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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财经

时下正逢各家
上市公司2023年
年报的披露期，对
于广大投资者来
说，分红是广大投
资者最关注的财报
信息之一。
从现有数据来

看，在相关政策的
推动下，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力度正在
加大。

Wind数据显
示，截至3月28日
22时，A股共有
815家上市公司披
露 了 2023年 年
报。其中，669家
公司计划现金分
红 ，占 比 约 为
82.09%。现金分
红成为上市公司发
布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标配”，龙头
公司成为现金分红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监管政策持续鼓

励上市公司分红。今年2月份，
沪深交易所启动“提质增效重
回报”行动和“质量回报双提
升”专项行动。3月15日，证监
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
管的意见（试行）》，其中提及要
“加强现金分红监管，要求上市
公司制定积极、稳定的现金分红
政策，推动一年多次分红，增强
投资者回报”。
另外，证监会主席吴清此前

表示，对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比
例偏低的公司，将区分不同情况
采取硬措施，包括限制控股股东
减持、实施ST风险警示等。在此
背景下，A股常年不分红的上市
公司可能会受到限制。
政策力挺之下，2023年A股

分红力度有望进一步增强，整体
分红率或再创新高。
数据宝数据显示，其统计了

已公布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近500家上市公司，2023年分
红金额合计超过9176亿元（加上
一季度、半年度和三季度分红），
占其 2023年净利润比例接近
43%，综合分红率已创下近20年
来新高。就上市公司而言，有多
达244家公司的分红金额创历
史新高，占比接近一半；148家公
司的分红率创历史新高，占比近
三成。
而相比往年，2023年A股分

红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大白马”
派现额创新高；二是部分优质公
司分红率大幅提升，科技公司频
现大手笔分红；三是市场分红频
次大幅提高。
有业内人士评论指出，市场

分红频次提升，有助于引导投资
者进行长期投资，实现企业和股
东共赢。“多次分红不仅可以增强
投资者获得感，对上市公司本身
来说也是一种积极的市场策略，
能够向市场传递出公司稳健的财
务状况和良好的盈利能力等积极
信号，有助于稳定股价，提高公司
的市值。”
还有业内人士表示，A股分

红持续性与发达市场相比，仍存
在一定差距。随着政策加大对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引导力度，将有
助于培育市场长期投资理念，增
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今年开局，沪深股市出现大幅

震荡。1月至2月初持续大幅下

跌，主要指数创出近5年新低。好

在一季度收官有惊无险，大幅反弹

后，上证指数收出阳线，深证成指

和创业板指数虽然还是阴线，但跌

幅大大收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

去，A股正在重新起步。一季度A

股最大的特点，就是“二八现象”又

回来了，大盘蓝筹股整体上涨表现

突出，带领大盘向纵深发展。

一季度大盘探底回升
今年1月沪深股市大跌，其中，

上证指数1月下跌6.27%。2月5

日，上证指数最低跌至2635.09点，

创近5年新低，也是一季度最低点。

就在市场低迷之时，反击战打

响了。2月6日大盘强劲反弹，到2

月底收复3000点大关，2月上证指

数大涨8.13%。3月，上证指数最

高上摸3090.05点，这是一季度最

高点。最终，上证指数3月底报收

3041.17点，3月微涨0.86%。

至此，一季度上证指数季度K线

收出下影线很长的小阳线，一季度上

涨2.23%，结束季度K线3连阴。

深市今年1月跌幅更大，2月5

日深证成指创下今年一季度最低

点7683.63点，创出近5年新低。随

后，大盘大幅反弹，2月深证成指大

涨13.61%，但没收复1月失地。3

月深证成指摸高一季度最高点

9785.1点，3月报收9400.85点，3月

收出小阳线，微涨0.75%。深证成

指今年一季度没能实现翻红，而是

收出下影线很长的小阴线，一季度

跌幅为1.3%，季度K线4连阴。

创业板指数最弱，创业板指数

一季度收出小阴线，跌幅为3.87%，

季度K线4连阴。和前三个季度相

比，今年一季度跌幅最小，且有很

长的下影线。

大盘蓝筹股表现突出
从个股看，一季度还是出现大

面积下跌，是典型的“二八现象”。一

季度上涨股票只有1000只，下跌股

票则超过4000只，占比达到80%。

下跌股票高达八成，为什么上

证指数一季度还是上涨的？原因

就是上涨的以大盘蓝筹股为主，市

值最大的前100只股票，超过七成

是上涨的。一季度上涨股票总体

涨幅不大，涨幅超过50%的股票只

有40只。从板块看，上涨股票以传

统产业为主，其中，石油、煤炭、家

用电器、银行板块股票涨幅较大。

大盘股数量不多，但权重很大，

大盘股的良好表现使得相关指数一

季度表现较好。沪深300指数以大

盘股为主，一季度上涨3.1%。上证

指数也因为银行、石油等大盘股集

中于沪市使得指数一季度收出阳

线。中证规模指数中，反映大盘股

的中证100指数一季度上涨3.4%。

小盘股成为“重灾区”
和大盘股上涨相对应，小盘股

就成了一季度的“重灾区”。这一

点，在中证2000指数得到充分体

现，中证2000指数1月暴跌21%，2

月最低的时候，今年下跌37%。虽

然2月和3月都上涨6%，但由于涨

幅小，一季度还是收出阴线，一季

度下跌11%，位列中证规模指数跌

幅第一。跌幅第二的也是小盘股

指数——中证1000指数，一季度跌

幅为8%。

从板块看，一季度上涨的板块

均是传统产业。中证行业指数中，

中证能源指数一季度上涨17%，涨

幅第一。电力、银行上涨11%。煤

炭、家电、通信涨幅超过6%。那些

受青睐的科技股板块则在下跌之

列，中证行业指数中，疫苗生物跌

幅第一，一季度下跌18%；集成电

路下跌14%；软件、半导体、中证医

药指数跌幅超过10%。

中证主题指数中，新能源、人

工智能、云计算、半导体等板块一

季度均告下跌，医药股跌幅最大。

科技股下跌，使得科创50指数

一季度收出阴线，一季度下跌

10%，季度K线4连阴。其中，1月

跌幅高达19.62%，月K线10连阴，

2月虽然上涨17.94%，但3月又下

跌6%，使得科创50指数一季度跌

幅依然较大。

一季度探底回升后大盘已经

企稳，虽然指数有涨有跌，但最困

难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将向纵深发

展。像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科

创50指数季度K线已经4连阴，二

季度收阳概率大大增加。如果科

技股能在二季度回暖，那么，就不

会再是大盘股一枝独秀了。

连建明

一季度A股再现“二八现象”

“学费”越交越多
无门槛0元学剪辑课，帮助开

通“橱窗”功能，精准推送粉丝群体，

轻松获取高收益……有人在直播间

购买所谓课程后，发现受骗了。

近日，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以

“无门槛学习剪辑，进军短视频平

台赚钱”为幌子骗取用户钱财的犯

罪团伙。

警方表示，这些所谓的培训课

程，都是团伙成员从互联网上东拼

西凑后自行录制的视频，根本不成

体系，没有多少学习价值。所谓的

套餐涨粉，也只是购买的“僵尸

粉”，根本不会产生购买成交量。

深圳网友黄女士遇到了类似

的骗局。她一直想做视频带货，在

短视频平台看到有此类推荐就留

了联系方式。对方声称提供教学

课程，也可以帮忙运营，“抢的人很

多”。

在对方一步步诱导下，黄女士

先交了3000多元教学费用，后续

又交了运营费，共计达29800元，

“一点用也没有，什么都没做起来，

钱打了水漂”。

记者了解到，网上这些平台，

大多是通过宣称购买培训课程学

习做短视频带货，可轻松月入数万

元，又以虚假刷单的方式给缴费学

员造成流量提升、课程有效的假

象，诱导学员进一步支付数万元购

买“内部引流渠道”。

不少想通过短视频平台带货

赚钱，却无法获得流量的用户，被

精心设计的环节、话术步步引诱，

“学费”越交越多，最终深陷骗局。

买课容易退课难
在诸多网课骗局的案例中，还

有一个显著而又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设置了不少霸

王条款，特别是让消费者“买课容

易退课难”。

在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

诉”上，以“知学网”为关键词搜索，

投诉量多达684条，时间跨度从

2021年到2024年，投诉者来自全

国各地。

资料显示，“知学网”是一家专

注成人学历提升、职业资格类培训

的教培机构，2020年6月成立。其

招生模式主要是通过在抖音等视

频平台上进行引流，用户填写相关

资料后，由号称“教务提升中心老

师”的销售人员进行联系。因此，

虽然“知学网”是一家陕西企业，但

学员却分散在全国各地。

从“黑猫投诉”平台的投诉信

息看，当许多学员考试未通过，联

系该机构退费时，却被售后人员告

知“不能退费”或“需要扣除25%的

手续费后退费”，有的学员签了部

分退款条例后，办理遥遥无期，有

的甚至根本联系不到销售人员和

该公司。

另外，该机构宣称的所谓“名师

辅导”，实际上是录好的视频课，并

没有老师一对一辅导；密钥押题多

以历年真题为主，在公开平台就能

搜索到，与其报名前承诺的不符。

不少老者也被骗
网课骗局的受害群体中，有不

少老年用户。

有的老人在“触网”后开始尝

鲜知识付费，愿意通过购买网络课

程、观看直播等形式，重拾年轻时

就有的爱好和特长。通过付费课

程，有的老人觉得可以实现年轻时

的梦想，有的老人则觉得能掌握感

兴趣的专业知识。然而，一些人因

此打起歪主意，违规直播卖保健

品，用低价课引流等。

在网上，一些老年人的子女更

是反映自己的父母掉入“健康陷

阱”。有网友说，母亲在购买了相

关的课程后想要退款，但是所谓的

“老师”根本不予理睬，维权困难。

据网友们反映，父母平时勤俭

且关注老年养生健康知识，在看到

“免费领水果”“0元领免费课”等字

眼时，难免会被吸引，扫码加入免

费学习群，养生知识没学到多少，

反而落入商家的圈套，每天被营销

课、直播带货洗脑。

其实，有的提供免费学习资源

的App，背后是一环接一环的套

路。有的商家利用老年人“关注养

生”的心理，先将老年人聚集至一

个微信学习群里，客服每日宣传基

础课程、进阶课程、养生物品等，哄

骗老年人邀请其他朋友进入或购

买产品，从而达到“一带多”或直播

带货的目的。

看清套路避陷阱
有业内人士指出，面对飞速发

展的新技术，人们积极“充电”的想

法值得肯定。不过，面对线上学

习、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一

定要擦亮眼睛做好甄别，警惕知识

付费课程的套路，避开陷阱。

对此，有相关部门对此类新型

涉嫌诈骗案件存在的明显套路进

行了相关总结：

第一阶段，引流。不良商家制

作引流视频，宣称可以帮助用户通

过拍摄短视频零成本赚钱、开小

店，获取潜在用户的联系方式。

第二阶段，洗脑。不良商家联

系具有开网店意向但缺少经营经

验的客户，利用专业话术、虚假聊

天记录，诱导用户购买所谓“课程

包”。在微信聊天和线上直播的攻

势下，用户被洗脑，认为自己也能

通过短视频平台带货赚钱。嫌疑

人便推销所谓的线上教学及代运

营服务，与用户签线上合同。

第三阶段，造假。用户缴纳费

用、签合同后，不良商家只是提供

一些网上就能搜到的视频剪辑教

学，并无相关实质性培训。如用户

反映赚不到钱时，嫌疑人会向平台

购买流量或自行购买少量低价商

品等“刷单”，制造流量和订单暴增

的假象。同时，嫌疑人进一步诱导

受害者付费升级套餐，被骗金额最

高达数万元。 本报记者 杨硕

个别不良商家在视频平台布设陷阱骗钱

“直播授课”套路多
“养生辅导”成诱饵

观察财经 随着互联网短视频及直播等平台的风靡，线上教育成为不少培训机构瞄准
的蓝海市场。不少人希望通过线上学习来继续“充电”，有的商业机构正是看中
了广大用户的这类需求，在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兜售所谓的“课程”，以此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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