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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4.19资本

目前已披露年报的银行中，仅有郑州银行选择不
分红只“配股”。 年报数据显示，郑州银行2022年实
现营业收入151.01亿元，同比增长2.03%；归母净利润
为24.22亿元，同比下降24.92%。 该行2022年不良贷
款率为1.88%，相较2021年上升0.03个百分点。其
2022年年度分红预案为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股。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不选择分红，在上市银行中并不
多见。

4月3日，郑州银行召开网上业绩说明会，会上“三
年不现金分红”是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
情况，该行副行长、财务负责人孙海刚进行了回应。

孙海刚对此解释称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面对近
年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该行积极践行地方金融
机构社会责任，加大对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持续让利实
体经济，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二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持续暴露，该行
不断加强风险的前瞻管控，加快推进不良资产处置速
度，制定风险化解处置方案，加大拨备计提力度，顺应
监管引导留存未分配利润将有利于该行进一步增强风
险抵御能力，为保持经营稳定提供保障。

三是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要求日益趋严，内源
性的资本补充是中小银行保证资本充足，特别是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水平的重要途径，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
用作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有利于提升资本充足水平，
以支持该行的战略转型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维护投资
者的长远利益。

目前银行板块的虽然估值仍然处于历史底部区
域，破净个股占比不少，但是由于超高的分红率，因此
到了年报季，银行股都备受市场关注，根据统计，目前
已经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分红率已经超过4%，秒
杀一众银行理财产品。

据统计，已经披露年报的23家上市银行中，招商
银行、兴业银行每股股利均超过1块钱，分别为1.74元/
股、1.19元/股，宁波银行、重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工商银行每股股利也均在0.3
元以上。

从股息率来看，目前有13家银行股息率在6%以上，
其中3家银行股息率超过7%，分别为渝农商行、浙商银
行和交通银行，其中渝农商行最高为7.34%，剩下两家分
别是7.09%和7.04%。仅有5家银行股息率低于3%。

由于高分红，不少机构“踩点”布局银行板块，导致
近期银行股涨势如虹，银行指数迭创新高，已经刷新了
近一年的高点。

“非常看好银行板块的年报行情，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因为从目前来看，2022年的银行的业绩都非
常亮眼，有较扎实的业绩基础；二是披露年报之后，银
行会陆续启动分红，目前银行的股息率已经超过4%，
个别银行甚至达到7%，秒杀一众理财产品。叠加目
前银行估值已经非常‘香’，现在买入布局已经是较好
的时机。不过银行板块的市值较大，弹性弱，因此最
好采取分批布局的模式。”华南一家私募的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期股票型ETF份额出现明显分化。近
一个月内，医药类ETF份额大幅增加，多只医
药类ETF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在此期间，食品
饮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多只ETF产品份额也出
现较大的增长，但科创50ETF等多只宽基指数
ETF以及芯片、半导体等板块的ETF产品份额
减少较多。

机构人士表示，ETF份额变化或许表明机
构资金正在积极布局结构性机会。与此同时，
近期TMT板块波动扩大，资金或分流至医药等
其他板块。

医药ETF获大举买入

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但资金却通过
ETF大举布局。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4
日，近一个月以来的股票型 ETF份额增长
78.90亿份，份额增加较多的股票型ETF以行
业类ETF为主，医药、食品饮料、新能源、游戏
动漫等领域的ETF产品份额出现较明显增长。

具体来看，医药类ETF是近期最受资金青睐
的板块，多只医药类ETF份额出现较大的增长。
近一个月以来，份额增长最多的是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ETF，份额增长达79.85亿份，该产品份
额在4月14日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71.96亿份。

在近一个月份额增长前十的股票型ETF
中，还有华宝中证医疗ETF、银华中证创新药产
业ETF、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ETF三只产品，上
述产品近一个月来的份额分别增长56.32亿份、
30.37亿份、18.31亿份。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只
产品近期规模快速增长，并且都在4月14日创
下历史新高，截至4月14日，上述产品的规模分
别为420.18亿份、85.54亿份、47.12亿份。

近一个月份额增长较多的股票型ETF还
有多只新能源类产品，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
ETF、南方中证新能源ETF份额分别增长18.41
亿份、18.14亿份。

宽基指数ETF份额减少

截至4月14日，近一个月来份额减少较多
的股票型ETF中，有多只宽基指数ETF。华夏
上证科创板50ETF是近一个月来份额减少最

多的股票型ETF，份额减少114.08亿份。易方
达上证科创板 50ETF和工银上证科创板
50ETF份额分别减少22.02亿份、9.70亿份，此
外，沪深300ETF、上证50ETF也是近一个月来
份额减少较多的产品。

行业ETF中，多只芯片、半导体ETF份额
大幅减少，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国联安
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国泰CES半导体芯片
ETF近一个月来份额减少均超过20亿份。

对于近期多只宽基指数ETF份额减少较
多、部分行业ETF份额增加较多的原因，有基金
经理分析认为，在今年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权
益市场或将震荡上行，但指数方面难以出现大
的趋势性机会，今年的A股市场会以结构性行
情为主。在近期的市场调整中，资金从一些宽
基指数ETF中流出，部分行业ETF份额增加，或
许表明资金正在积极捕捉结构性机会。

市场有望走向新均衡

对于接下来的投资，中科沃土基金表示，
国内经济基本面有所好转，海外流动性缓和等
因素都将支撑A股整体走强。建议逢低加大
权益配置，重点关注处于景气度上升阶段且估
值较低的确定性品种。

金鹰基金认为，当前指数估值不高，市场
仍偏积极。4月的上市公司一季报时间窗口也
将提升市场对企业基本面的关注度，届时业绩
主导性或将得到增强，一改2月以来风险偏好
主导的投资风格，市场或有望走向新均衡。

在具体的投资机会上，“中特估”、消费等
多个板块的投资机会被机构看好。富国基金
建议，关注短期出口强劲或推动二季度经济数
据超预期，支撑消费等经济复苏领域的表现；
一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以业绩超预期为主的
业绩线有结构性机会；政策支持的“中特估”板
块也有望持续强势。

中科沃土基金建议，关注AI行业应用结合
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机遇下的投资机会，以及大
安全（信创、半导体、机械设备）、中国特色估值
体系与“一带一路”（央企、建筑）、地产销售改善
（房地产龙头公司、地产链）等方面的机会。

据《中国证券报》

TMT板块波动扩大导致资金分流

多只医药类ETF份额创历史新高
超5000亿元！银行分红季实现“双超”
银行年报披露进入高潮，分红方案备受市场关

注。根据同花顺统计，目前有24家银行披露了去年的
业绩报，其中有23家银行给出了分红方案回馈股东，

合计分红金额达5373亿元，工商银行等9家银行现金
分红比例超过30%。多家银行高管近期在业绩发布会
上表示，未来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分红比例。

国有大行成分红主力军
从绝对金额来看，国有六大行绝对是“现金奶牛”，

2022年拟分红4047.6亿元。其中，工商银行拟分红额
居首，达1081.69亿元，也是唯一一家分红超过千亿元的
银行。建设银行居第二，达972.54亿元。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分别为777.66亿元、682.98
亿元、277亿元、255.74亿元。

股份行方面，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
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和浙商银行等7家股份行合
计约为1152.04亿元，其中招商银行最为“财大气粗”，拟
派息总额达438.32亿元，居于股份行首位，同时，该行
每股拟派现金额最高，为1.738元。兴业银行拟分红
246.8亿元，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拟分红额也超百亿元，
分别达161亿元、112.26亿元。

分红比例方面，工商银行等10家银行均超过30%，
还有11家银行分红比例高于20%，整体看，银行股延续
了高比例的分红的“优良传统”。

具体来看，6家国有大行中，交通银行、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邮储银行去年现金分
红比例均在30%之上。

建行首席财务官柳荣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总体

上30%的分红政策不会改变，但每年收益要根据当年
成绩单来决定。”

股份制银行方面，浙商银行最高，据悉该行分红占
归普净利润的37.8%。2022年财报数据显示，浙商银
行拟向A股、H股股东每10股派息金额2.1元，现金分红
共为44.66亿元(含税)。

“这次配股让位分红，也代表了我行管理层的决心
和理念，希望向市场上传导我行持续的、稳定的分红政
策，当分红与再融资在时间上有冲突的时候，希望能够
分红优先。”浙商银行副行长、董事会秘书刘龙在2022
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排在浙商银行之后的是招商银行，该行去年现金
分红比例为32%。招商银行的业绩发布会上，董事长
缪建民表示：“作为上市公司每年都应该对股东保持一
定比例的分红”，他还表示，因为投资上市公司目的主
要有两个，一赚取资本利得，二获取分红，资本利得有
很大不确定性，但分红是确定的，所以只有保持一定的
分红比例，投资者的收益才能保持相对稳定。所以上
市公司不能当铁公鸡一毛不拔，这对投资者收益的稳
定是不利的。

股息率已经超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