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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港股上市公司回购金额创新
高。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按公告日计，截
至6月30日，累计已有113家港股公司在上半年
发起回购，累计回购次数达到2239次，累计回购
份额 27.39亿股，回购耗资 478.63亿港元，较去
年同期的324.51亿港元提升了47%。

数据显示，今年 6月份，有 69家港股上市公
司发起回购，回购次数达到 615次，回购份额达
到 5.54亿股，回购金额达到 164.41亿港元，占据
上半年回购金额的34%。

为何近期港股上市公司密集发起回购？协
纵策略管理集团创始人黄立冲表示，在当前全
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投资者可能对市场
前景持谨慎态度，公司回购股票和重要股东增
持可以稳定股价，减少市场波动。

“一般而言，企业觉得股价过低，便会在市
场回购股份。回购可解释为公司对股价前景有
信心，有助于提高估值。”都会金融香港研究部
主管岑智勇表示。

从个股来看，截至 6月 30日，腾讯控股、友
邦保险、汇丰控股的回购金额居于前列，分别为
168.75亿港元、153.71亿港元、51.26亿港元。从
行业来看，今年以来发起回购的港股上市公司，
主要分布在资讯科技、生物医药、保险、汽车、地
产等行业。

黄立冲表示，科技股和生物医药股通常具
有较高的成长性，在市场波动或不确定性增大
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可能会选择回购股票，以
稳定股价和提升投资者信心。此外，在利润良
好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能会有大量的现金储
备，通过回购股票，公司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
现金。

中金公司研报认为，港股市场有望实现一
定程度上的“均值回归”，但在真正增长“抓手”
出现前，可能是在相对低水平上的均衡。整体
上，预计 MSCI 中国和恒生指数在当前水平有
10%至15%的上涨空间。

港股公司上半年
回购金额同比提升47%

本报记者 邢 萌

目前，沪深京三市均已披露上市公司半年报
预约披露时间，A股首份半年报将于7月13日出炉。

从预约披露时间来看，沪市方面，康缘药
业预约时间最早，将于7月13日披露半年报，这
也将是A股首份半年报；深市方面，卫星化学一
马当先，将于7月18日披露半年报；北交所首份
半年报花落万通液压，披露日定于7月20日。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市值前100的
上市公司中，除宁德时代、万华化学、华能国际等
3家选择7月份披露外，其余均选择8月份披露。

其中，8月下旬披露半年报的公司达82家，占比
82%，不乏国有六大行、“两桶油”等巨无霸企业。

“半年报的披露时间一般是公司结合自身
情况而定。一些龙头企业通常因为业务量大，
整理财务数据的时间耗费更多，大多集中在8
月下旬披露。”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
院院长田利辉分析称，中期财务报表汇编并审
理需要一定时间，往往规模越大的公司财务报
表编制也就越复杂，不少企业预约8月底披露，
能够给予财务人员更为宽裕的时间。当然，也

不排除个别企业有意延后，静待市场环境好
转，进而减小利空消息的市场冲击力。

截至目前，一批上市公司已率先预告半年
报业绩，整体业绩表现可圈可点。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A股共有69家
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54家预
喜，占比近八成。预喜公司中，18家预增，27家
略增，5家续盈，4家扭亏。

具体来看，54家预喜公司中，创业板公司
数量最多，达31家，占比57%；主板和科创板公
司均为11家，占比20%；其余1家来自北交所。

值得关注的是，预喜公司中，大多数来自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数据显示，54家预喜公
司中，42家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78%，集
中分布于新一代信息技术（10家）、高端装备制
造（8家）、新能源汽车（5家）等细分产业。

田利辉表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
势良好，在市场扩张、政策鼓励和技术迭代的背
景下，不少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高端装备制造
企业和新能源汽车企业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通常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成
长性和创新性，可持续发展性较强，更具有潜力，
同时也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预期。”北
京数规科技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治衡表示。

A股半年报披露将于7月中旬拉开帷幕
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见习记者 方凌晨

最新数据显示，公募基金总规模年内第
三次站上27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6月29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
下简称“中基协”）发布5月份公募基金市场数
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
金管理公司143家，其中，外商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47家（包括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内资
基金管理公司96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
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12
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家。以上机构管理的
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7.77万亿元。

具体来看，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
3.70万亿元，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
24.07万亿元。

开放式基金中，具体包括股票基金、混合
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QDII基金五大
类。基金规模方面，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规
模增长较快，截至5月底，货币基金资产净值
规模为11.89万亿元，较4月底增加了4134.2亿
元；债券基金规模实现“四连增”，资产净值规

模为4.63万亿元，较4月底增加了2579.49亿
元；混合基金、股票基金、QDII基金规模则有
所减少。基金份额方面，除混合基金外，其他
类型基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货币基
金 份 额 为 11.88万 亿 份 ，较 4月 底 增 加 了
4112.69亿份；债券基金份额为4.08万亿份，较
4月底增加了2229.23亿份。

对于公募基金总规模创历史新高，德邦
基金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5
月份数据来看，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合计新
增规模6713.69亿元。在理财产品净值化、存
款利率下行、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追求稳
健收益的投资者转向行业相对成熟的公募固
收类基金。另外，权益指数基金在市场震荡
筑底期成为逆势布局工具，近期份额也有明
显增长。”

“在这一轮基金规模创新高的过程中，货
币基金是主导力量。相比年初，货币基金规
模增加了1.43万亿元，增长率达到13.7%。”金
鹰基金FOF投资与金融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唐
研然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权益市场表现相对低迷，

资金避险情绪浓厚，投资者风险偏好有所下
降，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流动性较好的货
币基金。市场环境和投资者心理预期共同推
动了货币基金规模快速增长，使其成为推动
基金资产净值创新高的主力军。

展望后市，多数受访机构对公募基金下
半年的表现和发展预期相对乐观。

唐研然表示，尽管当前含权基金的新发
面临一些困难，但根据历史经验，基金新发艰
难之时，后续往往可能会有较为亮眼的表
现。这是因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权益市
场的整体估值水平通常会进入到相对舒适的
区间，这为基金经理提供了逢低布局的机会，
从而有可能实现优秀的业绩表现。

诺安基金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梁亮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3年是基金行业走
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一年，行业核心
竞争力将持续聚焦于主动管理能力和产品创
新能力，与之相匹配的是投研体系、业务模
式、系统架构、绩效体系和管理运作的优化升
级，体现了新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和新的时代
主题。”

公募基金总规模创历史新高 货币基金“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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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岳

截至当地时间6月30日收盘，苹果公司股价
上涨2.31%至193.97美元，市值达到3.05万亿美
元，成为史上首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
苹果公司的传奇始于其1980年12月份在纳斯达
克上市。它的经历给A股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首先，在融资端要提升便利化程度，持续
赋能科技成果转化，让资本市场成为科技创新
企业成长的平台。

上市之后，苹果公司在发展的关键节点均获得
了纳斯达克的融资支持，这些资金被用于产品创新
研发和市场快速扩张。可以说，纳斯达克成就了苹
果公司，苹果公司也擦亮了纳斯达克的招牌。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制度
机制逐渐健全，尤其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超七
成，汇聚了一批新能源、集成电路等科技企业。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科创板以877亿元IPO融
资居各板块之首，其中半导体以417亿元独占鳌
头，光伏设备、软件开发行业分列二三位。

现在，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资本
市场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显著提升，“科
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日益畅通，资本市场成
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战场”。

其次，在投资端要着重增强投资者的认同
感、获得感，吸引各路资金进驻科技创新型上市
公司。

苹果公司的历次公开募股和债券融资均
受到投资者追捧，这与苹果公司持续不断的资
本回报分不开。数据显示，在近五年时间里，
苹果公司平均每年向股东分红132.2亿美元，成
为每年全球分红最多的上市公司。

持续分红正在成为科技上市公司稳定、吸
引各路资金进入的重要手段。在监管层多年
来的引导规范下，A股上市公司分红派现金额
持续攀高，2022年度首次突破2万亿元，同比增
长17%。其中，科创板共有334家公司推出现金
分红方案，总额317.71亿元。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的优势作用，需要融资端和投资端协同发展，才
能促进创新资本的高效形成，赋能科技成果转
化，进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相
信，假以时日，A股市场一定会涌现出一批能够
比肩苹果公司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天价苹果”
给A股的两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