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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财经

2025陆家嘴论坛上发

布的一系列新政，让一些

未盈利企业看到了上市的

曙光。

先来看科创板：科创

板将推出深化改革的“1+

6”政策措施，其中核心举

措包括设置科创成长层，

并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

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

紧接着是创业板：创

业板同步开启包容性改革

——正式启用第三套上市

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

新企业上市。

目标直指未盈利科技

企业的融资瓶颈。

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曾

是未盈利药企上市的重要

通道，其核心要求是“预计

市值不低于40亿元”且

“主要业务或产品经国家

批准、市场空间大、取得阶

段性成果”。但自2024年

中以来，该通道鲜有案例，

此次重启被市场视为关键

突破。

同步推出的六项配套

措施则聚焦机制创新，包

括对适用第五套标准的企

业试点引入资深专业机构

投资者；面向优质科技企

业试点 IPO预先审阅机

制；扩大第五套标准至人

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等前沿领域。

创业板第三套标准

指的是“预计市值不低于

5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

收入不低于3亿元”的未

盈利企业可申报创业板

上市。创业板向未盈利

企业敞开大门，扩大了创业板市场的

覆盖面和包容性，具备强研发、强技

术能力的独角兽企业有着先天优势，

意味着未来创业板或将迎来更多优质

标的上市。

业内也对此给出积极反响。有投

行人士指出，这些措施是重新打开了

未盈利企业上市的通道，允许未盈利

企业可以顺畅申报上市，而且在科创

板和创业板同步实施，实施范围更

广、力度更大，涵盖沪深两大交易所，

惠及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核心区域，

这是之前未盈利企业上市暂停后的

重启，代表性意义显著，表明监管层充

分认识到未盈利科技企业对国内产业

转型和科技领先的重要意义，下定决

心要以更大力度助推优质未盈利企业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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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密集分红

单只基金单次分红金额
创历史新高

公募基金市场分红热情空前高涨。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9日，公募基金年内分红总额达到

1148.31亿元，其中ETF和债券基金为分红大户。

连涨8周的医药板块本周回调了

股评一周

境内ETF分红超去年
日前，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分红总金

额尘埃落定。作为当前规模最大宽基指数
ETF，该产品此次分红金额高达83.94亿元。
这不仅刷新了公募市场单次分红的历史

纪录，更推动年内ETF累计分红规模突破
200亿元关口，大幅超过往年全年的水平。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9日，年初
至今共有47只ETF派发了97次“大红包”，
累计金额达到202亿元；而去年同期只有
18只ETF进行了19次分红操作，金额不足
50亿元。
目前，除了华泰柏瑞，嘉实基金、易方达

基金以及华夏基金旗下沪深300ETF今年亦
进行了分红相关操作。这4只千亿元级别的
“巨无霸”产品成为分红金额的大户，合计分
红达到148.37亿元，贡献了全部ETF七成以
上的分红金额。

债券基金表现抢眼
有业内观点指出，目前，ETF产品正在不

断增强分红能力，正与债券基金一起，成为当
前市场分红的两大核心力量。在资金结构持
续演化、“长钱”加速入市的背景下，基金的分
红机制日益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重要指标。
从全市场来看，债券型基金、指数型基

金是参与基金分红的重要力量。在年内分
红总额较高的50只基金中，有超过40只属

于这两类。
另外，还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债券基

金共分红2087次，分红金额达733.48亿元，
占公募基金分红总额76.69%。
一位公募人士表示，债券型基金能通过

持有债券获取较为稳定的利息收入以及一定
的资本利得。其投资标的的特性决定了收益
的可预测性较强，现金流相对稳定，使得基金
管理人有较为充足且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分
红；而且近两年债券走出牛市行情，也使得债
券型基金具备较好的分红基础。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谈到

今年债券基金和股票指数基金分红较多的原
因时也指出：“因为前五个月债券基金和股票
指数基金获得了一定涨幅，同时去年的利润
也比较高，所以具有较强的分红基础。”

REITs及类REITs也积极加入分红阵营，
部分产品的分红金额不容小觑。如中信建投
国家电投新能源REIT分红金额达4.2亿元，
平安宁波交投杭州湾跨海大桥REIT也分红
2.6亿元，进一步丰富了市场的收益型投资工
具选择。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基金分红总额

大幅提升，反映了基金整体盈利能力的增强
和市场环境的改善。
另外，伴随着多项“强化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监管”政策的逐步落地，上市公司分红

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不断增强，A
股市场随之迎来了分红热潮，并且这一趋势
逐渐从资产端蔓延至投资工具端，部分机构
甚至将分红的频率视为差异化竞争的手段
之一。
华泰柏瑞基金分析称，加强ETF分红已

经成为提升投资体验的重要方式。
对于投资者而言，ETF基金分红意味着

更灵活的资金支配权，在满足投资者现金流
需求的同时，有望为资金持续布局提供动力，
也能助力投资者提前锁定部分收益，从容应
对市场短期波动，践行长期投资理念。对于
基金公司而言，通过ETF分红将上市公司和
投资者联接起来，更好发挥桥梁作用，展示资
本市场积极回报投资者的成果。
杨德龙认为，公募基金加大分红力度，能

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通过现金分红实实在
在地回馈投资者，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基金行
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还能提高客户对基金的
认同度。对于投资者而言，现金分红意味着
投资有了真实的回报，进而可能提升基金产
品的吸引力；而对基金经理来说，这也是对其
业绩的一种肯定。
展望未来，业界预计公募基金分红上涨

的态势有望持续。随着市场有效性提升和经
济复苏预期增强，权益类基金的业绩弹性可
能进一步显现，推动更多基金采用“定期分
红+超额收益分配”的多元化分红模式。

本报记者 杨硕

主要指数周K线两连阴
上证指数本周波动幅度很小，最高

3393.31点，最低3353.94点，本周振幅只有
1.17%，周五报收3359.9点，周K线收出小阴
线，本周微跌0.51%。周K线两连阴。
深证成指周五盘中最低9998.5点，跌破

万点大关，最终报收10005.03点，勉强守住万
点大关，本周下跌1.16%。创业板指数逼近
2000点大关，本周最低2007.51点，周五报收
2009.89点，本周下跌1.66%。
本周几乎所有指数均下跌，包括北证50

指数和科创50指数，其中，科创50指数创出
2个月新低。而且，主要指数周K线均是两
连阴。
虽然沪深股市呈现下跌走势，但跌幅都

不大，整体还是震荡盘整格局。

银行板块仍旧在上涨
大盘平淡，个股依旧是轮转格局。上周

跌幅最大的白酒板块，本周成为涨幅最大的
板块。中证主题指数中，中证白酒指数上周
跌幅超过5%，本周则上涨2.7%，成为涨幅第
一的指数。

本周跌幅最大的板块则是近期非常火的
医药板块，中证行业指数中，全指医药行业指
数到上周周 K线已经 8连阳，本周下跌
4.38%，是跌幅最大的行业指数。疫苗生物、
医疗器械本周跌幅超过3%。主题指数中，创
新药本周下跌5.4%。
在大盘总体比较平淡、没有持续性行情

的背景下，对于板块往往需要辩证看待，涨得
多的反而容易下跌，而下跌幅度大的，则可能
反弹，因此，投资者不能轻易追涨杀跌。
目前还有一个板块继续走强，就是银行，

中证银行指数本周上涨2.57%，涨幅第一，这
个指数周K线已经7连阳。行业指数中，本
周涨幅第二的是上周跌幅最大的饮料指数。
金融和医药，是今年以来走势最强的板

块，金融板块中走势最强的是银行。本周证
券公司就下跌1.67%，而银行指数周K线已
经7连阳，医药指数周K线8连阳后本周调整

下跌，我们看看银行指数能够上涨多长时间。

是否有行情看下半年
还有6个交易日，上半年股市交易就将

结束，目前，市场似乎有无心恋战的感觉。从
今年上半年来看，总体非常平淡。截至本周
五，上证指数今年上半年虽然是根十字星小
阳线，但仅仅微涨0.24%。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今年的年K线目

前都是阴线，其中，深证成指上半年下跌
3.93%，创业板指数上半年下跌6.15%。只有
北证50指数，今年上半年大涨30%。
上半年剩下的6个交易日还存在变数，

但A股总体平淡的格局估计不会改变。上半
年也就这样了，今年是否有行情就看下半年，
由此，这几周市场平淡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
了，多空双方似乎都在为下半年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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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A股依旧弱势震荡，主要指数周K线收出小阴线，周K线两连
阴，但跌幅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表现最好的两大板块中，医药
板块连续上涨8周后本周回调了，而银行板块继续上涨。上半年股市交
易即将结束，市场有点无心恋战的感觉，上半年沪深股市总体很平淡，今
年是否有行情，关键看下半年了。

上半年沪深股市总体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