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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8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
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
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张宇燕、伍戈、彭文生、白重恩、
顾捷、张少明、李仙德、姜英武等先后发言。大
家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虽然困难
挑战依然不少，但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市场信心增强。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对进一

步完善宏观政策、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意见
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李强指
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靠前发力实施宏观政策，突出做好
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工作，在转方式、调结
构、提质量、增效益上持续用力，政策效应不断
显现。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还需下功夫解决。我国发展具有坚实基

础、诸多优势和巨大潜能，长期向好的趋势不
会改变，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李强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必须抓紧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
两会精神的细化落实，推动各项部署加快落
地见效。要继续固本培元，统筹稳增长和增
后劲，发挥政策引领作用，进一步激发经营主
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强化组合效
应，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系统破解一些
重点难点问题。要注重精准施策，抓住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个关键和有效需求不足
这个突出矛盾，提升宏观政策向微观传导落
地实效。要坚决守牢底线，标本兼治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要把民生工作摆到突出位置，
以发展思维看待补民生短板问题，把民生实
事一件件办好。

李强希望专家学者扎根现实、深入研究，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希
望广大企业家专注创新发展、积极开拓市场、
敢干敢闯敢投，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

吴政隆参加座谈会。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本报记者 王思文

4月8日晚间，《证券日报》记者从公募基金
处获悉，包括浦银安盛基金、万家基金、中信保
诚基金、永赢基金在内的4家基金公司，均有一
只科创100指数增强基金于当日获批，这是首批
场外科创100指数增强基金产品。

永赢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获批的科
创100指数增强基金产品投资‘硬科技’方向，未
来希望能够通过更多前沿‘硬科技’的布局，助
力投资者享受科技红利。”

对于首批场外科创100指数增强基金产品
的后续发行进展，一位华东地区基金人士透露：

“这批采用增强策略的场外基金产品将很快推
向市场，进一步完善科创100指数的产品生态。”

根据证监会网站信息，2024年3月14日，浦银
安盛基金、万家基金、中信保诚基金、永赢基金集
体上报了首批科创100指数增强基金产品，天弘
基金则于3月20日上报该指数增强基金产品。

首批获批的4只场外科创100指数增强基金
产品名称分别为：浦银安盛上证科创板1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万家上证科创板100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中信保诚上证科创板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永赢上证科创板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板100指数成分股集中在电子、计算机、
电力设备、医药生物等领域，具备鲜明的规模特
征、产业分布和成长属性，能够捕捉科创新锐中的
潜力与成长机会。”万家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科
创板100指数增强基金产品成长好、潜力大，行业
主题分布面向未来，同时具有更加积极稳定的超
额收益预期空间。

永赢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结构
正全力向科技创新方向转型，科技创新行业毋
庸置疑将会是未来经济的重要驱动力。投资科
创100指数类型产品，可以直接参与到中国最具
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科技企业中，分享它们
成长的红利。”

从资产配置的工具属性看，中信保诚基金
相关负责人表示：“指数及其增强基金因为特征
明确、风格稳定可以成为很好的资产配置工
具。我们会从相对禀赋优势出发，以‘增强’为
抓手，遵循‘从宽基规模到主题行业、从主题行
业到风格策略’的基本路径，为市场提供‘Alpha+
Beta’工具性产品。”

浦银安盛基金称：“此次获批产品是公司继
日前首只中证A50指数增强基金获批之后，月内
再次获批重磅宽基指数产品，我们在指数业务
发展中正连续‘落子’布局核心宽基。”

事实上，连续布局核心宽基指数已经成为
2024年公募基金的发展方向之一。

浦银安盛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监孙晨
进表示：“近年来浦银安盛基金立足新锐指数基
金公司定位，打造了指数基金品牌‘ETF Pro’，
以‘核心宽基 卫星赛道’战略指导产品布局，持
续完善产品谱系。”

然而，在被动投资“马太效应”较强的市场
环境下，中小公募机构如何走出差异化发展道
路，分得一碗羹？

“关键是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能不
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业绩是产品能否为市场
接受的关键。”上述中信保诚基金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指数增强基金看，业绩的好坏和成立时间
长短并没有必然联系，努力为投资者做出有特
色、超额收益稳定的产品才是最重要的。从具
体指数产品看，结合自身禀赋坚持做长期正确
的事最重要。

首批4只场外科创100指数
增强基金集体获批

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梁傲男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8日，沪深两市共有
1003家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度现金分红预案，拟
现金分红金额合计约14762.04亿元。其中，贵州
茅台、美的集团、中远海控等24家公司分红金额
均超百亿元，551家上市公司分红金额均超亿元。

“上市公司分红金额创出新高，表明前期
政策引导正逐渐落地生效，连续稳定的分红是
上市公司回报股东能力的良好体现，反映出我
国资本市场生态持续改善。”光大银行金融市
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整体来看，银行、石油石化、保险等领域的
央国企、大市值龙头公司分红意愿较高。银河
证券研报显示，央企国企仍是A股市场现金分
红的主要力量，股息率高于全A指数与民企。

以分红金额来看，工商银行拟每10股派发
3.064元（含税），分红总额1092.03亿元，暂居两
市第一。此外，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与中国银
行分红金额分别为1000.04亿元、808.11亿元、
695.93亿元。“中农工建”四大行拟现金分红金

额合计达3596.11亿元。
从分红比例来看，广西能源、金隅集团、茶

花股份等50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均超
100%，即拟现金分红总额超过2023年的净利
润。另有322家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总额占
2023年净利润的比例超50%。

其中，广西能源现金分红比例为2655.57%，
暂居两市第一。广西能源2023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5.58万元。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分红金额合
计4397.13万元。这意味着，广西能源2023年现
金分红额度是当年净利润的26.56倍。

从每股股利来看，有26家上市公司拟派发
现金股利每股超2元。其中，贵州茅台分红“最
为慷慨”，拟每10股派308.76元，即每股分红
30.88元。石英股份、石头科技、长春高新、比亚
迪等公司紧随其后，每股现金股利分别为5.70
元、4.68元、4.50元、3.09元。

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1003家上市公
司涉及多个行业。其中，医药生物96家、机械
设备94家、电子行业83家、基础化工70家、电力

设备62家、汽车行业54家、交通运输45家、有色
金属41家、食品饮料32家。

与此同时，不少行业龙头公司公布了阔气
的分红计划。比如，中国移动拟分红金额
940.97亿元，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为71.41%。中
国神华拟分红总额449.03亿元，占归属于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75.21%。贵州茅台拟分红金额
387.86亿元，占2023年归母净利润的51.90%。
宁德时代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年度现金
分红和特别现金分红50.28元，合计派发现金分
红220.6亿元，分红比例达5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
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高额的分红预案传递
了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能够增强投资者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
和价值投资者，提高公司市值和股票流动性。

“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分红的底气。”巨丰
投顾高级投资顾问于晓明表示，不过，投资者在
评估分红预案时仍需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
财务稳定性和未来增长动力，判断分红是否符合
公司的长远利益和股东价值。

超千家上市公司推出2023年度分红预案
拟分红总金额近1.5万亿元

苏向杲

中国人民银行4月7日宣布，设立科技创新和
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利率1.75%，发
放对象包括银行机构在内的21家金融机构，旨在
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
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本次5000亿元再贷款是对原有科技创新再
贷款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的政策接续，从
宏观层面来说，对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重要意义；从微观层
面来说，有利于激发科技型企业等经营主体的融
资需求，减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担。总体看，
本次再贷款额度适中、利率维持低位、接续及时，
是项“时度效”兼顾的好政策。

下一步，如何让好政策真正发挥出大作用，
最大限度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很关键。笔者以为，
金融机构用好政策宜从三个维度着手。

首先，坚持市场化风险定价。唯有通过市场
化定价，才能保持金融服务科创型企业等实体的
可持续性，实现宏观经济、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的多
赢。实际上，针对本次再贷款，央行也明确表示，

“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申请，参考行业主管部门提供
的备选企业名单和项目清单，按照风险自担的原
则，自主决策是否发放贷款及发放贷款条件”。

市场化风险定价之所以很重要，有正反两方
面原因。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规模
较小、资产较轻、现金流不稳定、经营不确定性较
大等特征，基于此，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市场化
因子，适度提升风险溢价，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既
能让实体企业获得信贷支持，也能让金融机构获
取适当利润，实现双赢；另一方面，风险定价不合
理会严重阻碍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若贷款
利率过低，则利率不能覆盖风险，会影响银行等
机构的信贷投放积极性。若贷款利率过高，虽会
提升银行投放信贷的积极性，但会削弱实体企业
的融资意愿。

其次，“好钢用在刀刃上”。对银行机构而
言，再贷款是较为优质的负债，使用该资金加大
信贷投放，有利于提升净息差水平。但现实是，
金融机构没有“用完”央行此前创设的同类再贷
款额度。央行发布的2023年12月末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情况表显示，此前创设的科技创新再贷
款和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合计规模达6000
亿元，但截至去年末到期，这两项贷款合计余额
为4123亿元，也就是说，仍有1877亿元的再贷款
额度未被使用。

为什么没“用完”？这或许有诸多原因，对银
行机构而言，投放科技型企业信贷面临许多约束，
其中，银行内部面临资本金、资产质量、流动性等层
面的约束，外部面临宏观经济发展周期、企业实际
融资需求等层面的约束。此外，在实践中，有效识
别并找到符合风控要求、具有真实融资需求的中小
科技型企业并不容易。因此，银行等机构仍需多措
并举，将再贷款资金投向真正有融资需求、有增长
潜力的科创企业；同时，政策层面也可以通过引导、
激励金融机构扩大科技型企业信贷投放等措施，打
通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再者，坚持敢贷与防风险并重。我国经济转
型升级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方式提出了
全新的要求。过去多年，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传统
产业积累了丰富的风控经验，但对新兴产业的风
控经验仍有待提升，个别银行也因“看不清”风险
而不敢贷款。对银行机构而言，防风险是用好再
贷款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也要求银行机构在贷前
具备良好的风险识别能力，了解相关企业的核心
风险点，做到有的放矢；在贷后能够跟进风险变
化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保障资产质量。未
来，银行要提高“看清”风险、把控风险的能力，不
能因为“看不清”而不敢贷不愿贷。

总之，用好这5000亿元再贷款，既能提升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也能更好满足科技创
新、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领域的融资需求，推动
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同时，对于银行自身而
言，也为提升其适应新时代需求，提高服务新质
生产力能力提供了契机。

金融机构如何用好
5000亿元再贷款？

本报记者 吴晓璐

4月7日，因浙江明泰控股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保荐人撤回发行上市申请，上交所
终止其发行上市审核。记者据沪深北交易所
网站数据统计，截至4月8日，年内累计有102
家企业上市申请终止，同比增长34.21%。其
中，1家企业因为IPO上会被否，1家因未及时
消除中止审核情形或补充提交有效文件而被
终止审核，另外100家均为主动撤单。

受访专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IPO仍
将从严审核、从严把关，节奏仍会放缓。从
长期来看，随着“两强两严”监管新理念的贯
彻执行，以及发行市场生态改变，拟上市企
业和中介机构提高申报质量，IPO将恢复常
态化，市场也将迎来更高质量发展。

主动撤单数量大增

市场人士认为，今年主动撤回上市申请
企业数量大增，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环境的变
化，部分企业更为谨慎，为后续登陆资本市

场预留空间。
深圳大象投资控股集团总裁周力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
IPO排队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市
场环境、企业经营等层面的问题，这些不确
定性导致主动撤单数量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对IPO
全链条从严监管，加大现场督导和现场检查
力度，部分有问题企业“知难而退”。

华商律所执行合伙人齐梦林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除业绩下行的原因外，企业
IPO信息披露质量不过关、“带病申报”，在监
管审核和现场检查中被发现问题而主动撤
单也是原因之一。

3月15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严把发行
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
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大对拟
上市企业的随机抽取和问题导向现场检查力
度，大幅提升现场检查比例，形成充分发现、
有效查实、严肃处置的监管链条，有力震慑财
务造假。同时，对现场检查中的撤回企业“一
查到底”，切实落实“申报即担责”。

证监会近日披露的《2024年度中国证监
会部门预算》显示，“组织部署对首发企业检
查比例不低于25%”。去年该项数据则是不
低于5%。可以预期，今年IPO现场检查比例
将大幅提升。

严审未盈利企业

上述102家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司中，拟登
陆沪深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的公司家
数分别为35、12、30和25。其中，未盈利企业
IPO撤单明显增多，5家适用科创板第四套上市
标准的企业撤回IPO申请，去年全年仅4家。

据上交所官网，科创板第四套上市标准为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最近一年
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周力表示，该
标准只考虑上市公司市值及营业收入指标，因
此吸引部分研发投入大、成长性较高、业绩波
动大但业绩亏损的企业进行申报。今年以来，
监管明确要求“从严监管未盈利企业上市”，部
分企业一二级市场估值出现“倒挂”，这导致部
分适用该标准的企业主动撤单。（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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