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聚焦0303 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本版主编：沈 明 责 编：刘 慧 制 作：闫 亮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公募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常态化发行稳
步推进，市场再迎新产品、底层资产类型再“上新”。一
方面，我国首单水利基础设施公募REITs已审核通过。
另一方面，包括首单供热基础设施公募REITs在内的3
只新产品陆续申报。

“公募REITs资产类型拓展，有助于强化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一是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产业
发展。随着公募REITs底层资产类型不断扩容，更多类
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REITs方式融资。二是盘
活存量资产。公募REITs能够将成熟的基础设施项目
转化为可上市交易的金融产品，从而盘活存量资产，释
放资金用于新建和收购等，形成投融资的良性循环。

首单水利REITs审核通过

具体来看，9月 10日，深交所官网显示，银华绍兴
原水水利REIT项目状态更新为“通过”，这是我国水利
基础设施公募REITs第一单。该产品于6月7日申报材
料，6月12日获受理。

公开资料显示，银华绍兴原水水利REIT原始权益
人为绍兴市原水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区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基金管
理人为银华基金。

明明认为：“今年以来，公募REITs市场‘新发+扩
募’的节奏明显加快。新发方面，除了存量类型的资产
持续扩容，还有水电、奥特莱斯、原水水利等新类型资
产逐步入市。扩募方面，随着今年REITs二级市场的回
暖，保障性租赁住房、能源、产业园等资产类型的多只
REITs陆续展开扩募计划。”

此外，银华绍兴原水水利REIT也是银华基金管理
的首单REITs。明明认为：“公募机构发力REITs业务
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投资端，公募REITs成为高分红
资产的一大补充。发行端，常态化发行趋势下，公募机
构积极布局REITs，可以拓展业务范围。”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有17只公募REITs获批；同
时，年内已有15只产品募集成立，发行总规模超过300
亿元，数量和规模均超去年全年。

首单供热REITs正式申报

9月 10日至 11日，国泰君安济南能源供热REIT、
平安甬兴宁波交投杭州湾跨海大桥REIT、华安外高桥
仓储物流REIT等3只新产品陆续申报。

其中，9月10日，国泰君安济南能源供热REIT在上
交所申报材料，这是我国首单供热基础设施公募RE⁃
ITs。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基
金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为国泰君安资产管理。

9月10日，平安甬兴宁波交投杭州湾跨海大桥REIT
也在上交所进行了申报。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宁波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跻沄基
础建设有限公司、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基金
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分别为平安基金、平安证券。

此外，9月11日，上交所迎来华安外高桥仓储物流
REIT的申报。该项目原始权益人为上海外高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为华安基金。

2024年7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全面推
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常
态化发行的通知》，就REITs发行的行业范围、项目基本
条件、项目合规要求、回收资金使用要求等进行更新完
善，从政策端助力REITs市场行稳致远。对于还有哪些
新类型资产的REITs将尽快与市场见面，明明预测：“基
于各类支持政策文件来看，公募REITs潜在的资产类型
或包括数据中心、旅游景区等。”

公募REITs底层资产类型再“上新”
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王博（身份证号1304281977******12）：

因你涉嫌操纵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价格，依据 2005年修订、2014年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拟决定：
对你处以50万元罚款。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4〕105号)。限你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我会领取前述告知书(联系电
话：0755-88666571)。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我会拟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在告
知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我会申请陈述和申辩，也
可申请举行听证。逾期即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
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前述告知书认定的事实、
理由和依据对你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9月12日

（上接A1版）
此后，在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的2024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上，国泰君安证券董事长朱健和海通证券董事长
周杰先后对此次重组进行回应，称此次重组旨在响应国
家战略、推动打造一流投资银行，符合两家公司的战略
发展方向，有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核心功
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为进一步优化上海市
金融国资布局、促进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两家头部券商的合并，将成为机构间并购的典型
案例，示范效应显著。市场人士预计，未来证券行业将
会有更多的市场化并购重组诞生，行业格局将进一步
优化。国金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舒思勤表示，国泰君
安和海通证券的合并在头部券商、上市券商并购两个
维度实现突破，在涉及A股和H股估值差异、换股比
例、组织架构调整等方面的安排上有望为行业做出示
范，并加速推动行业并购进程，特别是其他头部上市券
商之间的合并。

本报记者 张 安

日前，用益信托发布了8月份
资产管理信托月度数据。整体来
看，8月份资产管理信托发行、成立
规模均呈下降趋势。

整体来看，8月份资产管理信
托产品发行规模964.35亿元，环比
减少107.46亿元，降幅为10.03%；
成立规模623.63亿元，环比减少
24.62亿元，降幅为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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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监管持续加强对信托行业的
监管，特别是对于非标业务的管
控，或将带来资产管理信托的发行
和成立规模持续下降。

8月份，非标信托产品成立市

场呈现“数增量减”的趋势，非标信
托产品成立数量为946款，环比增
长 19.29%；成立规模为 318.81亿
元，环比减少11.45%。

按投向领域来看，除了投向金
融领域外，投向其他领域的非标信
托产品成立规模均明显减少。其
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产品成立规
模为0.6亿元，环比下跌82.28%；投
向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179.9亿
元，环比下跌17.38%；投向工商企
业类信托成立规模36.88亿元，环比
下跌61.33%。而投向金融领域的
非标信托产品成立规模为100.44亿
元，环比上涨175.53%。

对此，用益信托表示，月内消
费金融类信托产品成立规模大涨
是支撑投向金融领域的非标信托

产品规模增长的主力。8月份，消
费金融类信托产品成立规模达到
84.18亿元，占投向金融领域非标信
托产品成立规模的83.81%。

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8月份，非标金融
类信托成立规模大幅上涨，主要是
因为月内有若干款信贷资产转让
类产品成立，其产品规模较大，因
此提振了相关业务板块的表现，上
述板块的业绩表现偶然性因素较
大。

8月份，标品信托产品市场表
现相对稳健，整体呈现“数减量增”
的趋势。具体数据方面，标品信托
产品成立数量1044款，环比减少
16.82%，成立规模304.83亿元，环
比增长5.77%。

按投向领域，债券投资类产品
成立规模小幅上涨至285.59亿元，
环比上涨6.35%，债券投资类产品
成立规模连续3个月实现上涨；股
票投资类产品成立规模5.02亿元，
环比下降51.4%。

用益信托方面表示，8月份，权
益市场持续调整，对股票投资类产
品影响较大。同期，债市经历利率
主导上行、利率企稳等调整，信托
资金对债市配置也有所放缓。

用益信托方面统计数据显示，
2024年前8个月，债券策略信托产
品的成立规模合计2273.17亿元，其
中建信信托、外贸信托和山东信托
成立规模分列前三，分别为747.61
亿元、435.11亿元和222.24亿元。

按产品类型看，8月份，固收类

标品信托产品成立规模285.59亿
元，环比增长6.35%；混合类产品成
立 规 模 14.22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52.26%。

对于固收类标品信托产品成
立规模上涨，用益信托方面表示，
当前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对稳健收
益的需求增长，因此推动固收类信
托产品的成立规模继续增长。

喻智进一步表示，目前来看，
标品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重点转
型的业务方向，但短时间内标品信
托业务难以支撑资产管理信托市
场的回暖。从产品本身看，资本市
场的波动、投研能力的滞后、历史
业绩的积累不足以及信托投资者
的接受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标品业务的发展。

8月份标品信托产品“数减量增”市场表现相对稳健

本报记者 吴晓璐

9月10日晚间，药明康德抛出
了年内的第三轮“注销式”回购计
划。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
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计划以
自有资金10亿元回购A股股份用
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今年以来，在政策支持和鼓
励下，上市公司回购热情高涨，回
购计划数量和金额较上年同期均
翻倍增长。公司大股东、实控人、
董监高等踊跃增持，计划增持金
额较上年同期亦大幅增加。以回
购、增持计划金额上限计算，前8
个月发布的回购、增持计划，可为
A股带来1938亿元“活水”。

在市场低迷背景下，上市公司
回购、重要股东增持向市场传递出
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不仅有助于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投资者回
报，提振市场信心，还能为A股带来
增量资金，是提振股价的重要手
段，助力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

上市公司回购激增
五大结构性亮点突出

股份回购是上市公司维护公
司价值、回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
构的重要工具。去年12月份，证
监会修订发布《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增强回购制度包容度和
便利性，进一步便利上市公司实
施股份回购。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沪
深两市共有1127家上市公司新增

披露回购计划1204单，较上年同
期分别增加814家和882单；计划
回购金额区间为789亿元至1462
亿元，上下限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加409亿元、758亿元；共有1463家
上市公司实际实施回购，合计金
额已超过1000亿元。

除了回购数量和金额大幅增
加，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回购还呈
现五大结构性亮点：

大手笔回购频现，护盘提振股
价。在上述1204单回购计划中，14
单为10亿元级大单，对提振投资者
信心带动明显。比如，自2月7日泰
格医药披露10亿元回购计划，截至
9月11日，股价已上涨21.91%；自7
月14日阳光电源披露回购10亿元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截
至9月11日，股价已上涨28.38%。

接 连 回 购 ，持 续 回 报 投 资
者。年内和邦生物、道森股份、药
明康德等72家公司披露两期以上
回购计划，实现接续回购。另外，
38家公司已连续三年披露回购计
划，构建起常态化回购机制。

大市值公司带头示范，国企
加入回购大军。大市值上市公
司、上市国企在市场中具有“压舱
石”“稳定器”作用，这些公司的表
现通常也是行业走势、前景的风
向标，回购显示出这些公司对自
身稳健经营和长期发展的信心，
也表明对行业发展态势的看好。
今年前8个月，沪深两市披露回购
计划的上市公司中，千亿元市值
有15家，百亿元市值有204家。

“注销式”回购常态化。“注销

式”回购被视为与现金分红并驾
齐驱的回报手段。新“国九条”提
出，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后依
法注销。今年前8个月，沪深两市
新增披露“注销式”回购计划170
单，较上年同期增加136单，计划
回购金额区间为189亿元至324亿
元，上下限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21亿元和203亿元，5家公司回购
注销上限在10亿元以上，最高的
为伊利股份，回购注销上限20亿
元。此外，还有多家前期已披露
回购计划的公司主动调整回购用
途，变更用于减资注销，更直接、
更立竿见影回报投资者。

“护盘式”回购数量增加。“护
盘式”回购即以市值管理为目的

的回购，释放了上市公司股价低
估的鲜明信号，是对股价最直接

“呵护”。前8个月，沪深两市新增
披露“护盘式”回购计划合计274
单，较上年同期增加267单，计划
回购金额区间为167亿元至317亿
元，上下限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57亿元和296亿元。

重要股东增持传递信心
为市场注入“稳定剂”

此外，大股东、实控人、董监
高等重要股东增持，传递出对公
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未来前景的看好，为市场注入

“稳定剂”。

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沪深
两市共有595家公司新增披露大
股东、实控人、董监高增持计划，
同比增加447家；增持金额上限合
计4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4
亿元。其中9家增持上限超过10
亿元，17家增持上限超过5亿元，
向市场传递了坚定看好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的积极信号。

另外，重要股东增持后一般
都有锁定期，一方面，这对于股价
稳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深度绑定重要股
东和中小股东利益，增强大股东、
实控人、董监高等重要股东的责
任感，提高其积极性，对公司长远
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A股掀起回购增持热潮“护盘式”回购数量猛增

本报记者 张晓玉

9月11日，华夏幸福发布公告
称，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的坚定
信心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充
分认可，9月2日至9月10日，公司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增持
公司股份1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31%，合计增持金额为 127.4
万元。

华 夏 幸 福 公 告 显 示 ，截 至
2024年 9月 10日，王文学 2024年
第二轮增持计划已累计增持华夏
幸福股份7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201%，合计增持金额 817.84
万元。

除华夏幸福外，7月份以来，
包括万科A、北辰实业、衢州发展

等在内的多家A股上市房企相继
发布增持计划，提振市场信心，稳
定公司股价。例如，万科A于7月
9日发布公告称，公司骨干管理人
员拟自筹资金2亿元，自公告披露
之日起6个月内，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自愿增持公
司A股股份。7月10日，北辰实业
披露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计
划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3500万元、不超过 7000万元的公
司股份。衢州发展的第一大股东
衢州智宝也在 7月 15日表示，拟
增持 5000 万元至 1 亿元的股份，
增持价格不超过2元/股。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
员吴婉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房地产行

业仍然面临调整压力，大部分房
企销售业绩低迷，对公司的股价
也造成了一定影响。部分上市房
企发布股票增持计划，一方面有
利于增强核心员工与股东利益的
一致性，进一步激发团队活力。
另一方面也向市场表达了管理层
对公司、行业未来的积极态度，有
利于增强投资人信心，有助于提
振股价。

“当前部分房企股价低迷，甚
至面临退市风险，诸多上市房企高
管的增持行为，显示出行业内部对
未来发展的共同期待和信心。”深
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也应看到，增持行动带来

的效果可能是暂时的，房地产市

场的整体表现仍需取决于更广泛
的经济环境和行业政策。当前，
房地产行业的主要问题在于居民
收入预期偏弱，房价下跌预期依
然存在，市场需求尚未完全释
放。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
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下降19%。

中 银 证 券 发 布 研 报 显 示 ，
2024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
实现营收 8113 亿元，同比下降
22%，归母净利润亏损 114亿元，
上年同期为盈利 400亿元。业绩
亏损的情况下，上半年房地产板
块净利率和归母净利润率分别
为-0.7%和-1.4%。

中国企业联合会特约研究员
胡麒牧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尽

管增持行为能够在短期内提振公
司股价，但长期来看，房地产行业
的复苏仍然面临不小的挑战。企
业能否真正摆脱困境，还需要依靠
其内部的经营策略和外部的政策
支持。例如，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房
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及央行对房
地产贷款政策的调整，都可能对未
来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房企还需要在资产质
量和负债管理上做出更大的努
力，以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对于那些出险企业而言，债务重
组和资产优化是维持生存的关
键。增持行为仅能在短期内稳定
股价，但企业要实现长期稳健发
展，还需依靠扎实的经营和管理
基础。”胡麒牧说。

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公司股价 多家上市房企高管出手增持自家股票

本报记者 杜雨萌

9月 11日，在天津市举行的
202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自2002年以来，连续第23次向
社会发布了“中国企业500强”榜
单。

“2024中国企业500强”以2023
年企业营业收入作为入围标准。
总的来看，2024中国500强企业呈
现规模增长放缓、经济效益改善向
好的态势；与此同时，创新驱动发
展的特征更为显现，内生发展动力
不断蓄积，新旧动能转化进程加

快，产业结构优化继续推进，发展
协同性有所增强。

从 此 次“2024 中 国 企 业 500
强”榜单来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以约3.865万亿元的营业收入夺得
榜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约3.042万亿元的营业收入居
于第二，这也是“2024中国企业
500强”中，仅有的两家营业收入
超过3万亿元的企业。若以营业
收入1万亿元作为标准，“2024中
国企业500强”中，共有16家企业
上榜。

总的来看，“2024中国企业500
强”总营业收入迈上新台阶，突破

了110万亿元大关，达110.07万亿
元，较上年增长1.58%。入围门槛
实现22连升，达473.81亿元，提升
3.83亿元。资产总额为428.86万亿
元，增长7.28%。

从经济效益来看，“2024中国
企业500强”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总额为4.51万亿元，增长
5.01%，收入净利润率为4.10%，提
高0.14个百分点。39家企业发生亏
损，比上年减少了4家。

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2024
中国企业500强”共投入研发费用
1.81万亿元，同口径增长14.89%，
研发强度创下1.90%的新高；持有

有效专利总数达202.97万件，比上
年增加了14.44万件，增长了7.66%。
其中持有发明专利88.96万件，比
上年增长了19.67%。发明专利占
全部专利的43.83%，比上年提高
了4.40个百分点，专利质量提升。

从行业结构来说，更是持续优
化，即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
业入围数量不断增加。“2024中国
企业500强”中，新能源设备制造、
动力和储能电池、通信设备及计算
机制造、半导体及面板制造等企业
入围数量达到31家，过去5年，增加
了18家。

“2023年，以‘中国企业500强’

为代表的我国大企业，坚持稳字
当头、稳中求进，聚焦高质量发展
这一首要任务，积极应对复杂多
变的外部环境，在保持总体规模
稳步增长的同时，发展质量和发
展动力都有了新的提升。”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企联特邀副会长
王基铭在致辞时称，当前，我国发
展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希
望我国大企业坚持以全面深化改
革破解发展难题，弘扬企业家精
神，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
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道路上发挥排
头兵和主力军作用。

突破110万亿元！中国500强企业营收规模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