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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健全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机制
　　中国证监会 20 日公布，
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下
称《现金分红指引》)以及《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下称《章
程指引》)现金分红相关条款
进行了修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现行《现金分红指引》和《章
程指引》颁布实施以来，对健
全分红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
监管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

国 A股上市公司分红状况持续
改善。但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
分红均衡性、及时性、稳定性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
得感有待增强，还有个别公司
异常高比例分红，可能损害偿
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需要
及时引导规制。
　　据介绍，《现金分红指引》
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进一
步明确鼓励现金分红导向，推
动提高分红水平。对不分红的
公司加强披露要求等制度约束

督促分红。对财务投资较多但
分红水平偏低的公司进行重点
关注，督促提高分红水平，专
注主业。
　　二是简化中期分红程序，
推动进一步优化分红方式和节
奏。鼓励公司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增加分红频次，允许上市
公司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在一定
额度内审议批准下一年中期现
金分红条件和上限，便利公司
进一步提升分红频次。

　　三是加强对异常高比例分
红企业的约束，引导合理分红。
强调上市公司制定现金分红政
策时，应综合考虑自身盈利水
平、资金支出安排和债务偿还
能力，兼顾投资者回报和公司
发展。对资产负债率较高且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不佳，存在大
比例现金分红情形的公司保持
重点关注，防止对企业生产经
营、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章程指引》相关条款修
改主要包括：鼓励上市公司在

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增加现
金分红频次，引导形成中期分
红习惯。新增对中期分红的完
成时限要求。督促公司在章程
中细化分红政策，明确现金分
红的目标，更好稳定投资者预
期。引导公司在章程中制定分
红约束条款，防范企业在利润
不真实、债务过高的情形下实
施分红放大风险。

中国水产养殖产量连续 32年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4 日发布《中国的远洋渔业
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水产
养殖产量连续 32 年稳居世界
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
加工和出口国，为保障世界粮
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水产品是全球公认的健康
食物，在全球粮食和营养安全
中发挥关键作用。可持续水产
养殖发展和有效渔业管理对保

障国际市场水产品供给至关重
要。白皮书说，渔业对全球粮
食和营养安全以及沿海地区人
民生计具有重要作用，国际社
会对此有高度共识。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水
产品国际贸易增长显著。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
从进口额看，欧盟为最大的
单一进口市场，2020 年在全
球水产品进口总额中占比为

16%( 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 )；
美国为最大的进口国家，2020
年进口额占全球水产品进口总
额的 15%。从出口额看，前三
位出口国家为中国、挪威、越
南，三国出口额合计占全球水
产品出口总额的 25%。据中国
海关总署统计，2020 年中国
出口水产品 374.74 万吨，出
口额占全球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12%，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欧

盟、东盟、日本、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
　　白皮书称，根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
状况2022》公布的统计数据，
2020 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
总产量达 2.14 亿吨，达历史
最高水平，其中水产养殖产量
达 1.226 亿吨，在全球渔业和
水产养殖总产量中的比重达
57.29%。

　　白皮书指出，中国是世界
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2020
年水产品总产量 6549 万吨，
其中水产养殖产量5224万吨，
约占水产品总产量的 80%。中
国渔业特别是水产养殖业的发
展，为满足中国乃至世界水产
品消费需求、减少对天然海洋
渔业资源的利用和依赖、促进
全球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前三季度中国钢铁行业运行平稳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度中国粗钢产量7.95亿吨，
同比增长 1.7%。中国钢铁工
业协会副会长姜维 24 日在北
京举行的信息发布会上表示，
从数据指标看，前三季度中国
钢铁行业运行保持平稳态势。
　　姜维表示，钢铁行业作为
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展现出巨
大发展韧性，钢铁产量保持增
长，品种结构不断优化，有力

支撑了下游行业和新兴产业对
钢铁在量和质上的更高需求，
行业运行总体基本平稳，高质
量发展有序推进，并带动下游
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
国粗钢产量 7.95 亿吨，同比
增长 1.7%；生铁产量 6.75 亿
吨，同比增长 2.8%；钢材产
量10.29亿吨，同比增长6.1%。
前三季度，折合粗钢表观消

费量为 7.31 亿吨，同比下降
1.5%。9 月末，重点统计企业
钢材库存 1525 万吨，同比下
降 63 万吨；21 个城市 5大品
种钢材社会库存同比增加 44
万吨。
　　展望后期，姜维表示，中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仍将
延续。随着国家落实好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接续措施全面落
地实施、显现效果，预计钢材

需求有望逐步恢复。
　　“随着制造业生产活动加
快，汽车、家电、船舶行业需
求较好，用钢量或稳中有升。
风电、核电等新能源产业高速
发展，将增加对钢铁的需求。”
姜维说，同时，基建仍将发挥
托底支撑作用，是拉动钢铁需
求的主要抓手。供应方面，预
计今年四季度，中国钢铁产量
将有所回落，市场供强需弱的

格局或阶段性改善。
　　中钢协表示，下一阶段，
钢铁行业将主动适应市场变
化，努力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风险隐患
持续化解，推动高质量发展取
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