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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再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名称
盛邦安全

清越科技

康鹏科技

宏和科技

大理药业

神奇制药

名称
新诺威

智云股份

中富电路

容大感光

波长光电

顺灏股份

收盘价
78.64

17.36

15.20

9.08

11.28

8.01

收盘价
15.34

9.77

31.36

42.41

82.20

3.58

涨幅（%）
+20.01

+19.97

+11.93

+10.06

+10.05

+10.03

涨幅（%）
+20.03

+20.03

+20.02

+20.01

+14.17

+10.15

名称
昱能科技

万润新能

中华企业

首开股份

大豪科技

城建发展

名称
海昌新材

零点有数

建科股份

渝 开 发

中迪投资

深振业Ａ

收盘价
135.92

73.78

3.83

4.49

15.17

6.87

收盘价
10.85

69.60

21.33

5.46

6.21

5.23

跌幅（%）
-12.88

-10.23

-10.09

-10.02

-9.97

-9.96

跌幅（%）
-15.83

-12.07

-10.57

-10.05

-10.00

-9.98

名称
人民网

中国平安

中芯国际

太平洋

贵州茅台

中信证券

名称
拓维信息

东方财富

长安汽车

五 粮 液

科大讯飞

金科股份

收盘价
41.50

48.79

54.24

4.09

1847.00

22.20

收盘价
16.79

15.87

12.54

155.91

54.83

2.16

成交额（万）
507059

313519

307145

300919

273845

272411

成交额（万）
459743

446039

395043

344392

311100

296391

名 称
*ST西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09

4.40

8.04

8.89

12.78

3.78

17.90

14.46

涨跌幅（%）
+1.31

-0.23

-0.37

-0.45

-0.93

-0.79

-1.00

-0.82

成交量（手）
46814

69161

59508

8751

235397

81224

185343

40530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股市动态股市动态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记者从多个信源获悉，多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于9月
1日起再度下调存款挂牌利率，这将是继今年6月初全
国性商业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后，时隔不到三个月的
再度下调；也是2022年9月以来，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
营需要和市场形势，第三轮主动调整存款挂牌利率。

记者了解到，相比于6月的下调，此次存款利率调
降幅度普遍更大，且主要针对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
记者从两家国有大行和一家股份制银行了解到，9月
起，这些银行将下调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其中，一年期
下调10个基点，二年期下调20个基点，三年期、五年期
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下调25个基点。

实际上，此轮下调存款利率银行早有积极准备。
有股份行分支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其内部在本周初
就以非正式形式通知存款利率下调在即，要求分支机
构抓紧月末时点，在存款利率再度调降前加大存款吸
收力度。亦有国有大行分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存款
利率下调预期下，为做好月末存款工作，该行追加了大
额存单投放额度，赶在利率再度调整前争揽行外资金。

另据记者了解，此番有部分银行下调存款利率的
过程有所“波折”。有大行网点人士透露，该网点一开
始收到上级行的信息是8月31日起进行利率调整，但
后来又改了执行时间至9月1日起。

对于此番存款利率下调，市场亦有充分预期。根
据存款自律定价机制，要求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
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根据8月最新的LPR报价，1年
期LPR为3.45%，较上月下降10个基点。

此外，此次多家全国性银行再度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是在净息差不断收窄的背景下根据自身经营需要的市场
化调整。人民银行8月17日发布的《2023年第二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商业
银行资产规模和利润总量逐步扩大，但净息差和资产利
润率呈下降趋势。考虑到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往往不完
全同步，银行信贷风险暴露需要一段时间，应有一定的财
力准备和风险缓冲。允许银行通过合理方式维持自身稳
健经营，可以提升其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力。”

光大证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曾在研报中指
出，《报告》中的表述实际上体现出了维持银行合理利
润增长和净息差稳定的政策意图，这不仅会影响到银
行信贷投放意愿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更会影响到银
行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和金融稳定安全。银行业净息
差水平已基本接近长期金融稳定的底线。控制银行体
系负债成本势在必行，且较为迫切。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的半年报季，分红热潮持续升
温。作为活跃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越
来越多上市公司选择用真金白银的分
红来回馈投资者。

据记者统计，截至8月30日，约170
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中期分红预案，分
红总金额近1600亿元。其中，“中字头”
国企继续担当“分红主力军”，同时民营
企业的回报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大手笔
分红频现，此外北交所公司分红成为新
亮点。

近年来，在监管层的引导下，A股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明显提高，持续的
现金分红成为活跃资本市场、吸引长线
资金的重要方式。

“中字头”担当“主力军”
8月30日，中国平安发布半年报并

同时披露了中期分红计划。上半年，中
国平安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
利润819.57亿元；拟向股东派发中期股
息每 10 股现金 9.3 元，派现总金额达
168.4亿元。

这一份“大红包”，也让中国平安跻
身今年中期分红派现金额排行榜第四
位。

据统计，截至 8 月 30 日，沪深两市
及北交所共有约170家上市公司发布中
期分红计划。其中，中国移动拟 10 派
22.247 元，以派现总金额 475.57 亿元居
首；中国海油、中国石化分别计划10派
5.43 元、10 派 1.45 元，以 258.29 亿元、
173.85亿元派现总金额位列第二名、第
三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发布的中
期分红计划中，派现总额在百亿元以上
的有5家，除上述4家公司外，中国电信
拟派现总金额为131.04亿元；分红总金
额在 10 亿元以上的共有 11 家公司，其
余6家分别为中远海控、双汇发展、中国
联通、紫金矿业、藏格矿业以及中国外
运，该区间占比约6.5%。

在这前11家公司中，“中字头”及国
企达9家，占比82%，体现了国企作为分
红“主力军”的一贯作风。

民企分红也阔气 北交所成新亮点
在已发布中期分红计划的上市公

司中，双汇发展、吉比特等民企也是高
分红“常客”。

据双汇发展公告，公司推出 10 派
7.5元的中期分红预案，拟分红总金额达

到 25.98 亿元，占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比
例为91.58%；吉比特则计划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0 元，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约5.04亿元，占上半年净利润
的74.60%。

此外，今年的中期分红中，润泽科
技、福莱特、永兴材料等民营上市公司
分红派现总金额在5亿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19家北交
所公司公布了分配方案，其中，涉及派
现的有 18 家，包含送转的有 1 家，累计
派现总金额约6.6亿元。

其中，颖泰生物拟10派1元，派现总
金额1.23亿元，是目前北交所中期分红
中最为“慷慨”的公司。此外，华洋赛车、
国航远洋、天力复合、武汉蓝电等公司派
现总金额在5000万元以上。按派现金额
占净利润比例，派现比例居前的有国航
远洋、美邦科技、华洋赛车、汇隆活塞、天
罡 股 份 等 ，派 现 率 分 别 为 336.4% 、
254.70%、198.4%、187.46%、168.96%。

随着北交所市场不断发展壮大，越
来越多北交所上市公司的分红意识逐
步增强，这也为北交所市场的活跃奠定
良好基础。 本报综合消息

49.7%，PMI连续三个月回升透露什么信号？

中期分红热情高涨 总金额近1600亿元

8月31日，大盘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均小幅下
跌。当日也是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本月沪指跌超
5%，创业板指跌6%。

盘面上，芯片股延续反弹之势，光刻胶方向领涨，
容大感光、格林达、晶方科技涨停。科创板次新股持续
活跃，清越科技涨停。医药股午后拉升，中药方向领
涨，大理药业、龙津药业、华森制药等涨停。

下跌方面，地产股集体调整，中华企业、首开股份
等跌停。

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两市超 3200 只个股下跌。
沪深两市当日成交额 8292 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
1551亿元，成交量连续大幅萎缩。

板块方面，光刻胶、Chiplet、中药、医药商业等板块
涨幅居前，房地产、证券、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等板
块跌幅居前。

截至收盘，沪指跌0.55%，深成指跌0.61%，创业板指
跌0.69%。北向资金净卖出42.97亿元，其中沪股通净卖
出21.44亿元，深股通净卖出21.52亿元。8月份北向资金
累计减仓接近 900 亿
元，单月净卖出额创历
史新高。本报综合消息

沪指8月跌超5%

北向资金单月净卖出近北向资金单月净卖出近900900亿元亿元

8月3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49.7%，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非
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0%，比上月
下降 0.5 个百分点，但持续位于扩张区
间；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1.3%，比上月
上升 0.2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
总体保持稳定。

制造业制造业PMIPMI连续三个月回升连续三个月回升

8 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至 49.7%，
连续三个月回升，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
中，有12个行业PMI环比上升，制造业
景气水平进一步改善。

生产需求同步回升。生产指数和新
订单指数分别为51.9%和50.2%，比上月
上升1.7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均为
近5个月以来的高点，特别是新订单指数
4月份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
产活动加快，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从行
业看，农副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汽车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均高于53.0%，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企业采购意愿增强。在制造业生产
和市场需求改善的带动下，近期企业采
购活动有所加快，采购量指数升至扩张
区间，为50.5%，高于上月1.0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汽车等
行业采购量指数和反映原材料进口变化
情况的进口指数环比均有所上升，且位
于53.5%以上的较高运行水平。

价格指数持续上升。随着近期部
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企业采购活
动加快，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有所
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
价格指数比上月上升4.1个百分点和3.4
个百分点，分别为 56.5%和 52.0%，其中
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从行业
看，农副食品加工、石油煤炭及其他燃
料加工等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

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处于 60.0%以上高
位，环比上升均超过7.0个百分点。

大中小型企业 PMI 均有所回升。
大型企业PMI为50.8%，比上月上升0.5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大型企业景气水平稳中有升。中小型
企业PMI分别为49.6%和47.7%，比上月
上升0.6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景气
水平继续改善。从产需看，大中型企业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位于扩张区
间，产需两端同步增长；小型企业两个
指数虽低于临界点，但环比回升较为明
显。

企业信心有所增强。生产经营活
动预期指数为55.6%，比上月上升0.5个
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位于较高景气区
间，表明随着近期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措施密集出台，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进
一步增强。从行业看，除纺织业外，其
他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景气区间，尤其是农副食品加工、汽车
等行业位于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
企业对行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调查结果还显示，市场需求不足仍
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制造业恢
复发展基础尚需进一步巩固。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文韬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综合来看，不同
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都对后市持有
上升预期。随着各项政策协同发力，恢
复动能有望继续增强，经济向好回升势
头将进一步巩固。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扩张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扩张

8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0%，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非制
造业保持扩张态势。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对
记者表示，总体来看，当前非制造业保
持平稳增长，投资和消费相关活动均在

良性恢复过程中，社会融资活动有所回
升。但也要看到，非制造业仍面临一定
的需求收缩压力。

服务业延续恢复态势。服务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50.5%，比上月下降1.0个
百分点，仍高于临界点，服务业继续保
持扩张。从行业看，本月暑期消费对服
务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较为明显，铁
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生态保
护及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娱乐等行
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55.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业务总量继续较快
增长。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为57.8%，继续保持在较高景气区间，
多数服务业企业对未来行业发展较为
乐观，其中零售、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
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位于60.0%以上高位景
气区间，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较
强。

建筑业景气水平回升。建筑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53.8%，比上月上升2.6个
百分点，建筑业生产活动加快。从行业
看，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8.6%，高于上月 4.6 个百分点；新订单
指数为52.6%，升至扩张区间，表明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进度加快，土木工程
建筑业市场需求改善。从市场预期看，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60.3%，持续位于
高位景气区间，建筑业企业对近期市场
发展预期向好。

综合综合PMIPMI产出指数小幅回升产出指数小幅回升

8 月 份 ，综 合 PMI 产 出 指 数 为
51.3%，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继续
保持在扩张区间，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总体稳定扩张。构成综合 PMI
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1.9%和51.0%。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