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乔宇

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有助于增强
投资者回报，推动树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
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7月 9日，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以下简称“中上协”）披露数据
显示，2023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家数、分红总额均有新突破，上市公司分红
意识不断增强，整体分红水平稳中有升。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政策引导和市场
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的分红意识和
分红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现金分红家数
和总额的增加，意味着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
中更加注重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有助于树
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
发展。

8家公司分红金额均超500亿元

从现金分红家数来看，2023年度沪深共
有3667家A股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同比
增长 11.02%。其中，356家中央国有企业进
行了现金分红，同比增长 1.42%；635家地方
国有企业进行了现金分红，同比增长9.67%；
2326家民营企业进行了现金分红，同比增长
12.53%。

在 4022家上市满三年的沪深A股上市
公司中，2181 家近三年连续现金分红；在
3426家上市满五年的公司中，1579家近五年
连续现金分红；在2324家上市满十年的公司
中，706家近十年连续现金分红。

从现金分红总额来看，2023年度沪深A
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2.2万亿元。其
中，有8家分红金额均超过500亿元，30家分
红金额超过100亿元，58家分红金额超过50
亿元。从近三年情况看，有12家上市公司近
三年现金分红总额超 1000亿元，有 18家上
市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总额超500亿元。

从股利支付率来看，2023年沪深A股上
市公司平均股利支付率35%，较2022年增加
7个百分点，较2021年增加9个百分点。

从股息率来看，2023年年度分红的3667
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有 493家 2023年年
度股息率超3%，有151家股息率超5%，有21
家股息率超8%。近三年平均股息率排名前
100的公司，近三年平均股息率为6.8%。

中上协披露的榜单显示，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排在近
三年现金分红总额榜单前五名；东阿阿胶、汇
通能源、江中药业、宝信软件、佐力药业排在
近五年平均股利支付率榜单前五名；山煤国

际、中远海控、潞安环能、山西焦煤、恒源煤电
排在近三年平均股息率榜单前五名。

对于中期分红，相关上市公司亦有积极
表态。6月 28日，工商银行在回复投资者提
问时表示，将合理考虑当期业绩情况，在具
有可供分配利润的条件下，实施2024年度中
期分红派息。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分红能力与上市公司质量
息息相关。上市公司积极分红，一方面体现了
公司具有较优质的现金流水平，另一方面也彰
显了上市公司重视投资者回报的责任感。

专家建议多维度实现投资者回报

2023年 12月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进
一步明确鼓励现金分红，推动提高分红水
平。新“国九条”明确指出，“强化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监管”“加大对分红优质公司的激
励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提高股息率”“增强分
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推动一年多
次分红、预分红、春节前分红”。

中上协表示，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最
终体现在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能力上。广
大上市公司积极践行尊重投资者、回报投
资者的理念，通过现金分红、股份回购等方
式增强对股东的回报，与投资者共享上市
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提升投资者
获得感，有利于推动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
在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更高质量的
发展。

“具备稳定盈利能力、良好治理结构和
健康财务状况的公司应该积极分红，这些公
司不仅有能力进行分红，而且通过分红可以
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提升投资者信心。”
田利辉表示，对于那些成长性较好的公司来
说，虽然短期内可能需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
业务拓展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但在确保公司
长期发展的前提下，也应积极考虑适度分
红，以回馈股东的支持和信任。

田利辉同时建议，上市公司需要根据自
身经营情况和市场预期，形成可持续的分红
政策。对于超预期增长的上市公司，应考虑
通过股份回购等多样化的方式，实现对投资
者的回报。同时，上市公司应提升公司治理
和信披质量，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互动，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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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持续升
温。新“国九条”明确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聚焦
主业，综合运用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方式提
高发展质量。

7 月 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中心副主任罗发明在2024长三角产业并
购夏季（陆家嘴）国际对接活动上提到，建议
鼓励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企业强化并购重组
等资本运营，促进企业间联优并强，整合科技
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实现关
键技术领域的突破，加快打造竞争优势，形成
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一流
企业。

笔者认为，过去几年，新能源产业经历了
快速发展阶段，在扩张过程中企业发展良莠不
齐，头部企业技术实力不断提升，但也有不少
企业面临挑战，当前正是产业并购重组的好时
机。

首先，新能源产业亟须通过内部并购重组
实现升级。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新能源产业
技术迭代速度较快。并购重组可以帮助企业
快速获取先进技术，加速产业升级。新能源企
业通过并购重组优化供应链管理，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延链补链，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产
业协同和发展壮大。

其次，市场竞争格局倒逼企业加速并购重
组。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集中度，

并购重组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途
径。同时，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还可以减少重
复建设、资源浪费以及低效竞争，提高行业的
整体效率。

新“国九条”强调，完善吸收合并等政策规
定，鼓励引导头部公司立足主业加大对产业链
上市公司的整合力度。头部企业作为新能源
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整合研发资源，可
以集中力量攻克关键领域的技术难题。含

“科”量较高的产业并购将为行业注入新活力
和新动能，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经阶段。

最后，政策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引导和推动
产业并购重组。前不久，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组
织召开的“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提出，
鼓励行业兼并重组，畅通市场退出机制；广东也

在今年年初出台政策，支持光伏细分龙头企业
通过并购重组打造品牌，进一步做强做大。

不仅仅是光伏行业，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
料和设备等领域也成为并购重组的重要方
向。这些领域的并购有助于企业掌握核心技
术，实现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行而不辍，久久为功。尽管短期面临调
整，但新能源产业仍旧处于快速上升期，也处
于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在这期间，
上市公司更需要抓住并购重组的机遇，以构筑
行业和企业的“护城河”。

新能源产业并购重组正当时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7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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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勇、钟正生、赵忠秀、缪延
亮、邵天兰、赵鹏、郑学选、张世顺等先后发
言。大家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
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新动能
加快成长壮大，成绩来之不易。虽然当前仍面
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政策效应在持续显现，市

场积极因素在集聚增多。大家还就解决当前
经济运行中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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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结构不断升级。同时要清醒看
到，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以往更为复
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解
决。要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既看到成绩，也不

回避问题，全面准确掌握真实情况，做好科学
决策。要围绕实现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进
一步实施好宏观政策，持续用力、形成合力，提
高政策实施效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强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拓
展新的增长空间。要顺应当前技术迭代更快、
颠覆性创新更多、跨领域融合更深等新特点，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针对性地加大政策
支持，促进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要

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更好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充分
激发出来，把我国规模宏大的各类创新资源组
织好、运用好，持续释放巨大创新力量。

李强希望各位企业家坚定信心、专注创新
发展，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同时多反映真实
情况，多提出务实建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
长，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前瞻性思考和规律性
研究，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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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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