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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分红规模
再创新高，分红节奏不断优化，上市公司
大额分红频现……2024年，随着新“国九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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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红新规
的落地实施，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出现
积极变化。

分红新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2024年是A股“分红大年”，无论是

分红家数、分红频次还是分红规模，均较
往年有明显改善。

3755家沪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金
额约2.4万亿元，分红规模再创新高；2家
上市公司分红金额超千亿元，30余家公
司分红金额超百亿元；现金分红比例持续
提升，2023财务年度分红金额占当年净
利润的42.5%，同比提升1.62个百分点
……

一个个攀升的数字，反映出当前A股
市场分红新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具体来看，成熟期公司分红金额更
高。以深市为例，新“国九条”发布以来，
深市主板公司累计实施现金分红4059亿
元，同比增长30%。主板公司占深市整体
比例约54%，而分红总额占比达8成。

从沪市上市公司发布中长期分红规
划情况来看，2022年至2024年发布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公司分别有360家、
353家、387家，上市公司进一步形成常态
化现金分红机制。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
辉表示，分红能够帮助公司优化资本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同时，上市公司分红可以向市场
传递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的信号，有助于增
强投资者信心。

新“国九条”政策效应凸显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资本市场的基

础性制度之一，也是保护投资者权益、强
化股东回报的重要体现。2024年以来，
政策层面持续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
束机制。

2024年 4月印发的新“国九条”明
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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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上市公司分红的政策支持力度

持续升级。
2024年11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鼓励
董事会根据公司发展阶段和经营情况，制
定并披露中长期分红规划，增加分红频
次，优化分红节奏，合理提高分红率，增强
投资者获得感；12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自2025年1月1
日起，对沪、深市场A股分红派息手续费
实施减半收取的优惠措施。

在政策的支持推动下，上市公司分红
积极性显著提升。业内人士表示，一系列
政策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在稳健、可持续
经营基础上，以真金白银回报股东，实实
在在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同时也有助于
提升公司市场形象与投资吸引力。

上市公司逐步提高分红频次
对于新“国九条”提出的“一年多次分

红、预分红、春节前分红”，上市公司积极
响应。

从中期分红情况看，截至2025年1
月21日，共975家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
中期分红公告（含一季报、半年报、三季
报），现金分红金额达6919.2亿元，家数、
金额分别为上年同期的4.2倍、2.7倍。沪

深上市公司中期分红家数、金额均实现倍
增。

与此同时，年内多次分红风气渐成，
春节前分红的氛围也愈发浓厚。春节前
两个月内（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
预计共有324家公司实施分红，分红金额
达3509.9亿元，家数、金额是去年同期的
9.8倍、7.8倍。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行业、成长阶段、
经营情况的公司，分红力度存在差异，但
都在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逐步提高分红频
次。

以科创板上市公司为例，公开数据显
示，实施中期分红的科创板公司数量已从
2020 年的 15 家增长至 2024 年的 111
家。共105家科创板公司在2024年度“提
质增效重回报”方案中明确表态要研究一
年多次分红、年中分红或春节前预分红。

“科创板公司投资者回报理念正逐步
深化。”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表示，科创板公司整体处于加大研发投
入、加快技术商业化和加速产能扩张的发
展阶段，需要尊重公司结合所处行业、发
展阶段、经营模式等实际情况制定中长期
分红规划，平衡好支持公司发展和提升投
资者回报水平的关系。

新“国九条”政策效果显现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出现积极变化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
22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根据国
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4年，
国内出游人次56.15亿，比上年同期
增加7.24亿，同比增长14.8%。其
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3.70
亿，同比增长16.3%；农村居民国内
出游人次12.45亿，同比增长9.9%。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出游人
次14.19亿，同比增长16.7%；二季

度国内出游人次13.06亿，同比增长
11.8%；三季度国内出游人次15.12
亿，同比增长17.2%；四季度国内出
游人次13.78亿，同比增长13.2%。

2024年，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5.7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84万
亿元，同比增长17.1%。其中，城
镇居民出游花费4.93万亿元，同比
增长 18.0%；农村居民出游花费
0.83万亿元，同比增长12.2%。

2024年国内出游人次56.15亿
同比增长14.8%

据新华社电 记者1月22日从
上海期货交易所了解到，该所上市
的黄金期货主力合约22日收于每
克 645.46 元，盘中升破每克 648
元，刷新历史新高。

在现货市场上，上海黄金交易
所 黄 金 现 货 交 易 较 活 跃 的
AU99.99当日收于每克643.48元，
超 过 2024 年 10 月 30 日 每 克
636.75元的收盘价，创下了上市以
来的历史新高。在终端消费市场，

周大福等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22
日报价为每克833元，也创出新高。

从国际金价来看，伦敦现货黄
金价格自2025年1月以来持续走
高，22日盘中上探至每盎司2750
美元这一关键点位。

华安基金认为，美国财政赤字
高企加剧了美元信用风险，黄金的
货币属性有所加强。同时，黄金和
其他大类资产相关性较低，配置黄
金对分散风险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国内金价探至历史新高

新华社济南1月22日电 当前，临近
春节，是“南菜北运”的关键时期。8时
许，记者走进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见
到一辆辆大车满载着各类蔬菜，排队离开
物流园开往全国各地。

潍坊寿光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
地和集散中心，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
目前，寿光各类蔬菜的日交易量超过3万
吨，交易蔬菜品种超200种。

5时到8时是蔬菜交易高峰期。交易
完白豆、油豆、小米椒等2000多件、约15
吨蔬菜后，在物流园经营了30多年的蔬
菜经销商李金玉终于有空坐下，喝一口热
乎乎的棒碴粥。

“咱这儿的交易旺季从2024年11月
下旬就开始了，越是临近过年越忙，交易
量越大。到除夕前两三天，我一天能卖
4000多件货。”李金玉说。

对物流园的“椒类大王”、蔬菜经销商
刘有福来说，此时一天中的交易高峰期还
没完全过去。“今天干了4个多小时，5台车
都快销售一空了，外面还有满载椒类的车
辆等着进场。最高峰时，一天能卖12车、
合200多吨蔬菜。”刘有福说。

龙椒、线椒、尖椒、方椒、彩椒……记
者看到，刘有福身边堆放着各种椒类，即
将发往东北或京津冀地区。

蔬菜交易火热，离不开田间地头供应
充足。走进菜农孟波的大棚，记者感受到
如春日般的暖意，油亮的长茄错落有致挂
在枝头。

孟波是寿光市令欣蔬菜专业合作社
社员，种了5个棚的长茄，今年迎来了大
丰收。孟波告诉记者：“入冬以来阴雨天
少，光照充足，产量增加了约三成。”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个个“科技范”十

足的蔬菜大棚。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
机、水肥一体机……现代化设施的加持
下，寿光的蔬菜种植水平和供给能力持续
提升。

当记者问起蔬菜发货的过程，寿光市
令欣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孟令欣的回
答干脆利落——每天早上6时许，合作社
的菜农取走冬季运输专用的泡沫箱，在大

棚内完成采摘、分拣、装箱；6小时内，装
车、发车；15小时左右，即可抵达北京的
合作商超仓库。

除了线下供货，合作社还打通了淘
宝、天猫、美团优选等线上销售渠道，并与
盒马鲜生达成合作，减少中间环节，将高
品质蔬菜直接销售到消费者手中。

“目前，寿光蔬菜供应呈产地多、品

类多、交易量大的特点，供应充裕，价格
稳中有落。”寿光市商务局党组成员王海
涛说。

17时许，暮色四合，记者即将离开寿
光农产品物流园，遇见了发走当日最后一
车蔬菜的刘有福，疲惫的脸上依然带笑：

“今天干了12个小时，但天南地北的老百
姓都能吃上新鲜菜，值了。”

1天超3万吨！

“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节前处处忙

据新华社电 记者1月22日从
国家开发银行获悉，2024年，该行
保持信贷稳定增长，全年新增人民
币贷款7000亿元，支持实体经济
发放本外币贷款2.94万亿元。

2024年，国开行优化信贷结
构，积极服务五大领域基础设施建
设，基础设施投融资余额占比进一
步提升。

国开行日前召开的2025年工
作会议提出，2025年将积极服务

“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项
目、跨省跨流域重大项目、“两重”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
全能力建设）项目和“两新”（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实施，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支
持，助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同时，将结合职能定位进一步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统筹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区域战
略深化实施，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开行表示，将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
险，继续有力有序有效支持一揽子
化债方案落地实施，加大“三大工
程”融资支持力度，主动防范外部
冲击风险。

国开行2024年支持实体经济
发放本外币贷款2.94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
者22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
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金融监管总
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五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金融领域
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
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
开放的意见》，从6方面提出20条
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试
验区（港）制度型开放。

意见聚焦的6个方面分别是：
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开展与中资金
融机构同类新金融服务、120天内
就金融机构开展相关服务的申请
作出决定、支持依法跨境购买一定
种类的境外金融服务、便利外国投
资者投资相关的转移汇入汇出、完
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排、全面加

强金融监管等。
根据意见，上述政策措施在上

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
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明确
部署承担对外开放重要任务的合
作平台先行先试，推动试点地区在
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
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制度型开
放、系统性改革成效、开放型经济
质量的全面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
意见各项举措落实落地，认真做好
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在金融领域
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
开放工作，持续推动我国高水平对
外开放。

五部门发文

推动金融开放措施
在自贸试验区（港）先行先试

1月22日，在寿光市稻田镇，蔬菜种植户在收获彩椒。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