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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数据显

示，上市公司上年度现金分红已接近全部实

施，近 2 万亿元真金白银已发放到投资者账

户。截至7月21日，共有3234家上市公司实施

2022年年报利润分配，分红总额为1.73万亿

元，加上上年度季报、半年报分红，年度现金派

息近2万亿元。另有192家上市公司2022年利

润分配方案已获通过，尚未实施，涉及金额

0.15万亿元。

A股市场曾被投资者质疑为“重筹资、轻

回报”。近年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回报意识

明显提高，分红金额持续增长，上市公司分红

正成为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新渠

道”。根据2022年上市公司各报告期统计，境

内股票市场3446家上市公司实施(或公告)现

金分红(或预案)，占全市场上市公司总数量的

67%。此外，上市以来从未实施分红的公司减

少至274家。

2022 年上市公司各报告期分红总额达

2.13万亿元，首次突破2万亿元，这是继2017

年分红总额首次破万亿元后的又一新里程

碑。其中，工商银行分红总额1082亿元，连续

两年派发现金股息超千亿元。

按控股类型来看，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22

年分红总额 1.06 万亿元，占全市场的比重

49.85%。分板块看，2022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

共分红2万亿元，占总额的94%。主板上市公

司大多是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具有

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是资本市场分红的主

力军。同时，双创板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意识

也越来越高，2022年，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公

司股利支付率分别较上年增长2.7个和1.7个

百分点。

统计数据还显示，资本市场自成立以来，

全部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近 16 万亿

元，已接近包括首发和再融资在内的18万亿

元股权融资总额。其中，2022年的分红总额已

远超当年1.53万亿元的股权融资额。全市场

共有626家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超过其上

市以来的股权融资总额。 据《北京日报》

上市公司近2万亿元“红包”已到账
消费积分说没就没？

“12万积分怎么全没了？”据7月24日上观新闻报道，2023年

6月，在想要使用积分预订万豪酒店时，上海市民吴女士才察觉到

自己账户内的积分变动。随着暑期出游高峰的到来，积分使用问

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不少人与吴女士有着相似遭遇，明明是

消费后累积的积分，怎么就被悄无声息地清零了？

消费积分制本是商家刺激消费、增强用户黏性的一种营销

策略，消费积分制的设立，本为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双赢。遗

憾的是，商家往往掌握着积分的兑换权、解释权等，也往往会制

定对自己有利的消费积分规则，由此，积分随便被清零、有效期

短、兑换难等问题，不时发生。

消费积分成了“画饼”“诱饵”，这显然与其设立的初衷背道

而驰，不仅不再是提供给消费者的实惠，也难以起到刺激消费、

增强用户黏性等积极作用。

虽然法律对消费积分尚无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可兑换的消

费福利，消费积分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尤其是一些消费积分是

消费者花钱购买的。正因此，消费积分的处置权，不能完全由商

家说了算，不能随意限制、排除消费者的兑换权利。如果商家偏

要任性为之，不仅会寒了消费者的心，也不利于其长远发展。

因此，商家在设置消费积分规则时，应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权

益。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

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履行期限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消费积分

使用规则也属于一种格式合同，须遵循上述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

当然，消费者自身也要留意相关兑换规则，保护好自身的

正当权益。市场监管部门则要督促商家依法依规行事，防止其

对消费者的权利随意“清零”。

时下，设置消费积分制的商家不少，涉及公众生活的诸多

方面，也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购物、出行、住宿，等等。这一制

度能否规范有序运行，商家能否算清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关系

着消费环境，也关系着市场秩序和发展。 据《工人日报》

““千亿县千亿县””带来哪些启示带来哪些启示？？

县域经济六大发展模式进展突出
2022年工信部公布的100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中，39个位于县域，占比接近四成。如：昆山小核酸创新

型产业集群、宜兴水环境产业集群、天门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县域成为培育中小企业产业集群重要的载体。

赛迪顾问业务总监兼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德

彪说，县域经济是当前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发力

点。以“千亿县”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为了

更多的县域迈上“千亿县”的跃升提供了借鉴。

据余德彪介绍，当前“千亿县”形成了六大典型发展

模式：以昆山市、江阴市、慈溪市、义乌市等为代表的长

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以晋江市、南安市

等为代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

以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

融合驱动主导模式。

此外还有，以龙口市、胶州市为代表的山东半岛城

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以神木市、准格尔旗

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以仁怀市

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

以长江三角洲的创新驱动主导模式为例，余德彪解

析说，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百强县、“千亿县”的数量众多，

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能力强。其特点一是创新要素驱

动，二是聚焦细分产业，三是一县一特色。

“虹吸效应”县域经济面临挑战
由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县域经济仍然面临挑

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会长李毅中表示，一是县域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过早

过快下降，2012年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达54.9%，之

后一路下跌；二是县域经济中工业占比过早过快地下降。

县城是连接城乡重要的节点，不仅为生活在县城的

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而且还能有效为5亿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就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今后如何发

展县域经济，“千亿县”或许带来一些启示。

李毅中表示，县域工业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环

境容量、产业基础、人口分布、市场状况以及历史传承等

特点，差异化发展。

李毅中还认为，县域工业要纳入当地城市群、都市圈的

产业体系中，尽可能为当地的主导产业配套。在长三角、京

津冀、成渝双城地区以及更多国家认定的区域性城市群、都

市圈中，也都有一大批县域工业配套发挥了支撑作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军认为，现在发展

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是打破技术和数字在城乡之间的

鸿沟。工业经济的发展可以弯道超车，但数字经济、智

慧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弯道超车可能很难，因此要尽快实

现城乡间的数字化均等发展格局。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县域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在40%左右。25日赛迪顾问发布的

《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2022年，“千亿县”总数达到54个，完成

GDP8.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1%。

2022年中国54个县域进入“GDP千亿俱乐部”(以下简称“千亿县”)。这些

县域何以进入“GDP千亿俱乐部”？其模式和经验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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