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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低，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连续第三日下挫，沪指收跌
近1%失守3300点，盘面上个股涨少跌
多，基建、金融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
净卖出约43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45只，跌停15只。从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三连阴继续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
交9768亿元环比减少；60分钟图显示，
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
指标均呈现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市场
走势比预想要弱一些，主要是两市成交

持续萎缩所致，沪指收盘也失守半年线，
各股指均跌至黄金分割位附近，短期能
否在此企稳回拉非常关键。期指市场，
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增加、持仓减少，各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
看，消息面上“发改委推动政府投资重点
工程项目实施以工代赈”，有助于促进经
济向好发展，短期下跌空间不大。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88.8元均价
买入五粮液0.6万股。目前持有华创阳
安（600155）97 万股，五粮液（000858）
1.8万股，康芝药业（300086）68万股，中
国 电 建（601669）74 万 股 ，金 奥 博
（002917） 26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5815093.63元，总净值29890693.63元，
盈利14845.35%。

周三操作计划：康芝药业拟不低于
8元高抛，金奥博拟适当加仓，五粮液、
中国电建、华创阳安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三连阴

7 月 12 日，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宁波银行进行分红派息。
此外，杭州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银行也将于本周陆续
完成红利发放。2021年度，40家上市
银行合计分红金额逾 5400 亿元。其
中，国有六大行合计分红金额高达
3821.93 亿元（含税，下同），分红比例
稳定在30%以上。

参与分红上市银行数量增加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宁
波银行于12日进行分红派息，杭州银行
将于13日完成派息。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4家上市银行将
于15日进行派息。

2021年参与分红的上市银行数量
较此前有所增加，2019年、2020年推
出分红方案的上市银行分别为36家和
38家，而2021年扩充到40家。此外，
由于2021年银行业经营业绩向好，分
红比例稳健，40家参与分红上市银行
合计分红金额达5452.49亿元，较上年
增逾一成。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
明指出，上市银行多年来一直用真金白
银的方式回报股东，现金分红力度与业
绩增长幅度步调一致。这体现了在持
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保持业绩稳
定增长的同时，上市银行履行合理回报
股东义务的决心。

国有银行为分红主力军

工商银行分红金额引人注目。工
商银行2021年度分红实施公告显示，
本次派发现金股息共计约1045.34亿
元。工商银行是2021年唯一一家分红
金额超过千亿元的上市银行。

“适度的现金分红比例和适度的
资本充足率，既能满足当期现金分红
需要，又有利于上市公司长期价值增
长。工商银行在通过利润留存满足
内源性资本补充的同时，致力于为股
东创造投资回报。”工商银行董秘官
学清说。

六家国有大行是上市公司中当之
无愧的分红主力军。据统计，2021年，
国有六大银行的净利润总计12888.90
亿元，合计分红金额高达3821.93亿元。

建设银行于上周率先拉开国有大
行红利发放的序幕，其余五家国有大行

分红也将于本周陆续到账。
从分红比例看，考虑到股东回报诉

求和业务发展需要，国有六大行均保持
分红比例稳定在30%以上，且各家差距
不大。对此，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表示：

“从中国银行及几个大型银行看，大股
东确定30%的分红比例，多年没变，没
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不会变，大家应该
有充分信心。”

在股份制银行中，招商银行为分红
大户，2021 年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383.85亿元。此外，兴业银行、光大银
行也已完成超百亿元现金分红。

高股息率凸显长期投资价值

记者根据各银行7月11日收盘价
计算，有19家银行的股息率超过5%，有
14家银行股息率在3%至5%之间。上
市银行平均股息率为4.77%。

从整体看，与2021年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相比，上市银行股息率收益
更抢眼。据国海证券研报统计，2021
年银行理财产品加权收益率走势整体
在3%至4%区间波动，收益率波动相
对稳健。

不仅如此，上市银行平均股息率还
超过多数银行的三年期大额存单利
率。从2021年开始，各银行大额存单
利率逐步下调。2022年二季度以来，部
分国有银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在
3.25%左右。

廖志明认为，上市银行的高股息
率，体现其成长性和稳定性，也使上市
银行长期投资价值更为凸显。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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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5400亿元 金融加力支持实体经济
6月金融数据超预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7月11日发布的
数据，6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81万亿
元，同比多增6867亿元。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5.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7
万亿元。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
长11.4%，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0.3个和2.8个百分点。业内人士表
示，6月金融数据整体超出市场预期，表
明随着各项稳增长一揽子政策落地实
施，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信贷有效需求有所回升。

从总量看，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2.81
万亿元，环比多增9200亿元，同比亦多
增6867亿元，表明当月企业贷款投放力
度进一步加大。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
师王青表示，受季末冲量影响，6月贷款
环比多增属季节性现象，但同比多增近
7000亿元，表明在近期“增强信贷总量
增长的稳定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逆周
期调节的总量功能正在充分发挥。

在人民币贷款总量增加的同时，贷
款结构也显现出积极的变化。6月短期
贷款合计新增 1.20 万亿元，同比多增
2646亿元；中长期贷款合计新增1.87万
亿元，环比大幅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多
增5141亿元。“短期与中长期贷款占新
增贷款的比重分别为43%和66%，而上
月分别为61%和35%，6月信贷结构明
显改善。”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
示。

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更加明显。6
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2.21万亿元，
环比多增6816亿元，同比多增7525亿
元，继续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量。结构上，企（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
增加1.45万亿元，环比大幅多增8949亿
元，同比大幅多增6130亿元，温彬表示，
6月稳增长配套政策应出尽出，基建融资
力度强化以及全面复工复产后重大项目
赶超性复工和加速上马等，均推动企业
中长期贷款回升至高位。中国外汇投资
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也表示，6月对公短
期和中长期贷款增长明显，或说明企业
信贷有效需求已经走出低谷。

温彬表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继
续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着力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好助企纾困政
策效应，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全力支
持实体经济。 据新华社

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发布数据显示，6月，四川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涨2.6%，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8%，农
村上涨2.3%；食品价格上涨2.2%，非食品
价格上涨2.7%；消费品价格上涨3.4%，服
务价格上涨1.3%。上半年，四川居民消
费价格比去年上涨1.3%。

鲜果价格同比上涨12.3%

“四川的CPI走势和全国的趋势是
一致的。我们的判断是‘稳中有涨’。”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消费价格调
查处相关负责人说，“稳”，是从环比来
看，6月四川CPI环比继续保持了与上

月持平的态势；“涨”，是指同比涨幅的
扩大，但从长期的CPI运行态势来看，
这个涨幅仍低于调控目标，运行在相对
低位。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
况看，6 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2.0%，影响CPI上涨约0.59个百分点。
食品中，鲜果价格上涨12.3%，影响CPI
上涨约 0.20 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上涨
5.3%；鲜菜价格上涨2.4%；畜肉类价格
下降3.3%，其中猪肉价格下降2.4%；水
产品价格下降5.3%。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其
中，交通通信价格上涨9.1%，教育文化
娱乐价格上涨2.3%，其他用品及服务
价格上涨 1.8%，衣着价格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6%，居住
价格上涨 1.0%，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0.5%。

机票价格环比涨幅第一

从环比来看，6月，四川CPI环比继
续保持了与上月持平的态势。其中，城
市上涨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
下降0.7%，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消费
品价格下降0.1%，服务价格上涨0.2%。

6月，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下降0.4%，
影响CPI下降约0.11个百分点。食品
中，畜肉类价格上涨1.9%，其中猪肉价
格上涨4.2%；鲜果价格下降1.9%；蛋类
价格下降2.2%；鲜菜价格下降8.3%。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二涨二降三
平。其中，交通通信价格上涨2.3%，教
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0.3%；居住价格下
降1.0%，衣着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和医
疗保健价格与上月持平。

“从数据能很明显地看出交通通信

价格处于领涨位置。”该负责人说，一方
面，成品油价格的多次上调，使得6月汽
柴油价格同比涨幅达30%以上；另一方
面，由于疫情趋于好转带来的出行需求
增加，叠加中高考之后学生出游、返乡需
求，推高了机票价格。“还有一个过去没
有的情况，即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使得机
票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该负责人说，6
月机票价格的环比涨幅在消费价格调查
的68个基本分类中位居第一，达到10%
以上。

工业数据方面，6月，四川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0%，环比下降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8.6%，环比上涨1.0%。上半年，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5%，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8.7%。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综合四川日报

6月四川CPI同比上涨2.6%
机票价格环比涨幅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