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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霍莉

近期，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

行大额存单开始出现“断供”。相较于普通定存产

品，大额存单不仅有动辄 20万元的高起存点，存

款利率也高于其他同期限的定存产品，是银行的

揽储利器。

随着近年来的银行几轮集体调降存款利率，

大额存单利率也一降再降，其 3年期、5年期利率

也从去年“3”时代降至当前的“2”时代，与同期限

的定存利差不断缩小。

实际上，当前大额存单的发售只是阶段性额

度紧张，并未下架。压降大额存单规模仅是各家

银行调整负债端成本的一个动作。近两年跟随银

行降息步伐的还有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智能

存款等各类高息存款类产品，它们均从期限结

构、发售额度、利率等多方面进行调整。

与大额存单发售规模缩水同期出现的，还有

4月份河南、山西等多地中小银行再次密集下调

存款利率，这是继今年2月份吉林、广西等地银行

存款降息的延续。若拉长时间周期，上述调降存

款利率均是多轮降息潮的延续。2022 年 4 月、9
月，以及 2023年 6月、9月和 12月，银行存款利率

经历了五轮较大范围的调降。

为控制高成本、长期限的存款产品增长，在

两年时间里，不时出现 3年期和 5年期定存或大

额存单的利率“倒挂”现象。这是商业银行为降低

高息负债比重，采取的挤出长期限存款产品的措

施。近期，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议，要求

银行业金融机构禁止通过手工补息的方式高息

揽储，亦是着力压降银行负债成本。

银行调降存款利率的系列动作，是“保卫”息

差的必然行动。一边是存款定期化、长期化，刚性

成本不断提高；一边是新增贷款利率不断下行，

企业有效融资意愿不强，银行面临息差收窄、存

贷定价两难局面。至 2023年末，银行业净息差跌

破1.7%至1.69%，已低于《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

（2023年修订版）》中自律机制合意净息差1.8%这

一“警戒线”。

稳息差已是当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

重点内容。负债端推动核心存款降成本以及低成

本增长，才能抵消资产端来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调降的影响。

近期召开的上市银行2023年业绩说明会，如

何“保卫”息差、降低负债成本是银行高管的一项

必答题，包括拓宽低成本稳定资金来源、推动低

成本核心存款的增长、控制高息存款的占比、提

高压降高成本存款的力度等表述高频出现。在资

产负债两端共同挤压之下，调降计息负债成本成

为一项考验管理艺术的工作。

高息存款“消失”之谜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 16日出版的

第 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至2023年9
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

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

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不仅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文章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

文化说话。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

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

展示传播水平。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

乡土文化，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

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

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切实把革命

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营造传承中华文

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

文章强调，世界由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

中国是有着世界上最古老历史和文化的国家

之一。中华文明历来赞赏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

解和尊重。要加强同全球各地的文化交流，共

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

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4年金融稳定

工作会议。会议总结 2023年金融稳定工作，分

析当前金融形势，安排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认为，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

系统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

健全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框架，坚持对风险早识

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有效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会议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

风险总体收敛。2023年，银行、保险、证券业金

融机构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金融体

系的稳健运行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会议强调，金融稳定系统要继续按照“稳定

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把

握好权和责、快和稳、防和灭的关系，持续有效防

控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加强从宏观视角对金融

稳定总体形势的分析，健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

完善系统性风险认定机制，强化风险提示和早期

预警。要有力有序有效处置存量风险，进一步健

全具有硬约束的风险早期纠正机制，遏制增量风

险。要持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强化金融稳定保

障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牢牢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4年金融稳定工作会议

持续有效防控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遏制增量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4月中旬，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在经历了

一个冬天的沉睡后快速复苏，嫩草破土而出，

柳树也冒出了新芽，这片土地即将奏响“春耕

交响曲”。

黑龙江是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粮食产量连

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连续6年稳定在1500亿

斤以上，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龙江力量、

体现了龙江担当。随着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黑龙江势必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了解

到，该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通过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法”多

种粮、种好粮，抓好粮食生产，进一步筑牢国家

粮食安全“压舱石”。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我们今后一个

时期的主攻方向。”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宝泉岭分公司（以下简称：宝泉岭分公

司）总经理任艳军表示。

良田

王闯是宝泉岭分公司岭沐春管理区的种

植户，目前共计种植273亩水稻，这些稻田今年

全部加入到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项目当中。4
月 12日，证券时报记者见到王闯时，他正站在

田埂上指挥着推土机平整稻田。

“这片稻田经过改造之后已经明显平

整，将会增加作业效率、降低耕地成本。”王

闯指着正在平整的稻田介绍，经过整理改造

之后，51 个小池将变成 26 个大池，池埂减

少，可用于插秧的稻田面积增加约 11 亩，预

计增加水稻产量 6 吨至 7 吨，收入也会相应

增加。

宝泉岭分公司农业生产部副总经理王

长斌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宝泉岭分公司近

年来不断加强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先后实施了铺设砂石路、完善桥涵、清

淤沟渠等项目工程，确保示范区每个格田

在 15 亩至 20 亩之间，种植标准和管理水平

大幅提升。今年借助财政资金计划建成增

发国债高标准农田 2 万亩，春天完成格田改

造 2674 亩。

（下转A4版）

科技赋能挖掘增产潜力 黑龙江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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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新“国九条”），将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监管放到了突出位置，强调要更加有效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在资本

市场新“国九条”出台两天后，4月 14日晚，上

交所再一次出手，向吉林高速下发监管问询

函，要求公司说明货币资金余额较高且多年

盈利的背景下，连续多年不或少现金分红的

原因及合理性。

加大现金分红监管力度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最直接、

最有效的路径之一。在新“国九条”出台后，上

交所拟修改主板、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

有关分红的规定，明确对分红不达标采取强

约束措施，将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

的公司纳入“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的情

形，向投资者提示投资回报存在不确定性的

风险。

以主板为例，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正值且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正值

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

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 30%，

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分红金额低于 5000
万元的，将被ST。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

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

纳入现金分红总额计算。

这一规定无疑将进一步督促上市公司持

续分红，提高现金分红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同时，新规设置了过渡期安排，自2025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

业内人士表示，此项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分

红水平提升的多层次监管体系，更加有效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针对盈利但不分红的公司，上交所坚决采

取监管措施，督促“铁公鸡”审慎评估资金情

况，做好分红工作，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

吉林高速连续三年盈利增长、累计净利润

达 12.58亿元但不分红，日前引发各方关注。4
月 14日晚，上交所发出监管问询函，要求公司

明确说明连续多年盈利但多年未实施现金分

红的原因，详细列示留存资金的具体使用规

划等。

此前，方大特钢 2023 年年报公告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被上交所监管问询，要求公司

结合近两年盈利水平、资金使用情况，补充说

明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高且多年盈利的背景

下，连续两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合理

性等。在监管督促下，方大特钢调整了分红方

案，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合计

拟派发金额约 2.33 亿元，现金分红比例为

33.84%。

增加分红频次强化回报预期

新“国九条”要求加大对分红优质公司的

激励力度，多措并举推动提高股息率。增强分

红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推动一年多次

分红、预分红、春节前分红。

投资者不仅要分得更多现金红利，也要在

频次上更有满足感。近年来，上交所持续引导

沪市公司优化现金分红方案，已取得初步成

效。数据显示，2023年，已有 110家沪市公司开

展季度分红（不含年度分红），金额合计达2276
亿元。

盘点去年开展中期分红的沪市公司，“三

桶油”中期分红816亿元、三大电信运营商中期

分红631亿元。贵州茅台2022年和2023年连续

两年在年度股息基础上派发特别股息，金额分

别达到600.73亿元和240.01亿元。

此外，不少沪市公司正在加快研究春节前

分红方案，争取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在新春佳节

拿到公司给出的特别回报。其中，弘元绿能在

其提质增效重回报方案中明确表示，后续将研

究春节前分红等相关方案。

（下转A2版）

上交所持续强化现金分红监管 督促“铁公鸡”回报投资者

编者按：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近日，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以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等为代表的产粮大省重任在肩。本报今起推出“产业新观察·大国粮仓”系列报道，实地调研种粮大
省，展示各地抓紧抓牢粮食生产，利用科技赋能，将“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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