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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晓璐

12月10日晚间，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发布三季报现金分红预
案。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2月11日，月内已
经有29家公司披露中报或三季报现金分红计
划（或进展）。

从趋势来看，上市公司中期现金分红（即
上市公司在年度分红之外，根据半年度或季
度财务报告，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行为）明显
增多。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2月11日，今年以
来，940家上市公司抛出994单中期现金分红
计划，家数同比增长269.41%；涉及分红金额
合计6675.19亿元，同比增长166.24%。其中，
有791单实施完毕，已分红3607.68亿元；203单
待实施，拟分红金额合计3067.51亿元。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
积极中期分红，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提振投资者信心。此外，稳定的分红可以提
供稳定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有助于推动价

值投资理念和长期投资理念的形成。

一年多次分红成新生态
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
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强
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对多年未分红或
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施
风险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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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纷纷推出中期现金分
红计划，甚至有2家公司年内推出了3单计划
（即一季报、中报、三季报均推出现金分红计
划），50家公司年内均推出2单计划。

从行业来看，银行、石油石化、通信行业分
红金额较高，分别为2573.84亿元、905.76亿元、
712.48亿元，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基础化工行
业分红家数较多，分别有105家、96家、77家。

“分红是股票投资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

公司积极进行中期分红是一个积极信号。”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韩乾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银行、石油石化等行业分红金额较
高，这些大型企业的分红行为有助于稳定市场预
期，减少市场的大幅波动。另外，中期分红的增
多，还有利于吸引更多长期资金流入资本市场。

行业龙头带头
进行大手笔分红

许多龙头企业带头推出大手笔中期现金
分红方案。从单家公司分红金额来看，有64
家公司分红金额超过10亿元，其中13家公司
超过百亿元。

除了国有六大行、三大电信运营商、“三桶
油”等央企，还有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宜
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地方国企，以及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优质民营企
业践行一年多次分红，且上述公司分红金额都
在10亿元以上。

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发布的中期现
金分红计划较多，940家公司中，有597家为民
营企业，占比63.51%。

整体来看，中期现金分红公司经营情况较
好，盈利能力较强。940家公司前三季度净利
润合计2.9万亿元，同比增长9.15%。其中，913
家在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盈利，522家净利润实
现同比增长。

“这些公司通常具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充
裕的现金流，在各自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有实力支持多次分红。相关企业通常所属行
业发展较为成熟，市场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企
业的盈利模式和现金流状况相对可预测。”韩
乾表示，另外，这些公司普遍注重投资者关系
管理，希望通过分红来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
公司的市场形象和吸引力。

田利辉表示，积极分红、一年多次分红的
公司通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现金流充裕。
行业龙头企业更可能进行大手笔分红，彰显其
现金流实力和内在投资价值。这些公司往往
具有较强的投资者回报意识，注重股东价值的
实现和分红的稳定性、连续性。 （下转A2版）

年内A股公司抛出近千单中期现金分红计划
涉及分红金额合计6675.19亿元，同比增长166.24%

本报记者 田 鹏

12月10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的《上
海 市 支 持 上 市 公 司 并 购 重 组 行 动 方 案
（2025—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
出，力争到2027年，落地一批重点行业代表性
并购案例，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重点产业领域培育10家左右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上市公司，形成3000亿元并购交易规模，激
活总资产超2万亿元，集聚3家至5家有较强行
业影响力的专业并购基金管理人。

今年以来，《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
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以
下简称“科八条”）《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市场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并购六条”）
等支持企业并购重组的政策频出。同时，各
地陆续出台相关细则或开展专题活动，让企
业并购重组有方向、有底气。

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
辉看来，各地支持政策主要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产业协同的逻辑不断加强；二是持续提
高并购服务效率和监管包容性；三是坚持加
强风险防范。总的来看，在政策支持下，一
批高质量的产业并购案例有望落地，在多重
有利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并购重组市场愈发
活跃。

聚焦产业链优化整合

今年以来，我国并购重组市场持续活
跃。其中，产业链整合成为重要“主线”，以

“硬科技”企业并购、国企专业化整合、券商并
购重组等为代表的标志性案例频繁出现，这
也得益于各地持续推出相关支持举措。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截至目前，上
海、江西、四川、深圳、天津等地出台支持企业
开展并购重组的有关文件；山西、北京、湖北、
湖南、青岛等地则通过座谈会或培训会等形
式为企业进行并购重组“答疑解惑”。

记者进一步深入梳理和剖析各地政策举
措后发现，各地均聚焦促进企业在产业链层
面进行深度协作以及资源优化整合。例如，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资
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鼓励上

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向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
升级，拓展产业生态圈，延伸创新生态链。发
挥国有上市公司引领作用，鼓励国有资本参
与并购重组，支持国有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
场优化资源配置。

同时，各地还纷纷强调提升各有关部
门单位的并购服务效能与监管灵活度，致
力于为并购活动构建更优环境。例如，《深
圳市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6）（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探索
与深圳市产业龙头合作发起设立产业并购基
金，鼓励国资国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研
究并探索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此外，各地在鼓励企业开展并购重组的
同时，始终坚守风险防控底线，注重防范并
购重组过程中财务造假、资金占用、内幕交
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田利辉对
记者表示，以上海为例，《行动方案》明确提
出，做好财务、法律等尽职调查，合理设计交

易条款，规避并购重组中可能存在的商业风
险。规范对资产定价和交易环节的监督约
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引导交易各方规范
开展跨国并购。明确释放加强各类风险防
范信号。

企业抓住机遇做大做强

相关政策为企业并购重组营造了良好的
环境，企业自身也应抓住机遇，做大做强。

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企业在推进并购
重组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与挑战。一方
面，部分企业还在对相关政策进行消化学习，
以便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与扶持举措；另一方
面，部分企业暂时还未匹配到合适的并购重
组标的。

例如，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在上交所近日召开的沪市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座谈会上坦言，“并购六

条”在产业链整合和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指引，公司也在关注具有互补
优势的企业，但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机会。赛
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
司在积极筛选符合自身发展战略及经营实际
的标的项目，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推进相关
工作。”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
雳建议，上市公司可以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寻
求第二增长曲线等方面开展符合商业逻辑的
跨行业并购，加快转型步伐；应充分抓住政策
红利，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外延式增长。

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
林先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需
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积极开展技术创
新和产品研发，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确
保有充足的“底气”开展并购重组；同时，还需
要加强与中介机构、投资者的沟通和合作，共
同推动并购重组的顺利实施。

各地积极部署进一步支持并购重组 引导资源向“新”聚集

择 远

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
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
大国内需求。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为消费市场带
来了活力；一些新兴消费模式快速发展，为消
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今年以来，
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进一步落地显
效，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至10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98960亿元，同比增长3.5%，比1月份
至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但我们也要看到，居民消费信心仍待增

强。因此，要多措并举，不断夯实消费增长基
础，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促进消
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其一，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
费能力。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首要因素。有收入，居
民才有底气去消费。因此，一方面要多渠道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
愿；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力度，
提升整体消费能力。

其二，进一步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释放消

费潜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汽车以旧换
新为例，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12月9日，全国
汽车以旧换新合计突破500万辆，其中，报废更

新超244万辆，置换更新超259万辆。政策推动
之下，效果加快显现，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12月9日公布的数
据，11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242.3万辆，同
比增长16.5%，环比增长7.1%。今年以来累计
零售2025.7万辆，同比增长4.7%。

未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望持续发
力，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一池春水”，为经济
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其三，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是扩大内需的

有力举措。今年8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
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释放以
服务消费为抓手，为扩大内需添动力的明确信
号。

随着促进服务消费政策的落地，服务消费
动能不断激活，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数据显
示，今年前10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5%，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3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正处在服务消费较快增长阶
段。未来，各方要不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
更好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为扩大内需和拉
动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促进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提振消
费是宏观政策施力的重点。我们坚信，随着各
项政策举措的持续发力，消费者信心会不断增
强，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

大力提振消费是当前宏观政策施力重点

融创中国
境内债务重组迈入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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