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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3月31日，支付宝公布3月份境外人士来华支付交易
成绩单。数据显示，2024年3月份，境外人士来华通过支
付宝在国内的累计交易金额同比去年3月份增长近10倍，
交易笔数同比增长近8倍，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近6倍。

据披露，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指导支
持下，蚂蚁集团与网联清算公司、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境
外钱包等合作伙伴紧密协作，于2020年在国内第一家获
得2套服务外国人入境支付方案的批复，包括了“下载支
付宝App后绑定境外银行卡”（外卡内绑）以及“直接使用
境外电子钱包扫支付宝二维码”（外包内用）。

据披露，自2019年3月份至今，蚂蚁集团“外包内用”
方案实施5年，已引入7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个境外钱包。
其中，东南亚和东亚超过1.75亿的境外钱包用户可以在国
内商家直接扫码消费，且全面支持扫码支付和被扫码支
付2种方式。

截至2024年3月份，入境后使用支付宝App绑定国际
银行卡（“外卡内绑”）的外国游客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日本、泰国、德
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尼西亚是十大来源国。

3月份境外人士在华支付宝交易额
同比增近10倍

本报记者 周尚伃 见习记者 于 宏

在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下，上市券商与投资
者“双向奔赴”。一方面，当前投资者十分关注上市券商
2023年分红情况；另一方面，上市券商也积极制定各项分
红战略，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已有22家上市券商披露了
2023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拟分红总额达323.46亿元（含
税，下同）。其中，各家券商的分红金额与比例呈现差异
化特征，3家头部券商拟分红总额均超30亿元，还有16家
券商的股利支付率（指归母净利润中现金分红所占的比
重）超30%。

头部券商拟分红金额较高

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之一，3月15
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
行）》明确，加强现金分红监管，增强投资者回报，举措包
括“要求上市公司制定积极、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明确
投资者预期”“多措并举提高股息率”“推动一年多次分
红”等，均体现出鼓励上市公司积极分红的导向。

不过，高分红的前提是上市公司自身实力较强，而其
业绩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当年的分红派现“额度”，因此，市
值排名靠前、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较高、盈利能力较强的头
部券商的分红金额也自然相应较高。从目前已披露的22
家券商分红预案来看，2023年度，拟派发现金红利最多的
仍然是行业龙头中信证券，金额为70.4亿元；紧随其后的
是华泰证券和国泰君安，分别拟派现38.83亿元和35.62亿
元。此外，中国银河、广发证券和招商证券拟分红金额也
均超过20亿元。

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付学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上市券商积极进行分红，能够直接提高投资者收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能够有效彰显自身较强的盈利能
力，提升公司的声誉和影响力。”

可以看出，上述22家上市券商的每股分红数额存在
较大差异，每股分红数额最高的是中信证券，每股派息
0.475元；其次是华泰证券和国泰君安，每股派息分别为
0.43元和0.4元。2023年，上述三家头部券商的净利润在
已披露年报的券商中也位居前三名，分别为197.21亿元、
127.51亿元和93.74亿元。不过，也有上市券商每股派息
较低，目前来看，有8家上市券商每股派现不足0.1元，最低
为0.014元。

另外，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公司
分红透明度，国海证券、中泰证券、天风证券等多家上市
券商制定了《未来三年（2023年至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通过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3家券商股利支付率超70%

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条件之一是“最近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30%”。虽然当前上市券商放缓了再融资的脚步，但
是这一指标仍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从股利支付率来看，上述22家上市券商中，有16家券
商的股利支付率超30%。其中，海通证券的股利支付率高
达128.96%，位居榜首；随后是红塔证券和国海证券，股利
支付率分别为90.63%和78.13%；国联证券的股利支付率
也排名靠前，为59.9%。不过，也有部分券商股利支付率
不足30%，其中最低的仅为8.8%。

例如，某上市券商针对其较低的分红表示，因公司处
于各项业务快速发展阶段，仍需投入大量资金，以扩大业
务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可以保证
公司净资本充足，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补充营运资金以保
障各项业务的资金需求，提升公司价值。不过，该券商也
表示，将积极研究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增加现金分
红频次，统筹好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动态平衡。

“上市券商在制定分红方案的时候，应综合考虑多方
面因素。首先要考虑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其次
要评估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和资金需求，例如是否有对外
投资、扩张的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另外还需要关注股东的
利益和期望，以及法律法规和监管方面的要求。”中关村物
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另外，股息率也是考量上市公司分红水平的重要指
标之一，以3月29日最新收盘价计算，有15家上市券商的
股息率超过1%，最高的为华泰证券，股息率为3.06%；国
泰君安、中信证券、国元证券、广发证券、华安证券等5家
公司的股息率均超2%；也有8家券商股息率不足1%，最低
的仅为0.28%。

22家上市券商2023年度
合计拟分红超320亿元
16家股利支付率超30%

本报记者 苏向杲
见习记者 杨笑寒

时隔七年，上市险企再次下
调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

在陆续公布的 2023 年年报
中，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
保、新华保险、中国太保、阳光保
险等均将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从
5%下 调 至 4.5%。 而 7 年 前 的
2017年，一些上市险企曾将长期
投资回报率假设从 5.5%调降至
5%。此外，上市险企在2023年的
年报中，还调整了风险贴现率
假设。

在受访人士看来，上市险企
调整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的原因
在于，在利率中枢下行阶段，保险
机构预计险资运用的长期收益率
将进一步下降。长期投资回报率
假设的调整将对险企当期诸多重
要业绩指标产生广泛影响，其中
包括当期利润、内含价值、新业务
价值等。

从5%调整为4.5%

中国平安在 2023 年年报中
提到，基于对宏观环境和长期利
率趋势的综合考量，公司于 2023
年审慎下调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内
含价值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至
4.5%、风险贴现率至 9.5%。2022
年及以前的新业务价值使用长期
投资回报率假设 5%和风险贴现
率11%计算。

此外，中国人寿、中国人保、
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阳光保险
均在 2023 年年报中将长期投资
回 报 率 假 设 从 5.0% 下 调 至
4.5%。而在风险贴现率假设上，
中国人寿从10%下调至8%；中国
人保从 10%下调至 9%；中国平
安、阳光保险均从 11%下调至
9.5%；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均从
11%下调至9%。

对于险企调整长期投资回报
率假设的原因，普华永道中国金
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随着利
率继续在长期下行通道中运行，

险资运用的长期收益率预期进一
步下降，而保险公司产品定价和
准备金评估的利率假设是需要客
观反映市场表现和预期的，因此
保险公司在今年纷纷下调了长期
投资回报率假设和风险贴现率
假设。

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徐
昱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险企下调长期投资回报
率假设，一方面是与十年期国债
利率对齐，另一方面是依据资本
市场中长期资产回报率的变化进
行调整。

就两项利率假设调整，新华
保险副总裁龚兴峰在 2023 年年
度业绩发布会上也表示，由于保
险资金具有长期性，公司对于任
何调整首先是慎重的，是基于一
个长期期望值的判断。另一方
面，要建立起投资收益率假设和
贴现率收益假设联动的内在逻辑
机制，对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

价进行评估，选择符合当下对于
整 个 市 场 判 断 的 风 险 贴 现 率
假设。

行业或将普遍调整

因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与风
险贴现率假设影响一系列重要业
绩指标，保险公司通常不会轻易
变动相应假设。公开数据显示，
距离上一次上市险企统一调降长
期投资回报率假设已有 7年。业
界认为，此次多家险企调整相关
假设，或是行业又一波普遍调整
两项利率假设的开始。

周瑾表示，下调长期投资回
报率假设等利率假设的动作应
该是行业性的，只是各家保险公
司在具体的预期上可能会存在
部分差异。从行业影响来看，由
于评估利率下调，险企的长期负
债需要更多计提责任准备金，因
此会使得保险公司的当期利润

出现下降。
“所有这些数据都不是静止

不动的，我们下一步也会再根据
行业发展情况，以及投资者和分
析师、公司和整个行业讨论形成
进一步共识，动态地看待和调整
这些指标。”龚兴峰表示。

从上市险企公布的年报来
看，假设调整后，险企的新业务价
值均有所下降。例如，中国人寿
2023年年报显示，在2022年使用
的经济假设下，去年新业务价值
为 410.35亿元，而新经济假设下
为 368.60亿元。同样，中国平安
2023年年报显示，2023年其寿险
及 健 康 险 业 务 新 业 务 价 值 为
310.8亿元，若基于2022年末假设
和模型计算，2023年新业务价值
为392.62亿元。

从影响来看，行业若普遍下
调利率假设，一方面险企会因核
心评估数据与准备金变化而减少
净利润，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利率

假设更加贴近市场表现与预期，
新的报表数据将具有更多准确性
与可靠性。例如，东吴证券非银
金融行业分析师葛玉翔认为，基
于新经济假设计算，险企 2023年
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调整后可
信度提升。

需做好资产负债匹配

险企下调长期投资回报率假
设的背景，是近年利率中枢持续
下滑，保险行业面临利差损压力
增加等风险。

多家险企也在 2023 年年度
业绩发布会上提及了利差损风
险。例如，中国人保集团副总裁、
人保寿险总裁肖建友在 2023 年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利
率下行、资本市场波动、投资收益
下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如果
覆盖不了负债成本，就会出现利
差冲突的情况。龚兴峰也在新华
保险的 2023 年年度业绩发布会
上提到，业内对于下一阶段整体
利率水平的中枢保持在一个相对
较低的位置有一定的共识。在这
种情况下，就使得利差损这种潜
在的风险，也可能变成实质性
风险。

对于保险公司应如何缓解
潜在利差损风险，徐昱琛表示，
核心思路是降低负债端成本，提
高投资端收益，做好资产负债匹
配。从负债端保单获取成本来
看，目前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一
系列措施调控行业负债成本，包
括降低保单的定价利率、推行报
行合一等；从投资端收益来看，
险企需要强化研判，做好投研与
股 债 配 置 ，并 控 制 资 金 成 本
费用。

“在现阶段，险企要清醒认识
并积极应对利差损风险这一‘重
要但不紧急’的问题，下调产品预
定利率，适时调整产品结算利率，
适当放慢产品销售的节奏，积极
优化长期资产配置，坚定价值发
展的方向，减少冒进的短期行为，
保 持 稳 健 经 营 的 模 式 。”周 瑾
表示。

6家上市险企调降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至4.5%

本报记者 王 宁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3月
31日，已有19家期货公司披露了
2023年全年业绩，合计实现净利润
36亿元。其中，有9家公司净利润
超过1亿元，包括中信期货、东证期
货、南华期货、方正中期和瑞达期
货等。

多家期货公司表示，2023年期
货行业各项业务有序推进，包括品
种创新持续推进、国际化对外开放
程度提高、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业
务等均呈现较好势头。其中，品种
创新持续推进对行业发展起到了

重要支撑作用。
整体来看，上述19家期货公司

盈利能力存在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这19家期货公司中，

2023年实现正收益的有15家，其中
有3家公司净利润超过5亿元，分别
是中信期货、国泰君安和上海东证，
净利润分别为8.73亿元、7.1亿元、
5.27亿元；此外，还有包括南华期
货、光大期货、方正中期等6家公司，
净利润则处于1亿元至5亿元之间。

南华期货在2023年年报中表
示，2023年期货市场品种创新持续
推进，服务实体经济的触角不断延
伸，期货公司作为中介服务机构，

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南华期货2023年实现营业收

入62.4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4.02亿元，同比上升63.32%；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6587元，同比
增加63.33%。

中粮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吴
浩军向记者表示，期货市场已成为
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升级的重
要平台。截至目前，我国期货市场
已覆盖农业、金属、能化、金融等多
个领域，基本满足大宗商品交易的
一般需要，但伴随期货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深度扩展、与国际期货市
场匹配度提高、差异化的国际竞争

策略加速形成，期货市场新品种的
供给速度需进一步加快。

虽然有部分期货公司经营情
况相对较好，但从整体来看，多数
公司净利润同比仍呈现下滑态势。

数据显示，在9家去年净利润
超过1亿元的期货公司中，仅有1家
净利润同比呈现增长态势，其余8
家公司均有所下滑。此外，在其余
净利润不足1亿元的期货公司中，
去年净利润同比走高的仅有2家，
其余8家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更有期货公司发生亏损。

某期货公司在2023年年报中
表示，公司存在经纪业务收入有所

下滑，资产管理业务、基金销售业
务受底层资产行情影响业绩表现
乏力等情况，从而导致整体呈现

“增产不增收（期货交易量放大，期
货公司利润却出现下滑）”的特征。

据了解，在今年各大期交所优
化交易手续费背景下，部分头部期
货公司已纷纷调整业务发展的中
短期战略，以应对行业风险。在吴
浩军看来，期货市场除加快新品种
上市及完善相关制度配套外，为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应进一步探索
创新风险管理工具、加强对外开放
及强化科技赋能，加快中国特色现
代期货市场的建设步伐。

期货公司盈利能力分化 19家公司中9家去年净利超亿元

本报记者 昌校宇

继首批10只中证A50ETF（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市后，中
证A50ETF联接基金也加快入市步
伐。4月1日，摩根中证A50ETF联
接基金正式发售，认购时间仅1天；
平安中证A50ETF联接基金定于4
月8日起发售。另据《证券日报》记
者从业内获悉，首批 10只中证
A50ETF联接基金中的其余8只产
品也将于近期发行。

平安基金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 者 表 示 ：“ 相 较 于 中 证
A50ETF，中证A50ETF联接基金更
具便捷性、多样性，不仅投资门槛
更低，还可为投资者提供场外投资
ETF的途径和满足定投的需求，旨
在为投资者提供A股核心资产更
便捷的投资选择。”

在嘉实基金相关负责人看来，
中证A50ETF联接基金的推出，在
为场外投资者架起接入场内ETF

桥梁的同时，有助于拓宽中证
A50ETF的客户群体，丰富客户结
构，实现场内外联动，提升ETF的
流动性。

首批10只中证A50ETF联接基
金从申报到获批再到发行，可谓跑
出“加速度”。

3月12日和3月18日，摩根资产
管理、平安基金、易方达基金、富国
基金、嘉实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华
泰柏瑞基金、银华基金、大成基金
以及华宝基金等10家公募机构旗
下的中证A50ETF“接力”上市，10
家机构均在产品上市首日就上报
了其联接基金；3月26日和3月29
日，10只中证A50ETF联接基金接
连获批；3月29日，摩根资产管理、
平安基金分别发布旗下相关产品
发售公告。

摩根中证A50ETF联接基金是
本批次产品中首只开售的，摩根资
产管理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本次以发起式基金形式

发行摩根中证A50ETF联接基金，
公司将使用发起资金认购该基金
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持有期
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少于
三年。”

在运作方式方面，平安中证
A50ETF联接基金定于4月8日起
发售，运作方式为普通开放式。
此外，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华
泰柏瑞基金、华宝基金获批的中
证A50ETF联接基金为发起式产
品；工银瑞信基金、嘉实基金、银
华基金、大成基金获批的中证
A50ETF联接基金则为普通开放
式产品。

中证A50ETF联接基金作为一
种场外基金，其绝大部分基金资产
投资于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中证
A50ETF，通过紧密跟踪实现复制
目标ETF走势。首批 10只中证
A50ETF的标的指数为中证A50指
数，该指数于2024年1月2日正式发
布，因其在编制方法上的创新而备

受关注。相较传统宽基指数，中证
A50指数对中证全指市场的覆盖
度较高，其编制更注重全面性，引
入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均衡行业布局、互联互通等编
制因子，反映了A股各细分行业头
部公司的整体走势。

首批10只中证A50ETF具有较
强的市场活跃度。Wind资讯数据
显示，截至3月31日，10只产品自上
市以来，累计成交额约为260.35亿
元。其中，平安中证A50ETF上市
以来的累计成交额超49亿元，位列
10只产品中的第一名。

同时，平安中证A50ETF、大
成中证A50ETF上市以来日均成
交额均超3.5亿元；华泰柏瑞中证
A50ETF、易方达中证A50ETF、摩
根 中 证 A50ETF、华 宝 中 证
A50ETF、工银瑞信中证A50ETF
等5只产品上市以来的日均成交
额均超2亿元；其余3只产品上市
以来的日均成交额则在 1亿元

以上。
摩根中证A50ETF联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韩秀一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当前，基本面复苏趋势
已明确，A股或开启新一轮企业盈
利修复周期。经济复苏阶段，成份
股盈利或进入上行周期，其中行业
龙头往往具备相对稳定的盈利能
力。中证A50指数网罗各行业龙
头公司，业绩表现值得期待。站在
当前时点来看，基于中国A股市场
的多重吸引力，当前配置中证A50
指数或是‘一键布局’A股核心资
产的好时机。”

在嘉实中证A50ETF基金经理
尚可看来，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
构转型期，市场风险偏好较低，更
愿意追求高确定性资产。随着核
心资产完成市场预期、交易结构出
清，大盘风格有望见底企稳。以中
证A50指数为代表的大盘成长风
格在经过调整之后，中长期配置性
价比凸显。

再添“直达核心资产”场外利器
10只中证A50ETF联接基金4月1日起陆续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