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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市公司分红制度的逐
步 完 善 以 及 监 管 部 门 的 积 极 引
导，A股市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比例越来越可观。这从最新公布
的181份2020年度分红预案可见
一斑。

分红是上市公司回馈股东的
方式之一，持续稳定分红的公司
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作为
机 构 投 资 者 也 更 愿 意 看 到 持 股
的 上 市 公 司 保 持 稳 定 持 续 的 高
额分红。

181份分红预案发布
11家公司股息率超3%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3月 19
日，共有181家上市公司公布2020
年年度分红预案，其中，涉及派现
的公司有179家，包含送转的公司
有25家。

龙赢富泽资产总经理童第轶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市公司的高分红计划一般
能表现出企业经营景气度，以定
期给与投资者现金红利的方式落
实股东权益。

同时，高分红也能体现出上
市 公 司 业 绩 稳 健 、整 体 现 金 流
充 裕 、资 金 面 向 好 ，流 动 性 充
裕 。 从 投 资 者 的 角 度 看 ，高 分
红 的 上 市 公 司 也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投资方向，不仅收益稳定，还能
够 增 强 对 上 市 公 司 经 营 状 况 的
信心。

可以说，上市公司的分红率
和 持 续 性 ，是 考 量 投 资 标 的 的
重 要 标 准 之 一 。 从 历 史 数 据
看 ，一 般 处 于 稳 定 经 营 周 期 的
大 盘 蓝 筹 企 业 往 往 业 绩 坚 挺 、
现 金 流 充 足 ，是 高 分 红 标 的 辈
出的领域。

从2020年年度分红预案情况
来看，拟派现金额每10股派现金
额在10元及以上的公司达到9家，
这9家公司分别为，英科医疗、中
国平安、万华化学、同花顺、柏楚
电子、方大特钢、锋尚文化、双一
科技、金达莱。此外，四方股份、
深南电路、长春高新、中信特钢、
汤臣倍健、奥特维、宁夏建材等7
家公司每10股派现金额也在6元
及以上。

进一步统计发现，以公告的每
股税前派现额为派现基准，以最新
收盘价为基准股价，股息率超过1%
的公司有75家。其中，四方股份、方
大特钢等2家公司股息率均在10%
以上，分别为12.37%、11.40%，此
外，百川能源、双箭股份、永新股份、
宁夏建材、绿茵生态、塔牌集团、沃
华医药、金龙羽、冀东水泥等9家公
司股息率超3%。

私募排排网研究主管刘有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上市公司分红是对所有股东的回
报，过去几年，在政策上，监管层一
直在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分红，所以
这几年相比前几年上市公司分红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真正的让投资者
享受到了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他
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分红的
增加，会让投资者更加坚定自己的
投资，更加认可公司的管理和发展
方向。

可以看到，高分红上市公司的
股票，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追捧。3月
份以来，上述179家2020年年度分红
预案涉及派现的公司中，有108家公
司股价实现上涨，占比超六成。而
上述11只股息率在3%以上的个股
中，有10只个股跑赢同期大盘（上证
指数期间累计跌幅为2.98%），占比
逾九成。其中，方大特钢、四方股
份、绿茵生态等3只个股期间累计涨
幅均在10%以上，分别为34.21%、
24.14%、14.14%。

这些积极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
也获得了券商的认可。最近1个月
内，179家公司中共有101只个股获
券商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
级，占比近六成。其中，28只个股获
券商扎堆看好，看好评级家数均在
10家以上，万华化学、中兴通讯、长
春高新、中科创达、中国联通等5只
个股获得看好评级的券商家数均在
20家左右，分别为，33家、26家、24家、
23家、20家。

因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现在刚好为前期踏空的投资者提供
了配置优质股票的时机。

7家公司率先年度分红
3只个股年内涨幅超20%

进入3月份下旬，上市公司发布
2020年年报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与
此同时，分红方案的实施也成为投
资者的关注点。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发现，截至3月19日，已有7家
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分红方案，分
别为宝新能源、沃尔核材、戴维医
疗、金雷股份、安靠智电、爱美客、吉
鑫科技。

具体来看，有上述7家公司2020
年年度分红方案每10股派现金额在
0.3元-35元不等，不同公司现金分
红差距确实不小，其中，爱美客分红
金额最高，为每10股转8股派35元
（含税），其次是金雷股份，每10股派
6元(含税)，安靠智电为每10股派5元
(含税)，宝新能源、吉鑫科技、戴维医
疗每10股分别派3元(含税)、2元(含
税)、1.5元(含税)，沃尔核材派现金额
最小，为每10股派0.3元(含税)。

现金分红比例方面，上述7家公
司中有6家现金分红比例均超30%，
其中，爱美客现金分红比例最高为
95.67% ，吉 鑫 科 技 紧 随 其 后 为
83.44%，安靠智电、宝新能源、戴维医
疗、金雷股份现金分红比例分别为
48.86%、35.91%、31.72%、30.07%。
此外，沃尔核材现金分红比例相对较
低，为9.54%。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认
为，一家公司的分红能力体现了该
公司商业模式的特点，好的商业模
式下，公司现金流充沛，有充足的现
金可以用来分红；一家公司的分红
派息比例还体现了管理层的分红意
愿和治理水平，派息比例越高，说明
公司对中小股东越友好。

与此同时，这些率先实施分红
方案的部分公司在市场中有不错的
表现，今年以来，截至3月19日，上述
7只个股中4只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其中，吉鑫科技、爱美客、沃尔核材
表现出色，期间累计涨幅分别为
30.71%、21.95%、21.84%。

私募排排网研究员朱圣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分红
是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一种重要方
式，分红不仅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
况，不存在经营现金流紧张等问题，
还能提高公司的市场关注度。

在年报业绩方面，上述7家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值得一提的
是，吉鑫科技、金雷股份、戴维医疗、安
靠智电、宝新能源等5家公司报告期内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均超100%，分别为257.48%、154.50%、
119.46%、108.08%、105.83%。

对于实施分红股的投资方面，
朱圣认为，投资收益来自两部分，一
部分是股价的变动带来的收益，另
一部分是股票分红带来的收益。可
以把分红看成是一种增厚回报，因
此高分红的个股具有比较强的防御
特征，建议投资者寻找具备稳定、持
续相对高额分红的公司，在估值相
对处于低位的时候进行投资。

王春秀表示，一家公司分红派
息的稳定性，体现了公司在市场竞
争中的格局和行业地位，能够持续
多年高比例派息，且派息绝对数量
越来越高的公司，往往是行业中具
有高竞争壁垒的行业龙头。从高比
例派息的公司中筛选出具有持续派
息能力、派息意愿强并且业务又有
不错成长性的公司做一个股票池，
价格大跌的时候买入做组合，是不
错的投资思路。

龙赢富泽资产高级研究员宋海
跃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首先，要
回测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观察公司
能否多年连续稳定分红以及要观察
复合分红率；其次，低估值在为投资
者打出安全边际的同时，也将和高分
红率共同增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328家公司
股息率超一年期定存

对于高分红来说，还有一个重
要指标，那就是一家公司是否连续
分红，《证券日报》记者也在近三年
（2017年至2019年）来持续高分红股
中寻找到现金奶牛的重要线索。

统计显示，自2017年至2019年，连
续三年实施现金分红的公司高达2058

家，其中，每年股息率均超银行1年定期
存款利率（1.75%）的公司有328家。

上述328家公司2019年合计分
红6118亿元，2018年与2017年分别
分红6036.52亿元与6061.30亿元，即
每年每家公司平均现金分红在18亿
元以上，可谓是现金奶牛。

从具体个股来看，近三年平均
股息率在5%以上的公司有67家，其
中，依顿电子居首，2017年至2019年
股息率分别达到7.72%、17.68%和
15.45%，平均高达13.62%，此外，华
夏 幸 福（13.29% ）、三 钢 闽 光
（10.25%）、华联控股（10.21%）等3家
公司近三年股息率也均在10%以上。

随着《证券日报》记者进一步的
数据整理，发现这328只高股息率现
金分红股拥有五大特征。

第一，以高权重大市值股为
主。统计显示，截至3月19日收盘，
上述328只高股息率现金分红股中
最新总市值在100亿元以上的有146
只，占比44.51%。其中，包括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平安、中国石油、
中国银行等在内的29家公司最新流
通市值超过1000亿元。

同时，这些上千亿元市值的公
司也是现金分红的主力，2019年上
述29家公司分红总额高达4411.68
亿元，占高股息率分红公司分红总
额的72.13%。

第二，现金奶牛扎堆银行、房地
产与纺织等行业。统计显示，近三
年高股息率现金分红的328家公司
分别涉及 25类行业，其中，银行
（50.00%）、房地产（27.34%）、纺织服
装（25.00%）、交通运输（24.17%）、钢
铁（22.22%）、采掘（20.00%）等6类行
业占比均超20%。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表示，银
行、地产、纺织等行业从历史来看有
很多高分红的记录，尤其是2015年
股市高点之后，这些行业一路走低，
而超低市盈率和优秀的盈利能力叠
加的结果就会出现令人瞩目的高分
红现象。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地产和
纺织等行业的高分红首先是基于这
几个行业企业经营和盈利情况稳
健，具备分红能力。其次这几个行
业都是传统行业，在过去几年结构
性牛市中表现滞后，估值比较低，分
红率上表现也显得突出一些。此
外，银行、地产和纺织行业整体不具
备高速成长条件，但是行业集中度
提升趋势使得行业头部企业仍然具
备一定增长潜力，加上低估值和高
分红率所具备的防御属性，这几个
行业的头部企业具备比较突出的配
置价值。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胡
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布局高
分红的个股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策
略，选择行业估值合理或者低估值
的时候介入，虽然整体的投资收益
不高，但叠加了分红之后的年化回
报还是比较可观的，算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健的策略。

第三，牛年以来股价走势稳
健。数据显示，自2021年春节以来，
截至2021年3月19日收盘，上述328
只高股息率现金分红股中，累计涨
幅跑赢上证指数的个股达315只，占
比96.04%。其中，哈三联、深物业

A、太钢不锈、兖州煤业、陕鼓动力、
中钢国际、四方股份、华侨城A、宝
钢股份、迪马股份等10只个股，期间
累计涨幅均超30%，尽显强势。

尽管经过了牛年以来的上涨，
上述高股息率个股的股价仍处在较
低水平。目前A股整体最新算术平
均收盘价为22.14元，上述328只个
股为9.67元，高股息率个股中最新
收盘价低于5元的达到80只。

第四，业绩稳定成长股集中。
统计显示，上述328家公司中，以
2019年为基数，实现近三年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增加
的有244家，占比74.39%。其中，昊
华 能 源（221.98%）、恒 源 煤 电
（217.38%）、建新股份（142.78%）、
柳钢股份（128.61%）等4家公司近3
年复合增长率均超100%。

从已公布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
的74家近三年高股息率现金分红公
司来看，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同比增长的达51家，占比近七成。

第五，估值分化，提示布局需要
谨慎。整体来看，上述高股息平均
加权TTM市盈率仅为8.07倍，低于A
股市场22.22倍的平均值，整体估值
虽然不高，但个股估值分化已十分
明显。具体来看，华夏幸福、荣盛发
展、广宇发展、华发股份、贵阳银行
等多达62家公司股票TTM市盈率低
于10倍，同样也有多达115家公司股
票TTM市盈率高于市场平均值，更
有哈三联、广百股份、亚翔集成多达
21家公司因TTM净利润亏损无法计
算动态估值。

对于低估值的近三年高股息率
公司，刘岩表示，随着市场热点不断
轮动，原来不太被关注的这些低估
值、高业绩的行业和公司，很可能伴
随着高分红表现迎来一波新的行
情，投资者可以从历史高分红股中
遴选标的参与布局。

三维度筛出
273只高分红潜力股

现金分红是直接获得现金红
利，也是吸引投资者做长线投资
的最大砝码之一。对此，市场人
士普遍表示，上市公司进行高分
红的基础是业绩稳定和现金流充
裕，近些年，监管层积极倡导上市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上市公司分
红率持续提升，现金分红具备可
预期性。

那么，在尚未披露年报公司
中，还有哪些上市公司未来具有高
分红潜力呢？《证券日报》记者根据
同花顺数据统计发现，在尚未披露
年报的公司中，有273家2020年前
三季度每股未分配利润超过2元、
今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超过0.5元，
根据这些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
告及业绩快报显示，全年有望实现
净利润同比增长20%及以上。这
273家公司中，有50家每股未分配
利润均超过5元，石头科技、迈为股
份、健之佳、财富趋势、恒林股份、
振德医疗、稳健医疗、泸州老窖、德
赛电池等9家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
每股未分配利润均超过10元，具有
较高的现金分红潜力。

行业角度来看，上述273家公司
主要扎堆在医药生物、电子、化工、
机械设备、电气设备、食品饮料等六

大行业，涉及个股数量分别为49只、
33只、26只、25只、25只、10只。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成
恩资本董事长王璇表示：“过往两年
高分红板块走势相对较弱，在经济
复苏预期下，高分红企业持续高分
红的概率较高，确定性更强。在当
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阶段，部
分机构会配置高分红股票从而获得
确定性收益。但是对于未来几年具
有高分红潜力的行业，如生物医药、
电气设备和食品饮料等景气度较
高。”

同时，持有类似观点的私募排
排网研究员罗昳徯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并不是所有高分红的
行业和企业都具备投资价值，应
该区别来对待。对于医药生物和
电子等处于高速成长期的行业而
言，行业业绩增速较快，需要大量
资 金 进 行 扩 张 以 创 造 更 高 的 利
润，这时候行业中的公司如果进
行高分红，可能会导致公司增长
乏力，难以把握成长机会。但对
于食品饮料、化工等成熟稳定行
业的企业而言，高分红表明公司
具有充裕的自由现金流、稳定的
业绩，而且对未来盈利充满信心，
具备投资价值。”

在良好业绩预期+高分红潜力
双重优势的支撑下，上述273只个股
中，本周共有82只个股呈现大单资
金净流入态势，合计吸金27.15亿
元。韦尔股份、牧原股份、东方雨
虹、中航光电、迈瑞医疗、山西汾酒、
酒鬼酒、泸州老窖、火炬电子等9只
个股本周均受到1亿元大单资金追
捧，浙江医药、鸿远电子、万泰生物、
中顺洁柔、海大集团、大参林等个股
期间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也均在
4000万元以上。

国金证券表示，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之所以重要，与监管层对现金
分红的重视和A股投资机构息息相
关。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
开放，A股投资者结构中，外资机构
的话语权逐步上升，从QFII和陆股
通的持仓来看，外资机构普遍偏好
高分红绩优股。

可以看到，以QFII为代表的外
资已提前布局部分高分红潜力品
种。记者进一步统计发现，上述
273只个股中，截至2020年三季度
末，有43只个股获QFII持仓，大族
激光、三环集团、药明康德、海大集
团、泰格医药、中际旭创、恒立液
压、安琪酵母、亚士创能、中信建
投、星宇股份、广日股份、康龙化成
等13只个股被QFII连续4个季度持
仓，成为外资布局的重点标的，后
市值得投资者期待。

“对于好的企业，好的行业，投
资人自然应该重视研究、跟踪，并分
析、评估其投资价值。高分红的企
业基本上证明了企业赚的钱多半是
真的，也愿意与市场分享企业发展
的成果，非常值得鼓励。但需要注
意的是，高分红仅仅是判断企业经
营质量的重要方面之一，投资人需
要更全面的评估企业投资价值。企
业的投资价值还需要从估值角度、
企业生命周期角度、企业增长角度
等测算DCF合理，如果明显低估，折
扣率足够，那么才是优良资产。”玄
甲金融CEO林佳义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年报分红行情悄然开启
已有2家公司2020年度股息率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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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月 19日，同花顺 iFinD数据显示A股
医美板块指数本周上涨 4.97%，多家医美股本周
涨停，而从行业分类来看，这些医美公司多以上
游企业为主，如华东医药今年大力布局医美上
游，2月8日至今涨幅超过了70%。

与之相对的是，下游专业医美机构和互联网
医美平台，股价增长乏力。如：鹏爱医美国际（以
下简称：医美国际）上市一年之久，股价仍在发行
价之下；去年 12月份成功 IPO的瑞丽医美，股价
亦日常在 0.4港元的发行价下徘徊；互联网医美
领域更是多年来未出现另外一家上市公司，而

“互联网医美第一股”截至3月19日，上市即将两
年却又跌回发行价以下。

同样身处黄金赛道，为什么医美机构和互联
网医美在二级市场仍得不到投资者的认可？

“快乐”是上游的
中下游各有各的“苦”

爱美客、华熙生物、昊海生科作为上游医美
行业“三剑客”，近几年的成绩，让更多投资者关
注到了医美行业企业，而华东医药就是其中一
家。今年华东医药更成为医美股的人气王之一。

可以看到，华东医药正在加大对医美上游的
布局。今年 2月份，公司发布公告称拟收购海外
一家能量源型医美器械公司。除了对高端器械
展开覆盖，华东医药旗下一款被外界认为是“玻
尿酸+童颜针”的产品“——少女针”，也即将在
2021年上半年面世，继续在轻医美领域掘金。

在上述原因助推下，华东医药股价从今年 2
月 8 日至今，短短 20 余个交易日涨幅超过了
70%，总市值超过700亿元，大有追赶华熙生物和
爱美客之势。

但与上游企业不同，中下游专业医美机构和
互联网医美平台企业的市场表现各有各的“难
处”。

医美国际，作为中国第三大私人美容医疗服
务提供商，自2019年10月份上市至今，股价曾短
暂到达9.26美元，随后又跌回发行价之下。同样
的故事也在港股上市公司瑞丽医美身上上演。
2020年 12月份成功 IPO后，以每股 0.4港元发行
至今，股价最高也没突破发行价，瑞丽医美今年2
月份一度跌至每股0.29港元，几近腰斩。

投诉、赔偿、罚款
纠纷问题亟待解决

3月 15日，北京朝阳区法院发布了《北京朝
阳区人民法院医疗美容纠纷案件民事审判白皮
书》（2016年度-2020年度）（下简称《白皮书》）。

朝阳法院副院长郭莉蓉表示，虚假宣传、非
法行医是涉诉医美机构的两大突出问题。

《白皮书》显示，朝阳区法院 5年审结的医美
纠纷中，涉诉的医疗美容机构共有 77家，其中公
立医疗机构 2家，民营医疗美容机构 75家，占到
全部纠纷的97.2%。

值得一提的是，医美国际与瑞丽医美上市资
料都显示，均仍存在纠纷未解决。

医美国际曾在招股书中披露，已在中国进行的七
项诉讼中被列为被告。在这七项诉讼中，原告们要求
的最高损害赔偿总额为290万元人民币(40万美元)。

鹏爱医疗美容集团法务部总监兼医疗管控
部副总监曾表示：“集团一年有‘1000多例’投诉，
经其手处理的有两三百例。”

瑞丽医美招股书也显示，公司医务科共处理
124宗投诉。为安抚客户、维持服务质量，减少投
诉的发生，向客户提供了价值约200万元、430万
元及560万元的免费诊疗，并退还了约150万元、
450万元及人民币220万元的款项。

此外，瑞丽医美多次因为机构执业不合规被
罚。2017年，瑞丽天鸽由于出具非由合资格医师
出具的药方而被处以罚款；瑞安瑞丽由于作出及
出具非由合资格医师出具的血液检查报告而被处
以罚款；2019年，1宗事件涉及芜湖瑞丽由于不合
资格人士进行无创皮肤激光治疗而被处以罚款。

“优质医生资源培养周期长、以单纯展开整
外手术的医美机构盈利能力有待改善。”娇美希
北京凯丽汇美创始人赵思衡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提高机构医生专业，遵循回归医疗本质，引
进和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医美人才是企业良好
发展的重中之重。“企业还应该优化机构内部医
疗美容项目，依据自身医生、技术优势结合地区
消费者特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品质。”

竞争压力加剧
线上服务仍需增加

为医美机构起到导流作用的互联网医美平
台，也问题频发。

一度被业内认为最有希望成为互联网医美
“第二股”的更美 app，先是被诟病碰瓷明星，诉讼
不断；近期更是因一起签到活动，遭到用户集中
投诉涉嫌欺诈。与此同时，更美 app首页医美贴
中的案例，真实性也遭人存疑。

谈到行业现状，有不愿具名的医美行业分析
师立夏（化名）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这一领域
的竞争环境正变得严峻。“虽然医美行业发展快，
需求旺盛，但仍只占社会经济的一小部分，医美
用户只有 1500万。随着医美市场发展，美团、京
东、阿里大型消费电商通过本地生活等方式相继
入局，它们带着资本和技术跑步进场，会进一步
划分流量市场。”

立夏表示，在这一背景下，医美作为体验经
济，靠消费体验推动，用户线上消费习惯尚未完
全改变，迫切需要医美行业增加更多线上服务。

上游大涨下游萎靡
医美股为何冰火两重天？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