公司通过

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切实回报投资者” 。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发展之本， 保护好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是资本市场践行初心使命的内

在要求。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成长、

发展的同时，逐步创造条件，给股东合理投资回

报， 既是上市公司履行股东受托责任的重要体

现，也是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实践来看，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投资者

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现金分红和投资者回报水

平逐年提升。 截至4月30日，4246家A股上市

公司披露2020年年报， 营业收入合计约53.07

万亿元， 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约

3.98万亿元， 同比增幅分别为2.45%、4.63%。

分红方面，3003家公司发布现金分红预案，总

额达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1.8%。现金分红总

额创近年新高且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分红上

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约70%。

具体看，分红超10亿元的A股上市公司为

194家，其中24家公司超100亿元。工商银行以

948.04亿元排名第一， 其次分别为建设银行

（815.04亿元）、农业银行（647.82亿元）、中

国银行（579.94亿元）。

分上市地看， 沪市主板公司共有约1200

家公司推出分红方案， 占全部盈利公司家数

近85%，分红总额近1.14万亿元，保持较高水

平。其中，130余家公司分红10亿元以上，20家

分红100亿元以上。580余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

比例超30%， 约100家公司连续3年分红比例

超50%。 （下转A02版）

■上市公司分红再上新台阶

资金保障力度加强 基建投资提速可期

●本报记者 倪铭娅

二季度以来， 地方大基建项目陆续开工。

分析人士认为，基建投资往往会在二季度出现

季节性回升。 在投资资金保障力度不断加强、

专项债发行等因素支撑下，二季度基建投资增

速有望加快。 有机构测算，二季度基建投资规

模略超6万亿元，同比增速将达5.8%。

大基建项目加快推进

近期基建投资明显回暖。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1至4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8.4%，

两年平均增长2.4%。

随着天气转暖、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二季度以来，地方大基建项目加快推进。

基建通大数据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据

不完全统计，近1个月内，湖北、山东、江苏、云

南、广东等地的27个大基建项目接连开工，项

目累计总投资额超1668.5亿元。 其中，轨道交

通类项目1个，总投资267.8亿元；公路类项目7

个，总投资459.07亿元；生态治理类项目4个，

总投资106.07亿元；水利电力类项目2个，总投

资96.7亿元； 城市开发类项目13个， 总投资

738.86亿元。

重大项目建设是今年地方稳投资的重头

戏。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作为补

短板的重点方向，传统基建领域的重大项目对

基建投资有一定支撑。

基建投资增速料回升

“进入二季度， 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反弹，

支撑经济继续强势复苏。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

经济学家高瑞东认为，去年地方项目支出进度

慢于专项债资金下发进度，估计约有1万亿元

的专项债资金留存在地方。随着建筑业加快施

工， 这部分留存资金将陆续转换为实物投资，

叠加财政部3月下达地方的“提前批” 专项债

开始发行，共同发挥效力，基建增速有望反弹。

基建投资加快从企业中长期贷款数据变

化上也得到印证。 央行数据显示，4月企业部

门中长期贷款新增6605亿元， 比去年同期多

增1058亿元。“企业部门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超千亿元， 说明企业中长期资本开支需求改

善，制造业、基建等投资有望加快增长。 ” 民生

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

东吴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陶川表示，基

建投资往往会在二季度出现季节性回升。 今

年一季度，受专项债发行节奏滞后、项目审批

进度不及预期等影响，基建尚未发力。如果把

一季度基建投资完成进度与近五年来基建投

资最弱时期进行对标，那么二季度基建投资

占全年的进度有望达29.2%，由此测算，二季

度基建投资规模略超6万亿元， 同比增速将

达5.8%。 （下转A02版）

A04

曲终散场？ 机构激辩周期股剧情

●本报记者 吴玉华 实习记者 葛瑶

5月20日，A股周期板块全线下跌。 今年以来持续

火热的周期行情是否到了曲终散场时？ 这引起了市场

机构的热议。有机构人士认为，周期股未来走势存在较

多不确定性， 也有机构人士认为新一轮周期行情即将

开启。

主力资金大幅流出

5月20日，钢铁、采掘、有色金属行业跌幅居前，分

别下跌4.14%、3.44%、3.20%。 钢铁行业多只个股跌逾

6%，采掘行业多只个股跌逾9%，有色金属行业多只个

股跌逾6%。

Wind数据显示，20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

343.79亿元，有色金属、钢铁、采掘行业主力资金分别

净流出69.36亿元、10.78亿元、6.10亿元， 合计净流出

86.24亿元。 其中，有色金属板块内多只个股主力资金

净流出超6亿元。 近五个交易日，有色金属、采掘、钢铁

行业主力资金分别净流出114.63亿元、37.98亿元、

33.87亿元。

除周期股大跌外， 期货市场黑色系品种也出现下

挫。 20日，动力煤、焦煤期货跌停，铁矿石期货主力合

约跌逾5%，螺纹钢、线材等期货主力合约跌逾4%。

粤开证券研究院负责人康崇利认为，大宗商品价

格回调将缓和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预期。市场对资源

股的追逐热度明显降温， 周期股的吸引力受到一定

影响。

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20日周期股全线大跌有两大原因：一是投资者

对国内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预期增强，二是美联储4月

议息会议上透露将缩减量化宽松提上日程的信号。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指出，在

前期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背景下， 中下游企

业承受了较高成本压力。 由于当前的通胀预期主要来

自海外货币超发传导， 国内企业难以很快将原材料涨

价的成本转移到消费端， 因此当前加工附加产值较低

的中端制造业短期利润可能出现下滑。 建议投资者关

注附加产值较高、受原材料涨价影响较小的行业。周期

股有高位回调风险，短期需规避。

不确定性增加

对于此前火热的周期行情是回调还是已经结束，

机构人士看法不一。

严凯文告诉记者：“周期股现在处于较高位置，估

值有些脱离基本面， 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轮比较大的

调整。 ”

康崇利认为，周期板块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后续需

关注调控力度、通胀预期、供需市场错配等因素。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牟一凌认为， 本轮周期

股上涨行情的来源并非只是商品价格上涨， 周期股的

收益来源也并非是当期盈利， 而是在商品价格波动状

态下，市场寻找个股合理的长期价格中枢，以及对公司

长期盈利能力进行充分评估， 因此新一轮周期行情即

将开启。 当前，投资者资产布局不宜逆通胀而行，建议

坚守价值风格，银行、保险、建筑等板块将成为周期行

情展开的主攻方向。对于中上游品种，钢铁、煤炭、铝和

化工品未来仍然乐观。投资者需要的只是耐心，属于它

们的行情远未结束。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深市公司重点领域风险化解

取得阶段性进展

深交所

20

日消息， 深交所日前联合广

东省国资委组织召开提高广东省属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深交所有关负责人

表示，深交所把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

上市公司监管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深

市高风险类公司较

2020

年初下降约三成，

高比例质押公司较最高峰时下降约五成，重

点领域风险化解取得阶段性进展。

分化料持续

银行股估值有望修复

20

日，

A

股银行板块大面积飘红， 江苏

银行、杭州银行领涨。一季报显示，多家银行

受到外资和公募基金的青睐。 分析人士认

为，随着经济复苏、银行业基本面稳中向好，

未来银行板块将迎来估值修复，但个股业绩

分化现象仍会持续。

延伸阅读

A05

多重压力接踵而至

大宗商品行情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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