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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军团三年增速10%
年度派现分红创新高

近期，A股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披露收官。数据显示，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
有力支撑下，沪主板再次呈现出基础稳、韧性强的板块底色。

5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对全国

第二批“健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

进行集中揭牌，此次建行在沪共有

10家养老金融特色网点进行了挂

牌，上海区域“健养安”养老金融特

色网点已扩容至13家。

对年长人群来说，银行网点是

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主渠道，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老年客

户也逐渐成了网点到店客户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近年来，银行网点

的适老化改造成了年长客户金融服

务的重要一环。

那么，除了简单环境改造以外，

各大银行还有哪些可以发力的点？

我们来看看，在上海各大银行

的一些做法。以建行为例，该行在

沪扩容揭牌的10家养老金融特色

网点就各具特色：长宁北新泾支行

是长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授予的

“上海市退役军人服务站”，网点将

养老金融与退役军人服务相结合，

打造“红色港湾、泾彩耄耋”品牌，坚

持每月组织开展一场主题沙龙活

动，内容涵盖养老规划、金融反诈、

认知障碍症等主题；闵行南方商城

支行积极配合闵行区金融机构养老

样板间试点建设工作，打造“颐建如

故智汇坊”养老金融服务专区，专区

内展示区域养老政策，公示周边养

老服务机构信息，提供养老辅具体

验，定制养老理财规划和居家环境

适老化改造方案，为老年客户提供

“一站式”的便利服务……

上海农商银行大场支行是一家

养老特色网点，提供参保手续办理、

养老金卡（折）调整、个人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查询等个人高频

社保业务，方便客户在家门口的银行实现社

保业务“就近办”“多点可办”“全城通办”。

茅善玉老师细致讲解沪剧唱法技巧，银

龄一族在悠悠戏曲中领略海派文化无穷魅

力，其乐融融；另外一片区域里，“一对一”中

医健康问诊让银龄一族全方位了解健康生活

理念及知识……这是在上海农商银行杨浦一

处站点内发生的真实场景，也就是说，如今很

多的银行网点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金融交易

点，而更像是一个覆盖了多个场景的平台。

在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张宏彪看来，中

小银行竞争力的关键在于“金融+非金融”综

合服务，就是既要在网点设施、业务流程、手

机银行、电话银行以及产品服务等改造优化

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保障“钱袋子”稳

健增值；也要有效整合政府及社会各方资源，

构建朋友圈、生态圈，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据介绍，上海农商银行近年来不断探索

金融为老上海模式，该行计划于2025年内，

打造以300余家适老网点、百家养老金融特

色网点和千家“心家园”公益服务站为体系的

线下服务矩阵，持续推动适老化体系建设。

在新金融专家余丰慧看来，银行在养老

金融方面要想大有作为，还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发力：一是开发专为老年人设计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二是建立与医疗、健康护理等相关

行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增值服务；三是利

用科技手段，方便老年人使用。这些措施有

助于提升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指出，银行首

先要转型核心逻辑，也就是从“交易场所”转

到“养老服务生态枢纽”。例如将网点改造为

养老政策咨询、金融规划、健康管理、适老产

品体验的集成平台，推动“金融+非金融”服

务融合，打破传统网点以存取款、理财销售为

主的局限。另外要推动产品创新，构建“低风

险+稳健收益”的养老金融产品体系，覆盖储

蓄、保险、理财、信托等全品类，重点开发长期

护理险、反向抵押贷款、按月领取型年金等创

新工具，满足不同客群需求。

王鹏认为，银行在养老金融方面未来的

竞争焦点在于能否深度嵌入养老产业链，实

现从“资金管理”到“生活服务”的价值跃迁。

八成公司有盈利
从相关数据来看2024年，沪市主板公司

业绩彰显强大稳定性。全年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49.57万亿元，保持平稳；净利润4.35万亿
元、扣非后净利润4.1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9%与2.4%。八成公司实现盈利，四成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超230家公司净利润增幅
超30%，78家成功扭亏为盈。年度业绩走势
先抑后扬，下半年净利润大幅回升，经营性现
金流四季度同比增速扩大至15%，全年恢复
至上年同期水平。2025年一季度，实体企业
净利润重拾升势，经营性现金流大幅转正。
拉长区间看，沪市主板稳定性力量不断

增量扩围。近五年，板块营业收入、净利润复
合增速均为5%。744家“长跑型”公司近五年
收入、净利润均实现复合正增长，贡献近七成
营收、超八成利润；310家“抗跌型”公司连续
三年收入、净利润均同比增长或小幅波动。
这批公司经营稳健，抗风险能力强，成为沪市
内生稳定性的“基因密码”。其中，金融、能
源、建筑、交运等上证180公司发挥压舱石作
用，贡献超八成利润；以汽车、医药生物、智能
制造、精细化工为代表的新质变量也持续注
入，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速达10%，成为抵御外
部冲击和经济周期波动的新兴力量。

出口市场多元化
过去一年，A股上市公司出口出海进程

加速，境外业务收入持续增长。
2024年，沪市主板公司全年实现海外收

入6.09万亿元，同比增长7%。其中，非美出
口占比超八成，同比呈现上升趋势，东盟、非
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重要出口目的
地。三一重工产品销售覆盖150多个国家与
地区，非洲区域业绩同比增长44%；上汽集团
在东盟地区的销量达13万辆，同比增长
30%，其中新能源车占比达43%；中国中车国
际业务新签订单约472亿元，实现海湾阿拉

伯国家高端市场重大突破；苏美达对“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额达56亿美
元；八大建筑央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重点布
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项目主要集
中在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合计新签海
外订单1.87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15%。
出口含“新”量更足。高端装备、集成电

路、智能家电、电动汽车等高科技属性产品加
速出海，带动电子、汽车、家用电器、机械设备
等行业海外收入增长分别达15%、10%、9%、
7%。东方电缆持续开拓国际海缆市场，交付
首个欧洲海上风电超高压海缆；兆易创新
NORFlash存储产品持续全球领先，32位通用
MCU等产品矩阵不断完善，出货量创历史新
高；海尔智家坚持高端创牌战略，在亚洲、北
美、澳洲大家电市场的份额排名第一。同时，
受益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模式兴
起，一批新锐国货畅销海外，带动轻工制造、
商贸零售、食品饮料等行业海外业务收入增
长。小商品城全年跨境清算资金超40亿美
元，建立覆盖多个新兴市场的全球贸易网络；
顾家家居深耕自主品牌出海，跨境电商销售
额逐年增长，沙发品类全球销量第一。
内需方面，2024年，随着国家“两新”政

策加力扩容，消费等行业呈复苏态势，相关产
业链公司业绩改善。以沪市主板为例，在以旧
换新等政策的带动下，2024年度，汽车行业净利
润增长4%，家电行业净利润增长5%，其中四季
度净利润增长16%，消费电子行业收入增长
26%，消费电子行业净利润增长9%。

真金白银的回报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最直接

的回报方式，也是衡量企业经营质量与投资
价值的关键指标。在新“国九条”大力推动
分红背景下，2024年，A股上市公司分红呈
现积极态势，分红规模与频次均创历史新
高，为投资者带来真金白银的回报，为资本
市场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

沪市主板中，2024年全年有1259家公
司宣告现金分红，总额达1.77万亿元，整体
分红比例达39%，其中90家上市公司股息
率超5%，172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股息率为
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一年多次
分红成为新趋势，沪市主板266家上市公司
实施中期分红，同比增加3.4倍，春节前派息
金额超2800亿元，140余家公司已将2025年
中期分红计划提上日程。科创板超290家
公司现金分红比例超过30%，119家次公司
于中期报告、春节前实施分红。
深市方面，2024年度2443家深市上市

公司累计分红5753亿元，分红家数同比增
长32%，分红金额同比增长36%，均创新
高。其中502家公司披露了2024年中期分
红（含特别分红）方案，家数同比增长318%，
分红总额1055亿元，同比增长264%。值得
注意的是，深市6家公司派现100亿元以上
（五粮液、宁德时代、美的集团、平安银行、格
力电器、洋河股份分别分红281亿元、275亿
元、208亿元、187亿元、187亿元、105亿元），
90家公司派现10亿元以上。
北交所方面，2024年报披露期间，北交

所超九成盈利公司披露分红预案，叠加中期
分红，2024年共计分红59.68亿元。其中超
三成公司分红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50%，32家公司一年多次分红。
从行业看，银行依旧是分红主力军。42

家上市银行累计分红超6300亿元，占净利
润的比例超30%。其中工商银行以全年分
红1097.73亿元拔得头筹。股份制银行中，
招商银行以504.4亿元的分红规模居首位。
石油石化、食品饮料、通信等行业也是

“红包”大户。以中国石化为例，2024年度，
公司分红规模达347.48亿元。中国石化副
总裁黄文生说，2024年，公司制定并发布了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2024年
至2026年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65%。

本报记者 杨硕

A股上市公司交出2024年业绩答卷

政策注资破局 金融权重擎旗
股评一周

4月沪深股市小幅下跌后，5月A股迎来
开门红。本周在一系列利好影响下，沪深股
市普遍收阳，上证指数已经补掉4月7日的
下跌缺口，收复3300点大关。本周虽然周K
线普遍收阳，但涨幅不大，依然是稳健上涨
的格局。

上证指数补掉缺口
5月第一个交易日大盘就显示出较强的

气势，上证指数跳空高开当天上涨37点，收
复3300点大关，报收3316.11点，日涨幅
1.13%。

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降准0.5
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
元，并降低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受此影
响，上证指数当天以3354.97点高开38点，
虽然开盘后大盘回调，当天报收3342.67点，
但是当天还是留下3316.45点至3324.81点
向上跳空缺口。

此后两天，大盘基本上是横盘格局，缺
口始终未补，周五上证指数报收3342点，周
K线收阳，本周涨幅1.92%。同时，4月出现
的3319.61点至3217.78点的巨大跳空缺口
被完全补掉。
深证成指本周收复万点大关，周五报收

10126.83点，本周涨幅为2.29%。不过，4月
7日出现的跳空缺口还没有完全补掉，目前
这个缺口是10248.98点至10328.02点。创
业板指数本周收复2000点大关，周五报收
2011.77点，本周涨幅为3.27%。同样，创业
板指数4月7日的跳空缺口也没有完全补
掉，目前是2036.1—2057.63点；深证成指和
创业板指数的缺口也是周线缺口，没有补
掉，说明深市要弱一点。

显示市场逐渐转强
5月A股开门红，主要指数周K线均收

阳，涨幅不大，依然是个稳健的格局。虽然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还没有完全补掉4
月7日跳空缺口，但本周收复两个重要大
关，即深证成指收复万点大关，创业板指数
收复2000点大关，而上证指数始终站在

3000点之上，这样，三大指数均站上最重要
的三个整数大关，显示市场正在逐渐转强。
本周大盘上涨，大盘蓝筹股起到了重要

作用，尤其是金融股，中证银行指数本周上
涨3.87%，在行业指数中涨幅第一，而且创
出4年新高，和历史最高点仅仅相差60点。
保险、券商也小幅上涨。在中证主题指数
中，通信设备、空天军工、中证军工等板块涨
幅居前。
目前支持股市的有利因素很多，中国证

监会主席吴清5月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
场稳预期”有关情况时表示，我们资本市场
最重要的特征是“靠谱”，有一个靠谱的经济
发展、靠谱的宏观政策、靠谱的制度保障，所
以资本市场在为我们的经济和市场注入更
多的确定性，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环境
下，我们前行的路上会有风有雨，不管是轻
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不管是风高浪急还是
惊涛骇浪，我们都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来
实现中国股市的稳定健康发展。
可以相信，A股继续稳健上涨是未来的

主要格局。 连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