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广州10月22日电 中国-海合会6+1
经贸部长会22日在广州举行。会议聚焦首届中
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经贸举措
落实，就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双向投
资、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互联互通水
平、推动能源转型等议题达成广泛共识，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
员会成员国经贸部长关于深化经贸合作的联合
声明》。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
和阿曼、阿联酋、巴林、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
海合会成员国经贸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发
言。各方高度评价首届中海峰会经贸举措落实
取得的积极进展，一致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同海合会各成员国发展战略对
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
设施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培育中海经贸合作
的新增长点。

王文涛说，中方将积极践行中国支持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愿同海方携手
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往来取得更大发展。一是尽
早达成中海自贸协定，支持和推进世贸组织改
革，推动世贸组织第 13 届部长级会议取得成
功。二是积极推进共同投资联合会运作，支持
双方主权财富基金以多种方式开展交流合作。
三是深化“油气+”合作模式，鼓励和支持双方企
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产业投资合作，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四是巩固和拓展互联互
通合作，务实探讨港口、航空、通信、管线等领域
基础设施合作机会。五是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不断释放光伏、风电、核能、氢能、生物质能等清
洁能源，以及动力电池、智能充电桩等新能源汽
车产业合作潜能。

据了解，本次部长会和同步举行的中国-海
合会经贸合作论坛，是商务领域落实中国支持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的首个务实举措。

中国-海合会6+1经贸部长会
取得积极成果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上市公司分红规则迎来进一步优化完
善。10月20日，证监会就修订《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下简称

《现金分红指引》），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以下简称《章程指引》）现金分红相关条款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健全上市公司常态
化分红机制，提高回报投资者水平。沪深证券
交易所同步修改完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明确操作性要求。

从此次修订内容来看，主要是从加强对低
分红公司信披约束、引导上市公司中期分红、
加强对异常高比例分红企业约束等三方面，完
善优化现金分红监管制度，更好发挥投资端拉

动作用，持续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在市场人士看来，此次优化完善上市公司

分红规则，是“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
心”一揽子举措的重要抓手，有望推动上市公
司形成常态化分红机制，形成完善投资回报机
制，提振投资者持股信心，形成价值投资、长期
投资理念，进而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促进
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和繁荣发展。

进一步提高A股分红水平

近年来，在监管部门引导和鼓励下，上市
公司分红金额逐年增长。权威数据显示，2012
年至今，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年化平均增速
13.3%，高于同期净利润总额平均增速（约

10%）。近年来，年度分红金额也已开始超过
当年股权融资额。

“但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分红均衡性、及
时性、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
感有待增强，还有个别公司异常高比例分红，
可能损害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需要及时
引导规制。”证监会表示。

对于不分红的公司，监管部门将通过加强
披露要求等制度约束督促分红。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部门以加强信
披要求的方式，引导分红水平偏低的上市公司
进行分红，符合市场逻辑，也符合全面注册制
的监督理念。

“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的信披作出投资

决策，上市公司分红情况也是影响投资者决
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强化不分红或
分红水平较低公司的信息披露，可能引发资
本市场对公司分红的‘用脚投票’，上市公司
制定分红政策时会更加审慎。”郑志刚进一步
解释道。

对财务投资较多但分红水平偏低的公
司，监管部门将重点关注，督促提高分红水
平，专注主业。伟明环保董秘程鹏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部门关注企业
财务投资情况，引导企业提高分红水平，有助
于企业集中资金资源做好主业经营，通过实
实在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来回馈股
东，有助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长期健康发
展。 （下转A2版）

新规引导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分红 提高回报投资者水平

本报记者 朱宝琛 见习记者 寇佳丽

四季度以来，多地继续将扩内需、促消费
作为首要任务推进。近日，广州、上海、南京等
地先后推出了新一轮促进消费举措。

“四季度是本年度经济的收官季。年初至
今，扩大消费的政策举措连续出台，促进国内
消费场景全面拓展，在促进消费潜力快速释
放、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方面取得了不错成效。”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
始院长朱克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记者梳理发现，新一轮政策举措除强调
创新消费场景、激发夜经济活力等之外，还
将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重点内容
推进。

例如《上海市加强消费市场创新扩大消
费的若干措施》提到“加强城市海外营销推
介，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机构合作，建立
专业化、国际化、精准化的推介矩阵”“推动全
市ATM机外卡支取人民币现金覆盖率达 90%
以上”等。南京市近日公示的《南京市商业网
点规划（2021-2035 年）》，也提出构建“国际
潮”与“金陵韵”共生互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消费资源，建设高品质
商业载体，培育新兴潮流业态，打造国际化潮
流品质消费中心、国际客流目的地和国际交
往承载地。

对此，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向
记者表示，鼓励支持境外人员境内消费也是推
动消费转型升级的有效措施。境外人员境内
消费对零售、餐饮和旅游等方面经济拉动作用
不可忽视，也有利于加强文化交流。

政策对境外人员境内消费的支持也日益
完善。目前，已可用境外手机号注册并开通数
字人民币钱包，用境外银行卡为钱包充值，再
进行支付。此外，数字人民币推出了境外银行
卡“先充后用”新功能，境外来华人士可先通过
Visa、万事达的境外银行卡为钱包充值，再进行
支付，后续钱包中如有余额，可存回至境外银
行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3 年以来，各地各部门都为市场复苏、消
费回暖做好多方面准备，其中，对数字支付服
务的升级，有利于扩大中国数字支付方案在
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利于推动数字支付互联
互通，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增长与消费转型
升级。

多地推出促消费新举措
国际化因素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近期，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的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纷纷拿出真金白银主动增持回
购，传递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记者据同花顺
iFinD统计，仅 10月 16日至 10月 21日（以下
简称“6天内”），就有14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密集发布增持或回购计划。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多家大
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计划，一
方面是为了稳定公司股价，另一方面也是向
市场发出积极信号。企业的正面预期也为当
前宏观经济的持续修复和增长提供了支撑。

数据显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6天内共有
34家上市公司抛出控股股东增持计划。从
数量上看，虽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仅有 12
家，占比仅为35.29%，但从绝对规模来看，不

乏多个“大手笔”计划。
比如，中国建筑公告称，其公司控股股东

中建集团拟在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A股股份，最多增持总金额为10亿
元。根据中国核电、中国铝业、三峡能源发布
的增持计划，其控股股东的增持总金额最高
均为 5亿元。另外，中国神华、国电电力、内
蒙华电、中国通号、中国铁建及海康威视，合
计将最高获得控股股东 19亿元的增持。华
润微控股股东也明确将增持至少 1亿元，中
煤能源尚未公布控股股东具体的增持金额。

除了央企控股股东的增持计划外，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也“身体力行”积极行动。据同花
顺 iFinD统计，6天内亦有14家上市公司发布
回购方案，其中，包括2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秘书
长张小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以雄厚
资金纷纷抛出重量级的增持或回购计划，不

仅向投资者传达了公司业绩稳健、发展前景
明朗等信息，也激活了市场的交易活力。

从回购金额来看，14份回购方案的拟回购
金额上限合计约56.39亿元。其中，仅2家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的拟回购金额就高达40亿元，占
比约70.93%，其中，宝钢股份的拟回购金额遥
遥领先。另外，从方案进度上看，4家上市公司
的股份回购正在实施中，宝钢股份仍位列其中。

具体来看，宝钢股份自10月16日晚发布
公告称，拟用不超过30亿元的自有资金回购
公司A股股份后，10月 20日晚再次公告称，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对记者
表示，大手笔回购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关公司
具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和稳定的盈利能力。此
外，也说明公司认为自家股票被市场低估，回
购可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相关公司价值。

“压舱石”在行动
6天内14家央企发布增持或回购计划

择 远

快递业务量是观察中国经济运行动向的
重要实物量指标之一。据国家邮政局消息，今
年1月份至9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
完成1151.1亿件，同比增长13.6%。其中，快递
业务量（不包含邮政集团包裹业务）累计完成
931.2亿件，同比增长16.4%。

这些年，我国快递业发展十分迅速，从过去
的“年均百亿件”增至如今的“月均百亿件”。尤
其是今年以来，快递业务量连续6个月超百亿
件，日均快件量超3.3亿件。这背后是行业的强
劲增长和发展韧性，更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
持续稳定恢复，市场活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快递业取得的亮眼成绩，与今年以来各地
区各部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密不
可分。比如，《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提
出了二十条强有力的措施，并与各领域、各品类
重点政策形成促进消费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市
场活力不断增强，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持续涌

现，消费市场保持稳定恢复态势，拉动经济增
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9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42107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07270亿元，增长
7.0%。同时，数据显示，1月份至9月份，全国网
上零售额108198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435亿元，增长8.9%，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4%。这正是
线上消费日渐活跃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平台消费场景日渐丰
富，线上消费俨然成为提振市场活力的重要支
撑。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的《2023年9月中国
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前三季度，快递业与
电商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助力线上经济持续向
好，支撑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稳步增长。9月
份以来，快递企业优化时令果蔬、海鲜等特色
产品定制解决方案，推动线上消费进一步升
温，“919电商节”、中秋节相关促销活动陆续开
展，月饼、生鲜、土特产品等寄递需求旺盛，9月
18日至27日，连续10天日业务量均超4亿件。

此外，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
《2023年中国网络零售TOP100报告》，我国网
络零售行业步入稳健增长阶段，上榜企业网络
销售规模持续增加，网络零售TOP100企业销
售额超 2.02 万亿元，同比提升 13.2%。网络零
售TOP100企业的入榜门槛从去年的2.8亿元
以上提升至今年5亿元以上。

一些此前不曾“触电”的高端消费品牌，正
将线上业务作为发展核心，加速拥抱数字化浪
潮。根据《中国奢侈品市场数字化趋势洞察报
告（2023年版）》，2023年中国高端消费品消费
预计将达到 5500 亿元，同比增速达 15%至
20%。线上购物渠道渗透率保持快速增长，占
所有购物渠道的46%。

一叶知秋。快递业务量数据的背后是旺盛
的消费需求，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潜
力，体现了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向好的态势。

从快递业务“月均百亿件”看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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