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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公司刷新分红纪录

2023年A股公司现金分红整体呈现力度大、频率高的
特点。不少细分行业龙头大幅提升2023年的分红力度，拟
分红金额甚至超过过去数年累计分红总额。

石头科技、长春高新正是高分红的积极践行者，两家公
司2023年每股派现都超过4元，均为历史之最。石头科技
2020年登陆科创板以来，分红比例基本处于10%的水平，
2023年公司拟每股派现4.68元，合计派现金额达6.15亿
元，加上年中分红1.21亿元，全年分红总额达7.3亿元，分
红比例大幅提升至35.85%。

长春高新2023年度派现金额为18.1亿元，分红比例升
至39.93%。而公司在2012年至2022年的11年里，现金
分红总额为19.11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16.16%。青岛啤
酒在此前高分红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分红力度，公司2023
年度分红总额为27.28亿元，分红比例提升至63.93%。

就分红规模看，大盘蓝筹公司向来是高分红“豪客”。
数据显示，有 28家公司跻身 2023 年度“现金分红百亿
榜”。银行、电信、石油、煤炭等行业是现金分红高地，11家
银行登上“百亿榜”，拟现金分红合计超5200亿元。其中，
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2023年度分红金额均超千亿元。

“三大运营商”“三桶油”出手依旧阔绰。中国移动
2023年营收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利润规模创历史新高。
同时，中国移动董事会建议2023年全年分红比例为71%，
连同已派发的中期股息，2023年全年股息超940亿元。“三
桶油”2023年度分红总额合计值接近1800亿元。

分红比例是评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含金量”的关键指
标。目前有1293家公司的分红比例超过50%，占比逾三
成，其中宇通客车、茶花股份等224家公司分红金额超过当
期归母净利润。

此外，有多家公司首次加入分红队伍。例如，18年一
直未现金分红的赤峰黄金，2023年度拟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5元（含税）。科创板公司艾力斯也是首次分红，公司
2023年拟派现1.8亿元，分红比例为27.94%。

152家公司股息率超过5%

股息率是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比率。在专业人士
看来，股息率是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指
标之一，其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的
质量。

相较于1.4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A股整体股息率趋
近历史高位，如上证50和沪深300股息率已达3.85%和
2.93%。以4月29日收盘价计算，有152家公司股息率超
过5%，其中立霸股份、香江控股、长城科技的股息率均超过
10%。

立霸股份以15.24%的股息率暂列榜首。公司2023年
实现营业收入15.24亿元，同比增长7.61%；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40万元，同比增长13.33%。公司董事会提议
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元。

就行业分布看，股息率高于5%的公司中，银行、煤炭、
轻工制造等行业公司较多，分别有22家、13家和11家。平
安银行、上海银行等6家银行股息率超过6%，兖矿能源、兰
花科创等多家煤炭公司股价上涨后的股息率仍然超过7%，
麒盛科技、江山欧派等家居用品公司的股息率也不低，均在
5%之上。

拉长时间看，近三年（2021 年至 2023 年）股息率均在
5%以上的公司有47家，其中银行15家、煤炭公司10家、交
通运输行业公司6家。

“铁公鸡”们坐不住了？

新“国九条”发布后，长年不分红或分红偏低的A股“铁
公鸡”们坐不住了。

日前，吉林高速调整2023年度分红预案，拟每10股派
现0.9元，共计派发1.7亿元。此前，公司就因不分红而收到
上交所问询函，追问多年不分红的合理性，公司两名董事还
就此投下弃权票，建议进行分红。

迫于监管的压力，近期“改口”分红的并不止吉林高速
一家。大博医疗、方大特钢也曾相继调整分红预案。多位
资本人士均认为，在严监管的趋势下，多年盈利且未分配利
润、“余粮”丰足的上市公司未来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利润
分配策略。

记者统计发现，剔除2022年后上市的公司，截至4月
26日，在已经披露2023年年报、近三年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和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均大于0、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均实
现盈利的上市公司中，仍有17家公司近三年（2021 年至
2023年）未进行现金分红。

而根据分红新规（征求意见稿），上市公司不分红或现
金分红不达标将被实施ST。业内人士认为，新“国九条”在
现金分红方面的要求将有效督促更多有能力分红的公司，
加大分红回购力度，增强投资者回报。

A股年报“十大王”
目前，5361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5351家公司完成2023年年报

披露。其中，3365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63%；整体营收超70万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净利润同比下滑2.56%，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同比上涨5.66%。

过去10年，累计210只个股持续不分
红，其中不乏欢瑞世纪、广晟有色、獐子岛、贝
因美等知名公司。

最“铁公鸡”的当属金杯汽车，自1992年
上市以来，连续31年从未分红。但就业绩
看，金杯汽车近些年利润表现并不差，2021
年至2023年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1.95亿元、
1.50亿元、1.22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认为，上市
公司长期不分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公司正处于快速扩张期，需要保留
大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二是一些公司负债
水平较高，或现金流比较紧张，分红可能会加
剧财务压力；三是某些高科技行业公司研发
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会将利润更多地用于未
来发展；四是一些公司因为盈利不足，或者经
营不善，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可供分红。

“10年、20年甚至30年没有分红的公
司还能留在股市，是因为退市机制与分红监
管未能有效衔接，对持续不分红企业的退市
处理力度不够。”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
翠霞说。

据上海证券报、中国新闻网、中新经纬、
证券时报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1日发布中
国上市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报告。
截至4月30日，除公告延迟披露和
退市公司外，沪、深、北三家证券交
易所共5327家上市公司公布2023
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已有3859家上市公司公布或实施
2023年现金分红方案(包括季度、
半年度、年度及特别分红)，占全部
盈利公司的92%，100余家公司上
市以来首次现金分红。就金额上
看，合计现金分红金额达2.24万
亿元，比上年有小幅增长，平均每
家公司分红5.8亿元。274家公
司现金分红金额超十亿，30家公
司超百亿。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国
九条”在现金分红方面的政策指
引，将有效督促更多有能力分红
的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增
强投资者回报，A股常态化分红
机制正进一步健全。

近年来，A股市场每年分红的企业越
来越多，分红金额也逐年增加，投资者获
得感持续增强。

黑崎资本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兴文认
为，新“国九条”分红政策有利于引导企
业重视股东回报。分红政策的调整标志
着A股市场的根性生态转型，强调分红
的重要性是将A股基因从融资市往投资
市倾斜的“重要砝码”，是保护投资者长
期利益与资本市场长治久安的重要“奠
基石”之一。

此外，分红政策的调整强调了质量
优先和价值投资的理念。陈兴文认为，
政策鼓励上市公司通过稳健的业绩和
合理的分红政策来吸引投资者，从而
推动市场向以绩优股、大盘股和蓝筹
股为主导的方向转移。同时，提高上
市门槛和加强退市监管，促使企业提
升自身经营质量，避免仅依赖概念炒
作。对于小盘股，尤其是那些业绩不
佳的公司，管理层需要面对更大的经
营压力，以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投资
者应关注那些具有强大且稳定的分
红能力和长远成长潜力的股票，特别
是在科技领域，这些股票有望在未来
市场中占据优势。同时，以后高股息
的绩优股、大盘股、蓝筹股将是市场
的“风向标”与核心资产。

国投证券的研究观点称，监管
层近期多次对分红作出表态并出
台多项细则，从以前以鼓励为主，
到目前对分红采取一定的约束措

施，凸显监管层对于上市公司有关分红问题
态度的转变。同时，随着分红细则的进一步
落地和执行，盈利能力较强、分红水平持续
稳步提升的个股有望受到市场关注；前期，
成长类风格指数经历了持续调整，随着部分
优质民营上市公司更加注重分红理念，市场
对成长股的投资预期与逻辑有望逐步转
变。提高上市公司的公众意识，培育正确的
投资者回报机制，有利于提振投资者情绪，
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以及提升交易活跃
度也将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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