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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云维股份

飞乐音响

瑞茂通

济南高新

博信股份

时代万恒

名称
*ST美尚

中南文化

岭南控股

京能热力

浙江震元

大庆华科

收盘价
3.58

3.82

6.88

4.48

11.28

10.08

收盘价
1.74

2.72

9.54

13.72

10.65

19.24

涨幅（%）
+10.15

+10.09

+10.08

+10.07

+10.05

+10.04

涨幅（%）
+14.47

+10.12

+10.04

+10.02

+10.02

+10.01

名称
金自天正

雪龙集团

惠发食品

昂立教育

岩石股份

伟时电子

名称
*ST左江

智云股份

古鳌科技

*ST越博

亿道信息

五方光电

收盘价
16.62

20.49

16.18

12.42

19.56

23.90

收盘价
120.97

9.17

21.88

5.47

50.31

17.37

跌幅（%）
-10.02

-10.01

-10.01

-10.00

-10.00

-9.98

跌幅（%）
-20.00

-15.41

-11.60

-10.77

-10.00

-10.00

名称
贵州茅台

赛力斯

信雅达

文投控股

四川金顶

海光信息

名称
长安汽车

中文在线

新易盛

宁德时代

中兴通讯

通化金马

收盘价
1635.90

82.45

18.53

3.67

10.21

75.60

收盘价
18.24

29.88

53.80

156.63

26.35

23.40

成交额（万）
670324

407242

259918

203807

196792

190293

成交额（万）
549890

382843

361673

359626

342709

33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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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4.72

7.93

9.70

12.66

3.74

15.25

13.83

涨跌幅（%）
-0.667

-0.211

-0.751

-2.119

0.000

+1.630

-1.676

-0.860

成交量（手）
15122

145514

43373

191562

115630

71472

191879

2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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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统计年鉴2023》中公布了全国
36个重点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
列市）2022年的住户存款余额情况。

2022 年，全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中，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成
都、杭州、天津、西安、武汉、南京、沈阳、
宁波、石家庄、郑州、青岛、济南、大连18
座城市住户存款余额超过万亿元。其
中，北京和上海住户存款余额已超过5万
亿元，与其他城市拉开较大差距。

结合同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可初
步得知各地住户人均存款余额情况。全
国36个重点城市中，有25座城市超越了
央行公布的2022年全国人均存款9.2万
元的水平，占比接近七成。

住户存款余额和人均存款水平一定
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座城市的消费能力、
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是衡量城市经济和
财富水平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综合指标
之一。根据央行公布数据，2022年全国住
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
增加14.42万亿元，住户存款增长明显。

北京北京、、上海住户存款超上海住户存款超55万亿元万亿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全国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目前共有18座
城市住户存款余额超过万亿元。其中，
第一梯队的北京和上海住户存款余额已
经超过 5 万亿元，分别为 56916 亿元和
52638亿元，与第二梯队拉开较大差距。
随后的广州、重庆、深圳、成都4座城市住
户存款突破 2 万亿元，分别为 26480 亿
元、25459亿元、24610亿元、22403亿元。
此外，杭州、天津住户存款也趋近2万亿
元，分别为19599亿元、19211亿元。

北京、上海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
心，优质企业、人才资源丰富，人均可支
配收入也更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上海、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为79610元和77415元，在所有城市中高
居第1、2位，这是两地住户存款余额遥遥
领先的主要原因。

重庆超越了深圳，位居第4，主要缘
于重庆人口基数较大。数据显示，2022
年，重庆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3213.34 万
人，在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位
居第 1，也是唯一人口超过 3000 万的城
市，庞大的人口规模拉高了重庆城市整
体的住户存款余额。

与之类似的是，成都超越了杭州，在
样本城市中位居第6位，2022年，成都常

住人口为 2126.8 万人，与杭州拉开超千
万的差距。因此，成都住户存款余额也
更高。

从上述数据汇总也能看出，重庆、成
都两座城市近年来经济和产业发展正在
提速，在西部地区优势突出。2022年，两
地GDP总量均在2万亿元以上。

沈阳在东北省会城市中表现突出，
2022年，沈阳住户存款余额突破万亿元，
为12474亿元，位居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
单列市第12位。作为辽宁省会的沈阳，
近年来加快推动产业转型，数据显示，
2022年，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群取得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实现东北
三省“零”的突破；新能源汽车、航空、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等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26.6%、27.6%、62.5%、13.8%。

事实上，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全国储
蓄存款增长趋势明显。根据央行发布数
据，2022 年，全国住户存款增加 17.84 万
亿元；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住户存款增
加了 14.42 万亿元。这主要与当前的经
济和就业形势有关。经济和就业形势会
对居民的收入带来影响，也会影响到居
民的消费心理，同时会改变投资环境和
居民投资倾向。出于风险规避的心理，
居民更愿意作出保守的消费和投资选
择，因此储蓄有所增加。

收入方面，2022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6883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0%；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538
元，比上年增长1.8%，收入增速明显大于
支出，这也能部分反映出住户存款增加
的原因。

从另一角度来看，居民除了将收入
用于日常开支和休闲消费外，另一部分
选择存入银行定期或是低风险的理财产
品，减少了购房购车等大型消费以及股
市投资等理财活动，这将间接导致楼市
冷却、股市调整和企业业绩承压，对于经
济稳增长带来不利因素。因此，应出台
相应的宏观调控举措，鼓励居民提升消
费和投资的积极性。

哪里的居民更爱存钱哪里的居民更爱存钱？？

人均存款是能够部分反映出地区经
济和财富水平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另一
个综合指标。根据央行公布数据，2022
年，全国人均存款为9.2万元。

虽然《中国统计年鉴2023》中并未公
布官方数据，但通过城市住户存款余额和

常住人口规模粗略计算，36个省会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中，共有25座城市人均存款
超过了9.2万元的平均线，占比接近七成，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经济财富水平在全国城市中的领先。

而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天津、深
圳、南京、沈阳、大连、宁波、乌鲁木齐、西
安、济南、福州、青岛、成都、长春、石家
庄、兰州、哈尔滨、武汉21座城市2022年
住户人均存款余额已超过 10 万元。其
中，北京、上海人均存款余额超过 20 万
元，分别为 26.06 万元和 21.26 万元。杭
州住户人均存款余额为15.84万元，在所
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排名第3位，
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此外，广州和天津
的人均存款在2022年也超过14万元。

近年来，杭州经济、产业均快速发
展，今年前三季度，杭州 GDP 总量为
14438亿元，有望在今年全年冲刺2万亿
元，成为继成都之后又一新晋“两万亿俱
乐部”的城市。

另一表现突出的城市是天津，2022
年，天津人均存款余额为 14.09 万元，超
越了深圳，位居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
列市第5位。位于中国北部沿海地区的
天津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同时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
件，在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冶金工业等
产业领域基础扎实，吸引了大量的投资
和商业活动。同时，天津位于京津冀城
市群，是我国主要城市群之一，能够充分
享受首都北京带来的资源外溢和产业红
利，而天津的住房和生活成本相对北京
更低，这些因素共同拉高了天津的人均
储蓄水平。

相比之下，重庆人均存款仅为 7.92
万元，在所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
位居第32位。这也与重庆的城镇化水平
有关，重庆下辖39个区县，其中主城区人
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但其余区县拉
低了整体的收入水平，收入相对较少也
间接导致了重庆住户存款偏低。

当然，各地的人均住户存款水平除
了与收入挂钩外，也与不同地区居民的
理财观念、房价差距、投资倾向有很大关
系。比如，梳理发现，人均住户存款余额
超过 10 万元的 21 个省会城市或计划单
列市中，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乌鲁
木齐、西安、济南、青岛、长春、石家庄、兰
州、哈尔滨等属于北方城市，占比过半。

本报综合消息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共有
1188只新基金（不同份额产品合并计算，下同）成立，
募集金额累计达到1.02万亿元。其中，包括普通股票
型、偏股混合型、平衡混合型、灵活配置型在内的权益
基金661只，权益基金募集金额合计为2781亿元。

“发行难、持营更难”这个行业现象在今年以来被
业内屡屡提及。一方面，众多处在募集阶段的新基金
产品选择延长募集期，个别基金因在基金募集期限内
未能满足备案条件而导致发行失败，因此，今年新基
金募集的规模较过去三年同期有所下滑。另一方面，
A股市场众多股票估值低位特征明显，成为公募基金
扣动投资“扳机”的绝佳时机，尤其是对于次新基金来
说，如果能够抓住市场估值低位机遇稳步合理建仓，
便有望在股市迎来反弹行情时获得可观的回报。

记者注意到，在今年成立的权益基金产品中，多
数基金产品介绍中纷纷出现市场估值低位迎配置良
机的观点。

根据基金三季报披露的数据，有数据统计的次新
权益类基金最新平均持股仓位为71%，另外有部分次
新基金暂未符合季报披露情形，其持股仓位情况无法
获取，则按60%平均持股仓位统计（按股票型基金基金
合同最低权益仓位计算）。基于此，按照最新规模及
今年三季度末时的持股仓位测算，次新权益类基金已
为市场带来至少1360亿元的增量资金。

至今，部分权益基金斩获了不错的收成。截至
2023年12月13日，排除净值异常的基金产品外，业绩
表现最佳的次新基金为泰康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混
合发起A，该产品回报率达33%。其次是兴银消费新
趋势灵活配置C，其年内回报率也达到31.74%，华富健
康文娱灵活配置混合C的年内回报率达到20.17%，广
发成长领航一年持有混合A、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C、
金信优质成长混合等次新基金回报率均在15%以上。

整体看，次新基金中年内回报率超过10%的次新权
益基金有23只；年内回报率超5%的有51只。也有部分
基金未能取得正回报，短期业绩告负，呈现首尾业绩分
化极大的现象，年内收益首尾相差74个百分点。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去年的冠军基金经理黄海在
今年发行的新基金万家宏观择时多策略C还能保持
16.54%的正收益，打破了业内常谈的一年一换的冠军

“魔咒”。
多位公募基金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A股估值较低，处于较为明显的底部状态，看好当前的
入场时机。 本报综合消息

去年18城住户存款余额超万亿

贵州茅台 12 月 13 日晚间披露 2023
年度回报股东特别分红实施公告。股权
登记日为12月19日，除权（息）日、现金
红利发放日为 12 月 20 日。每股现金红
利为19.106元，将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
亿元。

在贵州茅台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上，贵州茅台董秘蒋焰表示，贵州茅
台自上市以来，始终通过现金分红方式
回报股东，已累计分红2086.53亿元。

连续两年特别分红

对于本次特别分红目的，贵州茅台
表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提振市场信心；积极回报股东，与股东分
享公司发展红利，增强广大股东的获得
感。

今年 3 月，贵州茅台披露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259.11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25.49亿元（含税）。

2022年11月，贵州茅台首次披露特
别分红方案。根据方案，公司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21.91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约275亿元（含税）。

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在近日举行的贵州茅台2023年第三
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蒋焰表示，贵州茅台
自上市以来，始终通过现金分红方式回
报股东。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分红
2086.53亿元。未来，公司会遵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努力为股东
创造更大价值。

2023 年前三季度，贵州茅台实现营

业收入 1032.68 亿元，同比增长 18.4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76亿元，同比增长19.09%。2023年，
贵州茅台品牌价值达875.24亿美元。

三季报显示，贵州茅台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500.02亿元，同比大幅增
长431.63%。截至报告期末，贵州茅台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达到1593.4亿元。

贵州茅台董事、代行总经理王莉表
示，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形成较为合理
的产品销售渠道布局，包括直销和批发
代理。其中，直销渠道含自营和“i茅台”
数字营销平台，批发代理渠道指社会经
销商、商超、电商等。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公司直销收入为462.07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143.25 亿元；直销收入占比
44.92%。其中，“i茅台”实现酒类营业收
入148.71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贵州茅台将派发240亿元特别“大红包”

661只年内成立的权益基金

最高收益率达33%

A股三大股指12月14日集体高开。早盘两市高
开低走，三大股指转跌后反抽，半日成功收涨。午后
出现震荡下行的走势，下跌个股略有增加。全天走出
缩量高开低走的走势。

从盘面上看，白酒股持续低迷，教育、汽车、医疗、
金融跌幅靠前；多模态 AI、华为概念、机器人题材走
弱；国企改革概念股再度上涨。

至12月14日收盘，上证综指跌0.33%，报2958.99
点；科创 50 指数跌 0.62%，报 855.9 点；深证成指跌
0.62%，报9417.97点；创业板指跌0.63%，报1860.51点。

Wind统计显示，两市及北交所共2075只股票上
涨，2992只股票下跌，平盘有247只股票。

两市成交7370亿元；两市及北交所共有62只股票
涨幅在9%以上，18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

本报综合消息

A股市场震荡走低：

国企改革概念股再度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