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手笔分红频现 龙头公司成主力军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上市公司频频发布大额分红计划，其

中不乏行业龙头公司。 例如，医药行业龙头公司

长春高新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 （含

税）。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0日20时，234家

上市公司披露了2023年年报，其中189家公司发

布了分红计划，占比超过八成。

部分头部公司分红率高

长春高新3月19日晚间披露，公司2023年营

业收入约145.66亿元，同比增长15.3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5.32亿元， 同比增长

9.47%。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元（含税）。

长春高新主营业务为生物制药及中成药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等业务。 公

司经过多年的产业布局和研发投入， 业务板块

覆盖基因工程、生物疫苗、抗体药物、高端化药、

现代中药等多个医药细分领域。 报告期内，子公

司金赛药业实现收入110.84亿元， 同比增长

8.48%；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14亿元，同比增长7.04%。 子公司百克生物实

现收入18.25亿元，同比增长70.30%；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01亿元， 同比增长

175.98%。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近期上市公司频

频发布大额分红计划，其中不乏行业头部公司。

宁德时代近日披露的2023年年报显示，

2023年， 宁德时代实现营业总收入4009.17亿

元，首次突破4000亿元；归母净利润为441.21亿

元，同比增长43.58%。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年度现金分红和特别现金分红50.28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超220亿元。

部分头部公司分红率较高。 工业富联发布

的2023年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收4763.4亿元，同比下降6.94%；实现归母净利

润210.4亿元，同比增长4.8%。 公司拟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58元 （含税）， 分红总额为115.2亿

元，创历史新高，分红率为54.76%。

从行业角度看，汽车零部件、通用设备、电

网设备、航空装备、专用设备、化工等行业涉及

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传统行业仍是分红

“主力军” 。 医药、计算机、电子、新能源等领域

部分上市公司分红水平较高。

具体看，梅花生物3月18日晚间披露2023年

年报，公司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77.61亿元，较

上年基本持平；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1.81亿元，同比下降27.81%。 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7元（含税），分

红总额约12亿元。

除了大手笔现金分红， 部分公司涉及送转

股份。 以爱美客为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23.2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3年， 爱美客实现营业收入约28.69亿

元，同比增长47.99%；实现净利润约18.58亿元，

同比增长47.08%。报告期内，公司溶液类与凝胶

类注射产品均实现同比增长。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证监会近日发布的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

管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强现金分红监管，增

强投资者回报。 对多年未分红或股利支付率偏

低的，加强监管约束。 推动一年多次分红，增强

投资者获得感。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所所长荀玉

根表示，该政策文件围绕打击财务造假、加大分

红监管、 加强市值管理等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

提出系列政策措施， 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

值， 加强投资者保护。 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

心， 全面注册制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真实性的

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深交所于2月1日正式启动“质量回报

双提升” 专项行动。上交所则向科创板上市公司

发出《关于开展科创板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

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掀起沪市公司“提质

增效重回报”行动热潮。 随后，上市公司密集发

布“提质增效重回报” 和“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

项行动方案。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发布这类

方案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提到了加大分红力度。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叶小杰对记

者表示， 上市公司将分红作为 “提质增效重回

报”和“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项行动方案的重要

举措， 持续稳定的分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分享

上市公司的经营成果。

多家上市公司表示， 将进一步加大分红力

度。

在平安银行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上， 平安

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冀光恒表示，平安银行一直

有意愿提升分红比例， 过去由于盈利主要用于

补充资本，所以比例不高。 2023年，平安银行资

本充足率有所好转，所以分红比例提高到30%。

未来会积极优化资本效率和回报率， 努力为投

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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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新动向：着力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进一步激发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

者的意识； 督促公司充分运用好提升投

资价值“工具箱” ；坚决打击“伪市值管

理” 和“炒壳” 等行为……围绕提升上市

公司投资价值， 证监会近日作出系列新

部署，出台多项新举措。 专家认为，在着

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同时， 进一步激

发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意识， 推动更多

上市公司分红、回购股份，展现了双管齐

下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监管思路。

随着政策举措落地显效， 资本市场吸引

力和稳定性有望逐步增强。

引导重视市值管理

上市公司市值与投资者利益息息相

关。 在受访专家看来，做好市值管理，维

护和提升自身市场价值， 是上市公司负

责任、重回报的一种重要体现。

“重视市值管理是资本市场的趋势

所在。 ”荣正集团董事长郑培敏表示，不

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均应从中长期、战略

性角度推进市值管理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面对市场波动，负责

任的上市公司应在合适时点推出重要股

东增持、回购股份、加大分红力度等技术

性市值管理举措，稳定股价，维护市值。

长期看，通过完善治理、创新技术、开发

新品、开拓市场等手段做好经营、提升业

绩、回报投资者，则是上市公司做好市值

管理的根本。

近年来， 市值管理手段和工具不断

丰富。“真正的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综合

运用多种科学、合规的经营方法和手段，

以达到真正提升公司价值、 实现价值最

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 有些上市公司及

其关联机构以‘市值管理’ 之名操纵市

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认为，证

监会点名“伪市值管理” ，表明了对这类

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推动分红及回购股份

推动更多上市公司分红、回购股份，

是着力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举

措。 专家认为，可从督促上市公司分红、

引导和支持更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等方

面入手做好这项工作。

一方面， 对于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

极少的公司，要综合其他指标，对相关股

票实施风险警示，督促这些公司分红；推

动绩优公司结合半年报、 三季报实施一

年多次分红，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回报投资者，

上市公司既履行了社会责任，也会给市场

传递信心，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

开源证券副总裁兼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认

为，随着政策加大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

引导力度，相关举措将有助于培育市场长

期投资理念，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

另一方面， 要引导和支持更多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鼓励注销回购的股份。眼

下，在回购名单不断拉长的同时，东方财

富、 药明康德等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将大

额回购股份注销， 提升回购股份对增强

投资回报的有效性。

开源证券近期发布的研报显示，上

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进行注销使得股本减

少， 在当期利润与分红比率不变的情况

下，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回报率、每股

分红等财务指标将得到提升， 从而提升

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

夯实上市公司基本面

夯实企业基本面、 扎实练好基本

功， 依然是提升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

根本路径。

业内人士认为， 支持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举措，将助

力上市公司运用资本市场工具提升业

绩，聚焦主业、做优做强。

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支持上市

公司之间吸收合并。 优化重组“小额快

速” 审核机制，研究对优质大市值公司重

组快速审核。 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人刘盛

宇表示， 对优质大市值公司重组快速审

核，意味着行业龙头、产业运营能力较好

的优质上市公司能够更好地进行产业链

重组整合。

“酒香也怕巷子深” 。要督促上市公

司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了解投资者的诉

求。 上市公司应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积

极采取措施稳定投资者预期。

北京冠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普杰关

注到， 监管部门近期不断加强对上市公

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开展方面的监

督、管理及惩处力度，督促上市公司加强

和投资者沟通。 “随着相关部门 ‘强监

管’ 力度持续加压，普通投资者与上市

公司有效沟通的渠道将更加畅通。 ” 王

普杰说。

大手笔分红频现 龙头公司成主力军

近期， 上市公司频频发布大

额分红计划， 其中不乏行业龙头

公司。例如，医药行业龙头公司长

春高新计划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元（含税）。Wind数据显示，截

至3月20日20时，234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2023年年报， 其中189家

公司发布了分红计划， 占比超过

八成。

从行业角度看，汽车零部件、

通用设备、电网设备、航空装备、

专用设备、 化工等行业涉及分红

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本报记者 董添

资金追捧绩优股 14家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胡雨

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20日中国

证券报记者发稿，1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4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4家公司

预计实现净利润增长。 部分净利润预增

公司受到市场资金追捧， 公告发布后股

价出现强劲上涨。

从券商视角看， 部分上市公司有望

受益行业景气度向上以及自身新业务发

展，实现业绩持续增长。 当前，处于年报

及季报窗口期， 部分行业涌现出的布局

机遇值得关注。

机构关注基本面

3月20日， 大连重工开盘即一字板

涨停，股价创7个月以来新高。 从业绩方

面看，大连重工预计2024年一季度实现

归母净利润1.32亿元至1.45亿元， 同比

增长15.61%至27%。 公司预计，一季度

营业收入在31.50亿元以上， 同比增长

20%以上。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0日中国

证券报记者发稿， 沪深北交易所合计有

16家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其中14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实现增

长（包括预增、略增、续盈和扭亏）。部分

公司在业绩预告发布后受到市场资金的

追捧。

国光电器预计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2600 万 元 至 2980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263.60%至316.74%，在业绩预告发布翌

日，国光电器股价大涨，截至当天收盘上

涨逾8%，盘中一度涨停。 从业绩增长原

因看，销量同比增加、高毛利产品占比增

加以及贯彻降本增效措施共同提升了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

航亚科技3月10日发布一季度业绩

预告，第二天公司股价跳空高开，全天大

涨近9%。截至3月20日收盘，公司股价累

计上涨近24%。 航亚科技预计一季度营

收同比增长28.02%至41.27%，净利润同

比增长100.16%至164.21%。 公司表示，

依靠组织体系建设，推动专业技术、精益

运营、质量管理多方面能力提升，从而实

现2024年第一季度总量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

“整体来看，每年年报、一季报披露

期间，随着市场关注度回归基本面，盈利

预期成为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重要因

素。 ”华创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姚佩说。

从净利润增速下限看，11家公司预

计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20%，3家公

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翻倍。

中创股份预计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长751.31%至2453.92%， 增速居前。 不

过， 其净利润规模较小， 为150万元至

450万元。

作为一家基础软件中间件产品与服

务提供商，中创股份表示，一季度业绩预

增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继续推进党政、军

工、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信创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创新市场， 公司业务的成长

性进一步提高。

挖掘投资机遇

主营产品销量增加、 毛利提升以及

行业需求增长， 成为相关上市公司一季

度业绩预增的重要因素。 预计业绩增速

较高的部分上市公司受到券商青睐，行

业景气度向上以及自身新业务进一步发

展有望推动这些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莱特光电预计，2024年一季度净利

润同比增长66.29%至105.83%。 平安证

券认为， 作为国内OLED终端材料龙头

企业， 莱特光电与OLED面板龙头企业

京东方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 客户黏

性较强。 当前OLED面板产业景气度向

上，终端品牌需求较为乐观，公司业绩有

望维持稳定增长趋势。

川环科技预计，2024年一季度净利

润同比增长80.29%至113.15%。 国元证

券认为，基于公司新能源业务占比提高，

软管体系化经营和盈利能力提升， 加之

关键新能源客户持续放量， 同时考虑到

储能和数据中心业务扩展加速， 上调公

司2023年至2025年净利润预测。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 前述14家一季

度净利润预增公司分布在计算机、电子、

医药、汽车等多个行业。 在年报、季报披

露窗口期， 如何通过上市公司业绩预告

捕捉行业机遇成为投资者关注重点。

以医药行业为例， 在国金证券医药

行业分析师袁维看来， 医药板块成长前

景乐观，政策支持确定。前期市场过度忧

虑情绪和估值压制， 带来了医药板块超

跌黄金机会，值得加大配置比例。“建议

重视前期受损相对明显的板块， 中长期

看好中药、创新药‘出海’等主线。 ”

2024年以来， 金价上行带动国内黄

金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从投资视角出发，

光大证券分析师唐佳睿认为， 目前零售

板块整体估值相对较低， 行业现金流情

况相对较好，具有一定防御属性；从细分

行业看，继续看好黄金板块，长期看仍有

一定增长空间。

�部分头部公司分红率高

长春高新3月19日晚间披露， 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约

145.66亿元，同比增长15.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45.32亿元，同比增长9.47%。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

长春高新主营业务为生物制药及中成药的研发、 生产和

销售，辅以房地产开发等业务。公司经过多年的产业布局和研

发投入，业务板块覆盖基因工程、生物疫苗、抗体药物、高端化

药、现代中药等多个医药细分领域。 报告期内，子公司金赛药

业实现收入110.84亿元，同比增长8.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45.14亿元，同比增长7.04%。 子公司百克生

物实现收入18.25亿元，同比增长70.3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5.01亿元，同比增长175.98%。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近期上市公司频频发布大额分

红计划，其中不乏行业头部公司。

宁德时代近日披露的2023年年报显示，2023年， 宁德时

代实现营业总收入4009.17亿元，首次突破4000亿元；归母净

利润为441.21亿元，同比增长43.58%。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年度现金分红和特别现金分红50.28元 （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超220亿元。

部分头部公司分红率较高。 工业富联发布的2023年年度

报告显示，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收4763.4亿元， 同比下降

6.94%；实现归母净利润210.4亿元，同比增长4.8%。 公司拟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58元（含税），分红总额为115.2亿元，创历

史新高，分红率为54.76%。

从行业角度看，汽车零部件、通用设备、电网设备、航空装

备、专用设备、化工等行业涉及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多。 传

统行业仍是分红“主力军” 。 医药、计算机、电子、新能源等领

域部分上市公司分红水平较高。

具体看， 梅花生物3月18日晚间披露2023年年报， 公司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77.61亿元，较上年基本持平；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81亿元，同比下降27.81%。 公司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7元（含税），分红总额

约12亿元。

除了大手笔现金分红，部分公司涉及送转股份。以爱美客

为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3.23元 （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3年， 爱美客实现营业收入约28.69亿元， 同比增长

47.99%；实现净利润约18.58亿元，同比增长47.08%。 报告期

内，公司溶液类与凝胶类注射产品均实现同比增长。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证监会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

行）》提出，加强现金分红监管，增强投资者回报。对多年未分

红或股利支付率偏低的，加强监管约束。 推动一年多次分红，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荀玉根表示，该政策

文件围绕打击财务造假、加大分红监管、加强市值管理等各方

关注的重点问题提出系列政策措施， 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

价值，加强投资者保护。 信息披露是注册制的核心，全面注册

制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真实性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深交所于2月1日正式启动“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

项行动。 上交所则向科创板上市公司发出《关于开展科创板

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掀起沪市公

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热潮。 随后，上市公司密集发布

“提质增效重回报”和“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项行动方案。 中

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发布这类方案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提到

了加大分红力度。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叶小杰对记者表示， 上市

公司将分红作为“提质增效重回报”和“质量回报双提升” 专

项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 持续稳定的分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

分享上市公司的经营成果。

多家上市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分红力度。

在平安银行2023年度业绩发布会上， 平安银行党委书

记、行长冀光恒表示，平安银行一直有意愿提升分红比例，过

去由于盈利主要用于补充资本，所以比例不高。 2023年，平安

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好转，所以分红比例提高到30%。未来会

积极优化资本效率和回报率，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