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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诗钰

6月 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5
月份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显示，前
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83.4%，比2019年同期增长
48.0%，两年平均增长21.7%（以2019
年同期数为基数，采用几何平均方法
计算）。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
师朱虹对此表示，随着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持续巩固，市场
需求稳定恢复，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不
断改善，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

从5月份当月看，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6.4%，比2019年
同 期 增 长 44.6%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20.2%。从具体数据来看，近七成行
业利润同比增长，八成行业盈利超过
2019年同期。5月份，在41个工业大
类行业中，有 28个行业实现利润同
比增长（或扭亏为盈），占68.3%。其
中，有8个行业利润增速超过100%，
有 6个行业利润增速在 30%至 100%
之间。与 2019年同期相比，有 33个
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占80.5%。

朱虹表示，5月份工业企业效益
状况延续稳定恢复态势，但企业盈利
不平衡状况较为突出，恢复基础尚不

牢固。一是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
因素影响，工业企业新增利润主要集
中于上游采矿和原材料制造行业，下
游行业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二是小微
企业利润增速低于大中型企业，私营
企业利润增速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平
均水平。下阶段，要深入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助力企业纾困解难，着力引导大
宗商品价格向供求基本面回归，推动
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受多重
因素影响，对工业企业产生较大影响

的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
些品种连创新高。5月份以来，国务
院常务会议连续三次“点名”大宗商
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约
谈提醒大宗商品重点企业，监管频频

“亮剑”，部分大宗商品明显“退烧”。
中信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

明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5月份最
核心的关注点是大宗商品价格对工
业企业利润的结构性扰动，这将决
定通胀压力的传导以及对未来经济
的结构性影响。从结果上看，5月份
通胀并未对工业利润形成整体性的
冲击，但结构上存在分化：上游好于

下游，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速回落；国
企好于民企；大中型企业好于小微
企业。往后看，预计工业企业利润
增速短期仍可以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需关注涨价对中下游工业行业的
持续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部联席负责
人、宏观经济与固定收益首席分析
师黄文涛表示，随着调控政策逐步
落地显效，大宗商品价格会有回
落。但受大宗商品价格支撑，部分
工业企业利润下半年仍将保持高
位。行业利润分化格局预计不会发
生实质性改变。

5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6.4%
近七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八成行业盈利超过2019年同期

苏向杲

12.98%！这是银保监会 6 月 25
日披露的5月末险资最新的“股票与
证券投资基金”配置占比。险资投
资的股票与证券投资基金通常被业
内“翻译”为“权益投资”。这一数字
令人为之喜忧参半，喜的是月度“占
比”略有提升，忧的是环比提升只有
0.07个百分点，占比提升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

另一组数据同样令人高兴不起
来。去年险资对股票的投资收益率
为10.87%，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收
益率为12.19%。今年一季度险资对
股票的投资收益率为3.73%，对证券

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3.26%。这
个收益率与公募基金公司动辄百分
之几十的投资收益率相去甚远，更不
用说与那些投资收益率超100%的明
星基金经理相比了。

目 前 ，险 资 的 配 置 格 局 仍 以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不过，近年
来随着利率中枢下行，固收类投资
贡献走“下坡路”，而权益投资占比
理应担当重任。权益投资这个“少
数而关键”的投资，其中“关键”仍
现疲态。

毫无疑问，“权益投资”发挥应有
的作用，对保险公司投资端、负债端
均存在重要意义，加大权益投资、提
高权益投资收益率显得尤为紧迫。

今年保险行业相对低迷，通过权
益投资提升投资收益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比以往更为强烈。前5月，保费
市场份额占比过半的五大上市险企
保费同比增速已趋于零，这在近几年
极为罕见。

因此，提高权益投资比例和收益
率，是险资不得不迈过的一道槛。

鼓励险资加大权益投资比，监
管层的态度是明确的，相关政策也
是为扩大权益投资一路松绑。权益
投资上限已由之前的 20%一路升至
目前的最高45%，此外，监管还放开
了财务性股权投资的行业限制，鼓
励险资扩大权益投资。但是险资权
益投资比例并没有多大改观，徘徊

在12%左右。
不难推断，近年来，险企权益投

资的“额度”远没有用完。其中原因
并不复杂。“最核心的原因是权益投
资要求有极强的投资能力”，有险企
老总对此直言不讳。

投资能力的提升非短期工程。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解决权益投资“卡脖子”
问题的关键在哪。笔者认为，“卡脖
子”的核心是态度，近年来，险企投
资过度“求稳”，谨慎并不为过，但同
时也因此束缚住了手脚，错过了投
资机会。发现问题，对症下药是必
要的。从另一个方面看，市场呼唤
壮大机构投资者，作为规模已超 22

万亿元的险资，责无旁贷。
其次是尽快补足研究能力，力争

短期见效。近年来，高端白酒、生物
医药、新能源、医美等多个“盛产牛
股”的炙手可热赛道，险资对此似乎
并不感冒，目前险资持仓主要集中于
银行、地产、公用事业等传统产业。

第三是虚心向优秀的“同行”学
习。从资产管理来看，公募基金是险
资的同行，选取国内外优秀的“标的”，
通过与优秀公募基金公司的“比对”，
找到差距，锚定努力方向，不失为一种
简单而长期有效的方法。

险资优化权益投资要从三方面入手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昌校宇

高铁，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用得起的国之重器，其飞速发展，将
百姓生活带入了“坐地日行千万里，
朝发夕至一日还”的“穿越”时代。
交通轴不仅是一条便民轴，更是一
条经济发展轴、增长轴。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坐上京沪
高铁，走进济南、曲阜、徐州、南京、
上海等五城，探寻高铁如何拉动区
域经济形成“金丝带”。

提速沿线经济发展

高铁兴则城市兴。在城市发展
的过程中，“高铁一通转换时空，火
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铁连点成线，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速”。

在首站济南，随处可见的高铁
模型或许是当地政府为高铁“点赞”
的直接体现。济南西站的候车厅
里，两台不同功能的高铁模型十分
醒目。站内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一台模型为高铁模拟驾
驶室，运用3D仿真设计，让旅客有亲
临其境的驾驶体验感。另一台标有

‘德州扒鸡’字样的高铁模型为商
铺，新颖造型吸引不少旅客前来‘打
卡’。‘高铁时代’的到来为济南的发
展增加了‘底气’，提供了机遇”。

“高铁的开通，带动了城市经济
的发展。”济南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
员郭永桂说，高铁开通之初的2011
年，济南经济总量为4406亿元，到
2020年增至10140亿元，增幅高达
130%，成功迈入万亿元“俱乐部”。

所谓“修一线，兴一片”，与济南
同样有收获感的还有徐州。2011年，
徐州境内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开通，使
其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得
到巩固。目前，徐州与南京、郑州、济
南、合肥4个省会城市已形成“1小时
城市圈”，高铁通达省份（自治区、直
辖市）25个，通达城市近200个。

“2011年之前，徐州东站这个
位置还是一片荒山，四周没有人
烟。高铁开通后，围绕徐州东站为

中心的道路加宽了、高楼增加了，
一座高铁新城拔地而起。”说起十
年来的变化，铁路徐州站副站长许
宁满脸喜悦。

“徐州将高铁优势有效转化为
发展优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明显。”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王浩向记者介绍，

2020年，徐州地区生产总值达7319
亿元，是2011年的2.06倍；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为8.29万元、是2011年的
2.01倍。 （下转A2版）

京沪高铁沿线五城调查：

高铁速度跑出一条经济高铁速度跑出一条经济““金丝带金丝带””

本报记者 张 敏

6月27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对
2020年10月13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
议案》（以下简称“第二期回购”）对应的回购股份
用途进行调整，由原计划“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变更为“回购股份用于
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公告显示，格力电器第二期回购股份共计约
1.01亿股，在变更及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约60
亿股变更为59亿股。格力电器表示，此次变更第
二期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是公司结合目前实际
情况作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每股收益水
平，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

格力电器自2020年4月份以来启动了三期股
份回购，其中第一期股份回购及第二期股份回购
已经实施完毕。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耗资约60
亿元。今年5月31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第三期回购公司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格力电器于今年6月21日披
露《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拟将第一期回购股份用于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显示，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资金规模不超过30亿元。此次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为27.68元/股，等于公
司依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所回
购股份均价的50%。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指标分为公司业绩
考核指标与个人绩效考核指标。其中，公司业
绩考核指标为：2021年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
低于10%，且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2元或现
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50%；2022年净
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低于20%，且当年每股现金
分红不低于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
利润的50%。

上述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6月27日下午，格力电器对
外发布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格力电器董事
长董明珠和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邓晓博在6月
26日下午接待了共计226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

在此次投资者交流会上，格力电器首度公开
对外回应上述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员工持股方案不止为员工创造福利，更
主要的是希望激励员工跟随企业发展。尽管方案
设定的锁定期是两年，但实际原则上是持有至退
休。公司希望员工持股计划带来的是激励，让员工
更加有信心，有精气神，和企业一起发展，而不是只
追求短期利益。格力不是靠资本运作的企业，而是
坚持自主创新，努力践行对科技创新‘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格力电器对外表示。

格力电器拟将
1亿股回购股份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