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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专题研究  报告日期：2023年 05月 07日 
 

中特估：大象起舞，渐入佳境 

——新繁荣牛市之二十   

核心观点 

近期，重要会议和文件频频就国企改革发声，中特估概念板块热度高企。中特估值体

系下，国企市场价值将逐步与内在价值匹配。本文将主要从基本面和业绩考核指标视

角切入，对中特估体系进行解读。 

 

 本轮国企改革背景 

央国企具有规模和盈利质量优势，并且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占据重要地

位。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本轮国企改革沿“设计-试点-实施”的路径拾级而

上循序渐进。近期相关政策会议发声不断，新的国企改革行动蓄势待发。 

 改革下国企基本面 

在央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考核指标体系对央国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2019 年最新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用净利润来代替利润总额作为

年度基础考核指标。因此，我们以净利润指标作为切入口，对国企基本面和市场

表现进行复盘发现：（1）国企改革号角下，基本面改善是支撑国企股市表现的主

要驱动之一。而进一步观察，国企净利润增速开始改善的阶段都对应着国企改革

新阶段的开始。（2）而从其他新晋指标，即营业收入利润率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来看，在进入指标体系后指标均有良好表现。 

当下，ROE 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叠加国企改革新行动蓄势待发，后续我们认为可

以期待国企 ROE 的改善，从而形成对中特估行情延续的支撑。 

 ROE 改善潜在路径 

根据杜邦分析，提升 ROE 主要有四条路经：即提高分红率、提升净利润率、改

善资产周转率和加杠杆。考虑到截至 2022 底，根据财政部统计，全国国企资产

负债率已经达 64.4%的相对高位，后续加杠杆的空间有限。前三条路径分别对应

着本轮国企改革三大要求，即利润合理分配、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盘活存量资产。 

其一，针对利润合理分配，提高分红率是《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

案》的要求之一，目前 2022 年利润分配方案/预案陆续披露，我们对央企的现金

分红情况进行梳理。其二，针对提高核心竞争力，我们对股权激励和世界一流专

精特新示范企业进行梳理。其三，针对盘活存量资产，我们对 2022 年以来首次

披露重大重组计划并正在进行中的上市央企名单进行梳理。 

 中特估可关注个股 

我们结合行业观点，对中特估可关注公司进行了梳理。 

 风险提示 

产业进展低于预期；公司业绩低于预期。 
  

 
分析师：王杨 
执业证书号：S1230520080004 
 wangyang02@stock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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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企改革风云再起 

近期，重要会议和文件频频就国企改革发声，中特估概念板块热度高企。2022 年 11

月，证监会主席提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次月上交所发布《中央企业综合服务三年行动

计划》，指出将“服务推动央企估值回归合理水平”，新一轮国企改革行动蓄势待发。2022

年 11 月 21 日行情启动以来，国企改革指数最大涨幅超 9%，跑出了四川黄金、北方国际等

一批涨幅在 100%以上的牛股。 

 

中特估值体系下，国企市场价值将逐步与内在价值匹配。结合政策文件和相关会议，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将推动国有企业市场价值回归内在价值。具体而言，市场价值

回归对应着国企估值进入合理区间；而内在价值则更加接近 2013 年以来本轮国企改革周期

的最终目的，也是支撑后续国企估值的基础，即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 

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基本面和业绩考核指标视角切入，对中特估体系进行解读。 

 

2 本轮国企改革背景 

央国企具有规模和盈利质量优势，并且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本轮国企改革沿“设计-试点-实施”的路径拾级而上循序渐进。 

 

2.1 国有企业概况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和顶梁柱。从国企资产总额来看，2017-2021 年全国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含金融类）同比增速始终维持在 11%以上，至 2021 年国有企业资产已

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 60%以上。从营业总收入来看，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稳

健增长，2009-2021 年年均增长分别为为 10.6%和 9.3%，占 GDP 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60%和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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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同比增速维持在 11%以上  图2： 国企营业总收入占 GDP 比例始终在 60%以上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上市央国企较民企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从上市公司来看，截至 5 月 4 日，A 股共有

1363 家国有企业，较 A 股整体数量占比 26%，市值占 50%。其中央企 444 家，较 A 股整

体数量占比 9%，市值占比 31%。从市值中位数来看，央企市值中位数达 171 亿元，国企

市值中位数（91 亿元）次之，均明显高于全部 A 股中位数（56 亿元）。从市值分布来看，

央企 1000 亿市值以上的个股占比 13%，而全部 A 股中 50 亿以下的中小个股占比最高

（46%）。 

 

图3： 国有企业市值合计占 A 股整体的 50%  图4： 央企千亿市值以上的个股占比 13%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从行业数量分布来看，国企数

量最多的行业依次为机械（91）、化工（87）、公用事业（81）和交运（80），央企所属行业

则是国防（39）、机械设备（38）和公用事业（32）数量居前。从行业市值占比来看，国企

市值占比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煤炭（94%）、公用事业（89%）和石油石化（86%），其中央企

上市公司在石油石化、通信、银行等行业中占据核心地位。综合而言，国企在能源、基础

设施、国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占据重要地位，保证了我国的产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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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上市国有企业行业数量分布（个）  图6： 各行业上市国有企业市值占比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2.2 国企改革沿革 

 

国企改革约 10 年为一周期进行推进。通过回顾 1978 年以来国企改革历史阶段，我们

参考国资委于 2018 年 12 月发布的《改革开放 40 年国企改革的基本逻辑与宝贵经验》，将

其划分为四个周期阶段。 

具体来看，其一，从 1978 年到 1988 年，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

时期，国企改革主要包括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等内容；其二，从 1988 年到 1998 年，是国

有企业的制度改革时期，国企改革主要包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

企业重组等内容；其三，从 1998 年到 2012 年，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时期，国企

改革主要包括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设立国资委、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

改革等内容；其四，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深化国企改革时期，国企改革主

要以分类改革为前提，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突破口，相关各项改革继续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本轮国企改革沿“设计-试点-实施”的路径拾级而上循序渐进。

具体就本轮来看，国企改革遵循顶层设计、局部试点、广泛试点、全面实施的改革节奏，

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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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本轮国企改革循序渐进 

 

资料来源：政府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新的国企改革行动正在酝酿中，近期政策文件不断。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等多部门

纷纷出台政策文件，要求稳固国企三年改革成果，谋划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 

一方面，紧紧围绕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打造现代化国资央企；另

一方面，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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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期国企改革相关政策或会议梳理 

时间 主体 政策/会议 政策内容 

2022/5/27 国资委 
《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

司质量工作方案》 

从四个方面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上市平台布局优化和功能发挥；促进上市

公司完善治理和规范运作；强化上市公司内生增长和创新发展；增进上市公司市场认同

和价值实现。 

2022/11/21 证监会 2022 金融街论坛年会 

需要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重点任务深入系统思考。要把握

好不同类型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促进市场资源配

置功能更好发挥。 

2022/11/23 证监会 

《推动高质量上市公司

质量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5）》 

优化制度规则体系，提升监管规则的科学性；聚焦公司治理深层次问题；完善信息披露

制度；优化上市公司整体结构；推动上市公司稳健发展；健全打击重大违法长效机制；

加快上市公司监管转型，提升监管效能；加强协作联动，形成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合力。 

2022/12/2 上交所 
《中央企业综合服务三

年行动计划》 

一是服务推动央企估值回归合理水平；二是服务助推央企进行专业化整合；三是服务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2022/12/16 国务院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 

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

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2023/1/5 国资委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 

国资委将中央企业 2023年主要经营指标由原来的“两利四率”调整为“一利五率”，提

出了“一增一稳四提升”的年度经营目标，推动中央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实现高

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2023/1/6 国资委 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 

突出创造价值、科技自强、深化改革、优化布局、守牢底线，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和国有企业，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和战略支撑

作用，积极促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2023/2/2 证监会 2023年系统工作会 
推动各相关方加强研究和成果运用，逐步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企业的估值定价逻辑和具有

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2023/2/9 国资委 

《关于做好 2023年中

央企业投资管理 进一

步扩大有效投资有关事

项的通知》 

一方面要突出扩大有效投资，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另一方面，要聚焦国家重大项目、基

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强链补链等重点领域，优化投资布局方向，推动企业在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强化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形成“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2023/2/28 国资委 
中央企业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工作专题会 

统筹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上市，通过充分对接资本市场、助力稳定资本市场，为中央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贡献更大力量。 

2023/3/3 国资委 

对国有企业对标开展世

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

动进行动员部署的会议 

牢牢把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这一根本目标，用好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

心功能这两个途径，以价值创造为关键抓手，扎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世界一

流企业，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和战略支撑。 

2023/3/5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 2023 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任务使命，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切实落实

“两个毫不动摇”，三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四是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

振兴，五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六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七是要更加科学、精准、

高效做好防控工作。 

2023/3/31 国资委 
国有企业创建世界一流

示范企业推进会 

国资委在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上再添 17 家央地国企，强调示范企业要带头加快提升核

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紧紧围绕增强科技创新力、产业控制力和安全支撑力的目标，

重点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品牌引领能力

等“五个能力”上狠下功夫。 
 

资料来源：政府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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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补充财政收入 

 

国企是支撑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项目。我们定义广义财政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企对于财政收入的贡献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国有

企业的应交税费对于税收收入的贡献，和国有企业经营国有资本所得的收入，即全国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国有企业应交税费每年对于税收收入的贡献在 30%左右，2016 年后国有企

业应交税费快速上升，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2013 年以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稳步增长至

517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5%。对比广义财政增速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具

有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在一般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时将成为今后财政收入增长

的重要项目。 

 

图8： 税收收入下滑带动公共财政收入下行（%）  图9：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乏力（%）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10： 本轮国改以来国有企业应交税费  图1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具有财政调节的作用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国资委，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国资委，浙商证券研究所 

 

从 ROE 来看，国企较民企整体占优，但 21 年 H2 以来呈下滑趋势，亟待新一轮国企

改革行动提振。我们以整体法计算中证国企成分股和中证民企成分股的 ROE-TTM，可以

看出 2013 年以来，国企盈利质量占优较多。近两年，经济实体受疫情影响较大，国企和民

企 ROE 均转入下滑通道，但国企表现出较民企更强健的盈利韧性。截至 2023 年 Q1，中国

企成分的 ROE-TTM（整体法）为 8.8%，较中证民企成分股高 1.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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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中证国企和中证民企指数成分 ROE-TTM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 改革下国企基本面  

 

在央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考核指标体系对央国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2019

年最新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用净利润来代替利润总额作为年度基础考核指

标。因此，我们以净利润指标作为切入口，对国企基本面和市场表现进行复盘。 

其一，国企改革号角下，基本面改善是支撑国企股市表现的主要驱动之一。而进一步

观察，国企净利润增速开始改善的阶段都对应着国企改革新阶段的开始。其二，从其他新

晋指标，即营业收入利润率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来看，在进入指标体系后指标均有良好表

现。 

当下，ROE 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叠加国企改革新行动蓄势待发，后续我们认为可以期待

国企 ROE 的改善，从而形成对中特估行情延续的支撑。 

 

3.1 国企行情复盘 

 

国企改革背景下，基本面改善是支撑国企板块股市表现的主要驱动之一。2013 年底十

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证国企成分股的市场表现来看，总共出现三轮行情：2014-

2015H1、2016H2-2017Q3 和 2020H2-2021Q3。其中，第一轮主要受到政策预期的驱动，

2014 年 7 月四项改革试点落地，此后各省相继出台国企改革文件，对顶层文件的期待使得

国企改革主题热度持续发酵。后两轮央企市场表现改善均处在央企净利润增速进入上升通

道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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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基本面改善是支撑国企股市表现的主要驱动之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而进一步观察，国企净利润增速开始改善的阶段都对应着国企改革新阶段的开始。具

体来看：（1）2016H2-2017Q3 时期对应着 2016 年起国企改革混改试点阶段逐步铺开，叠加

供给侧改革，国企基本面得到明显修复。2016 年 2 月，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外发

布国有企业“十项改革试点”，在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点

领域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同年 7 月，首批混改 9 家试点落地，包括中国联通、东

航、南方电网等。而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上述七大重点领域混改要迈出实质性

步伐。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也与供给侧改革相辅相成。 

（2）2020H2-2021Q3 时期的基本面数据则显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展开使得国企在

第一波疫情冲击后表现出更高的修复弹性。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央企提质增效成为国企改革和支撑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根据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专题推进会信息披露，截至 2021 年末，已经实现三年改革任务 70%的年

度目标。 

 

3.2 考核指标演变 

 

在央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考核指标体系对央国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中央

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在 2012 年末、2016 年末和 2018 年末进行修订，并于 2013

年、2016 年末和 2019 年 4 月开始施行。根据 2019 年最新版来看，主要的变化在于：（1）

年度基础考核指标中用净利润来代替利润总额，来考核央企真实盈利水平；（2）任期基础

考核指标中，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代替总资产周转率，来增强企业管理水平；（3）加强分

类考核，在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公益类的基础之上，针对科技进步要求高、结构调整任

务重、国际化经营要求高、资产负债水平较高、节能环保重点类和关注类企业的考核各有

侧重。 

国资委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年度经营目标考核体系。在过去的几年中，央企年度经

营目标考核体系在净利润、利润总额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的基础上，逐步引入营业收入利

润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而 2023 年配合国企市值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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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将经营指标考核体系由原来的“两利四率”调整为“一利五率”，ROE 进入考核指标体

系中。本次央企考核由原来的利润导向的目标转为用股权回报为导向，具体来看： 

（1）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替换净利润指标。ROE 主要衡量的是权益资本的投入

产出效率，着重考察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同时也希望通过剥离两非两资、盘活存

量资产来提升企业效率。 

（2）用营业现金比率替换营业收入利润率指标。以现金流为导向，服务于鼓励央企盘

活存量、拉动投资、提升经营质量的目的。 

虽然以上指标体系主要针对国资委下属央企集团，但我们认为对于央国企的考核均有

导向作用。 

表2：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央企考核指标体系演变 

阶段 时间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指标 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年度目标 

顶层 

设计 

2014 
年度：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 

分类考核：综合考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 

 

任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总资产周转率 

分类考核：综合考虑企业所处行业特点和功能定位 

-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生产经营稳定增长。要

研判形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市场开拓力

度，继续大力推进降本增效，强化业绩考核导向

作用，严格落实稳增长、提效益责任。 

2015 - 

全力以赴保增长。要注重提高经营绩效，进一步

做好降本节支工作，切实加大减亏扭亏力度，切

实加强风险管控。 

试点 

阶段 

2016 - 
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国有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 

2017 

年度基础指标：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 

任期基础目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总资产周转率 

分类考核：1）商业一类重点考核企业经济效益、资本回报水平和

市场竞争能力。 

2）商业二类在保证合理回报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加强

对战略任务的考核。适度调整经济效益指标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率指标考核权重，合理确定经济增加值指标的资本成本率。 

3）公益类以社会效益指标为首位。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有区别地

将经济增加值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纳入度和任期考核，适

当降低考核权重和回报要求。 

- 

国有企业效益实现稳定增长。中央企业利润总额

力争同比增长 3%、努力达到 6%。当好振兴实体

经济的排头兵，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水平稳中有

升，资产负债率继续下降，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2018 - 

努力推动国有企业效益实现稳定增长，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率、回报率进一步提升，企业流动资产

周转率进一步提高，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 

2019 年度基础指标：年度净利润、经济增加值 

任期基础指标：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 

分类考核：1）商业一类重点考核企业经济效益、资本回报水平和市

场竞争能力 

2）商业二类在保证合理回报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加强对

战略任务的考核。适度调整经济效益指标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

标考核权重，合理确定经济增加值指标的资本成本率。 

3）公益类以社会效益指标为首位。根据不同企业特点，有区别地将

经济增加值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纳入度和任期考核，适当降

低考核权重和回报要求。 

4）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强落实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优化

目标、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以及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情况的考

核。 

5）对科技进步要求高、结构调整任务重、国际化经营要求高、资产

负债水平较高、节能环保重点类和关注类企业等考核各有侧重。 

- 

主要考核净利润、利润总额和资产负债率等指

标，其中要求 2019年度中央企业净利润目标比

上增长 9%。 

具体 

实施 

2020 
两利

三率 

形成净利润、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

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两利三率”的经营

指标考核体系。 

2021 
两利

四率 

中央企业要力争净利润、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国民

经济增速，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投入强度、全

员劳动生产率明显增长，资产负债率保持稳健可

控。 

2022 
两利

四率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增速，控制

好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

率、研发经费投入进一步提高。 

中特估 2023 
一利

五率 

确保利润总额增速高于全国 GDP增速，力争取得

更好业绩；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净资产收

益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营

业现金比率 4个指标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政府官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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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新晋指标看，即营业收入利润率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20 年进入央企年度考

核指标体系后均表现出色。营业收入利润率 2020 年起出现明显的止跌回升，从 2020 年 Q1

的 6.6%回升至 2021Q2 的 8.1%；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中位数则保持在 2.9%以上的相对高

位。因此我们提示重视本次新晋指标，其中 ROE 指标更贴近提升股东回报率的要求，可

以重点关注。 

综上所述，ROE 指标进入指标体系叠加国企改革新行动蓄势待发，后续我们认为可以

期待央企 ROE 的改善，从而形成对中特股行情延续的支撑。 

图14： 中证国企营业收入利润率中位数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4 ROE 改善潜在路径 

我们认为 ROE 进入央企考核指标体系后的改善是本次国企改革可关注的重点，因此我

们对 ROE 进行拆解：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净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ROA×权益乘数 EM 

= 净利润率 NPM ×资产周转率 AU ×权益乘数 EM 

=
净利润

销售收入
×
销售收入

资产总额
×

1

1-资产负债率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到，提升 ROE 主要的四条路经：即提高分红率、提升净利润率、

改善资产周转率和加杠杆。考虑到截至 2022 底，根据财政部统计，全国国企资产负债率已

经达 64.4%的相对高位，后续加杠杆的空间有限，因此予以剔除。而前三条路径分别对应

着本轮国企改革的三大要求，即利润合理分配、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盘活存量资产。 

 

4.1 利润合理分配 

 

提高分红率是《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的要求之一，即制定合理持续

的利润分配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等多种方式优化股东回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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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率能够作用于 ROE 的分母端，达到提升 ROE 的效果。而从既往央企现金分红情况来

看，由于具备盈利能力和现金流优势，央企的分红率明显高于 A 股水平，近年来基本维持

在 35%以上。 

2022 年利润分配方案/预案陆续披露，我们对央企的现金分红情况进行梳理。 

图15： A 股现金分红情况  图16： 央企现金分红情况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注：2022 年数据未完全披露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注：2022 年数据未完全披露 

 

表3： 部分央企 2022 年度现金分红方案/预案情况 

代码 简称 2022年度分红 

600941.SH 中国移动 向全体股东派发股息每股 2.21港元（含税） 

601398.SH 工商银行 每股普通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035元（含税） 

601939.SH 建设银行 每股现金股息人民币 0.389元（含税） 

601857.SH 中国石油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元（含税） 

601288.SH 农业银行 每股普通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222元（含税） 

601988.SH 中国银行 每 10股普通股派发现金股利 2.32元（税前） 

601628.SH 中国人寿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9元（含税） 

600938.SH 中国海油 每股派发末期股息 0.75港元（含税） 

600028.SH 中国石化 A股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95元（含税） 

601728.SH 中国电信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076元（含税） 

601088.SH 中国神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55元（含税） 

601658.SH 邮储银行 每 10股普通股派发人民币 2.579元（含税） 

600900.SH 长江电力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533元（含税） 

601328.SH 交通银行 每股分配现金股利 0.373元（含税）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4.2 提高核心竞争 

 

2022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

争力。我们认为，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可以通过股权激励、科技创新等方式实现。 

 

1. 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是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激励核心管理人才的重要方式。股权激励通常会锁定

公司未来 n 的利润/营收增速，因此方案的推出与完成对提升企业净利润率有一定的正向促

进作用。截至最新，超 70 家的央企结合 23 年业绩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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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部分设定了 2023ROE 或利润增速或收入增速目标的央企股权激励情况 

代码 名称 预案公告日 ROE 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净利润累计增长率 收入复合增长率 收入累计增长率 

601872.SH 招商轮船 2023-03-09     11.5%（2021）  

000962.SZ 东方钽业 2022-12-31 5.2%   15%（2021）  

600486.SH 扬农化工 2022-12-31 16.3% 15%（2021，扣非）    

000969.SZ 安泰科技 2022-12-31 3.1%（加权平均） 19%（2021）    

000021.SZ 深科技 2022-12-30  10%（2021）    

600845.SH 宝信软件 2022-12-30 17.3% 15%（2021）    

301090.SZ 华润材料 2022-12-30 10.1% 15%（2021，扣非）    

000400.SZ 许继电气 2022-12-29 8.2%（加权平均） 10%（2021）    

601800.SH 中国交建 2022-12-16 7.7%（加权平均） 8%（2021）    

000928.SZ 中钢国际 2022-12-15 12%（加权） 12.5%（2021）    

000758.SZ 中色股份 2022-12-10 3.5% 130%（2021）    

600480.SH 凌云股份 2022-12-10 4% 7%（2021）    

000852.SZ 石化机械 2022-12-05  15%（2021）    

600458.SH 时代新材 2022-12-01 4.70%    10.64%(2021)  

000768.SZ 中航西飞 2022-11-30  15%(2021,扣非）    

002025.SZ 航天电器 2022-11-05 11.20% 14%（2021）    

600698.SH 湖南天雁 2022-11-01 1.35% 10%（2021）    

000881.SZ 中广核技 2022-10-31 6% 15%（2021）    

002320.SZ 海峡股份 2022-09-24 7%（扣非）   10.5%（2021）  

002179.SZ 中航光电 2022-09-23 13.80% 15.00%（2021，扣非）    

002281.SZ 光迅科技 2022-08-26 8.9%  11%（2021）    

601117.SH 中国化学 2022-08-16 9.05%（扣非，加权平均） 15%（2021，扣非）    

002116.SZ 中国海诚 2022-08-13 10.65% 10.58%（2021，营业利润）    

300396.SZ 迪瑞医疗 2022-08-12   42.89%（2021）  79.21%（2021） 

300024.SZ 机器人 2022-06-20     15%（2021） 

000819.SZ 岳阳兴长 2022-06-08 7.5%（加权平均）    56%（2021） 

000762.SZ 西藏矿业 2022-01-01 8%   44%（2020）  

600581.SH 八一钢铁 2022-01-01 14% 50%（2020，扣非）    

600050.SH 中国联通 2022-01-01 4.25%  35.52%（2020，利润总额）  16.85%（2020，主营） 

000830.SZ 鲁西化工 2022-01-01 11.03% 42%（2020）    

600019.SH 宝钢股份 2022-01-01 8.5%  10%（2020，利润总额）    

600328.SH 中盐化工 2022-01-01  11.5%（加权平均）  17%（2020）    

601968.SH 宝钢包装 2021-12-31  16.8%（2020，扣非）  20%（2020）  

000825.SZ 太钢不锈 2021-12-31 11% 25%（2020，扣非）    

300557.SZ 理工光科 2021-12-30  3%（加权平均）  45%（2020）    

600268.SH 国电南自 2021-12-29   20%（2020）    

600062.SH 华润双鹤 2021-12-28 10.83% 6%（2020，利润总额）    

300425.SZ 中建环能 2021-12-27 8.14%   15.3%（2020）  

688396.SH 华润微 2021-12-25 7.3% 26%（2018-2020均值）    

600808.SH 马钢股份 2021-12-25  7%（2020，扣非）    

601600.SH 中国铝业 2021-12-22  75%（2020，扣非）    

600970.SH 中材国际 2021-12-21 15.4% 15.5%（2020）    

300797.SZ 钢研纳克 2021-12-21 11.5%（加权平均） 16.00%（2020）    

600131.SH 国网信通 2021-12-14 14.50%  16%（2020）    

000635.SZ 英力特 2021-12-10 3.1%（扣非，加权平均） 15%（2020）    

600406.SH 国电南瑞 2021-12-09 14%  10%（2020）    

600021.SH 上海电力 2021-12-02 5% 11%（2020）    

000999.SZ 华润三九 2021-12-02 10.16%（扣非）  10%（2020，扣非）    

600905.SH 三峡能源 2021-11-27 7.8%    16.5%（2020）  

000883.SZ 湖北能源 2021-11-22 6.95%    15%（2020）  

600536.SH 中国软件 2021-11-22  18%（2020）    

600178.SH 东安动力 2021-11-10 2.7% 20%（2020）    

603126.SH 中材节能 2021-11-06 8%（加权平均）   16%（2020）  

000629.SZ 钒钛股份 2021-11-05  35.79%（2020）    

600990.SH 四创电子 2021-10-25 6.36% 20%（2020，扣非）    

600433.SH 冠豪高新 2021-10-14 7.8% 15%（2020）    

002230.SZ 科大讯飞 2021-09-27     90%（2020） 

002057.SZ 中钢天源 2021-09-25 13.5%（加权平均） 18%（2020）    

603060.SH 国检集团 2021-08-27 15%   19%（2020）  

600498.SH 烽火通信 2021-07-26 3.5%  43%（2020）    

002643.SZ 万润股份 2021-07-16 10.5%   11%（2020）  

002389.SZ 航天彩虹 2021-07-16 3.7% 10%（2020）    

600750.SH 江中药业 2021-06-18  6%（2020）    

600640.SH 国脉文化 2021-05-12 4.5%（加权平均）    7%（2022） 

688027.SH 国盾量子 2021-04-20     120%（2020） 

603019.SH 中科曙光 2021-04-19 8.5%  115%（2019）   

300396.SZ 迪瑞医疗 2021-03-22     100%（2020） 

600850.SH 电科数字 2021-03-20 10% 12%（2020）    

600963.SH 岳阳林纸 2021-01-04    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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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03.SZ 国新健康 2021-01-04 5%（加权平均）    41.3%（2019）  

002232.SZ 启明信息 2021-01-04 13% 30%（2019）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1）括号里为基准份；（2）表中重复项系该公司公布了多个不同内容的具体方案所致；（3）对预案公告日在 2021 以来的央企股权激励情况进行

统计。 

 

2.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一直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环节之一。在 2019 年开始施行的央企负责人考核办

法中，就针对科技进步要求高的企业有所倾斜：加强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等指

标的考核；在计算经济效益指标时，可将研发投入视同利润加回。此外，在国际局势愈发

复杂的当下，科技自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2022 年 2 月，深改委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次月，国资委指出要推动中

央企业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技术策源地。 

2023 年 3 月国资委披露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我们对入选上市企业及其下

属上市子公司进行梳理，此处展示部分名单。 

表5： 部分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入选上市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子公司 

集团 简称 代码 行业 市值（亿元） 
利润总额 TTM 

（亿元） 

ROE-TTM

（%） 

资产负债率

（%） 

研发投入强度

（%）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电力 600900.SH 公用事业 5520  268  12  66  0.2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中旅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免 601888.SH 商贸零售 3172  73  9  30  0.0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仔癀 600436.SH 医药生物 1651  31  21  16  3.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能源 600905.SH 公用事业 1563  94  9  66  0.0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 601985.SH 公用事业 1351  197  10  68  1.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 600018.SH 交通运输 1348  176  13  32  0.6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水电 600025.SH 公用事业 1289  84  10  57  0.2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 000625.SZ 汽车 1191  101  15  58  3.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光电 002179.SZ 国防军工 913  33  16  39  8.0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北方稀土 600111.SH 有色金属 895  63  26  32  0.5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油服 601808.SH 石油石化 758  32  6  47  2.8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 601727.SH 电力设备 732  -15  -6  67  4.7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时代电气 688187.SH 机械设备 680  30  8  27  12.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鲁恒升 600426.SH 基础化工 660  55  17  22  2.8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信息 000977.SZ 计算机 613  20  11  62  6.9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潞安环能 601699.SH 煤炭 603  212  29  44  2.0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巨石 600176.SH 建筑材料 588  69  20  42  4.1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天坛生物 600161.SH 医药生物 458  16  11  13  0.7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氧股份 002430.SZ 机械设备 381  16  13  52  3.2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钒钛股份 000629.SZ 钢铁 363  13  13  21  3.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机场 600004.SH 交通运输 361  -13  -5  35  0.6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复神鹰 688295.SH 基础化工 347  7  13  38  8.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无人机 688297.SH 国防军工 335  3  5  27  7.5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铁建重工 688425.SH 机械设备 327  21  12  37  9.8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当升科技 300073.SZ 电力设备 268  26  19  39  3.6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 600271.SH 计算机 267  26  9  24  7.6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信科移动-U 688387.SH 通信 258  -6  -9  53  20.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瓷电子 003031.SZ 通信 253  1  12  32  10.9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锡业股份 000960.SZ 有色金属 251  7  2  53  0.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南网科技 688248.SH 电力设备 236  3  9  27  6.8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蓝谷 600733.SH 汽车 234  -54  -114  83  9.2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汽研 601965.SH 汽车 214  8  11  21  6.6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振华重工 600320.SH 机械设备 213  8  3  78  3.8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美亚柏科 300188.SZ 计算机 203  0  1  26  69.2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 000778.SZ 钢铁 190  19  6  51  0.7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风华高科 000636.SZ 电子 181  2  2  24  4.6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际华集团 601718.SH 纺织服饰 139  1  1  37  3.0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合力 600761.SH 机械设备 137  13  14  52  5.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拖股份 601038.SH 机械设备 133  6  11  5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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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盘活存量资产 

 

自 2020 以来，国资委推动央企开启剥离“两非”、处置“两资”的工作，其中“两非”

指非主业、非优势业务，“两资”指无效资产、低效资产。2022 年 5 月国务院发文对进一

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进行指示，其中针对国有企业特别指出，鼓励国有企业依托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按规定通过进场交易、协议转让、无偿划转、资产置换、联合

整合等方式，盘活长期闲置的存量资产，整合非主业资产。 

专业化整合是当下国企改革的重点行动，根据国资委主任署名文章，2023 年将在装备

制造、检验检测、医药健康、矿产资源、工程承包、煤电、清洁能源等领域推动专业化整

合，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 

此前我们对 2022 年以来首次披露重大重组计划并正在进行中的上市央企名单进行梳

理。此处我们整理了部分出让资产的央企名单，可供投资者参考。 

表6： 部分央企出让资产名单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最新披露日期 参与方角色 重组进度 重组事件 

601800.SH 中国交建 2023-03-21 出让方 国资委批准 
祁连山定增收购公规院,一公院,二公院的 100%股权及西南院,东北

院和能源院的 100%股权 

600268.SH 国电南自 2023-03-07 出让方 证监会反馈意见 
中船科技定增收购中船海装 100%股权,中船风电发展 88.58%股权,

新疆海为 100%股权,洛阳双瑞 44.64%股权和凌久电气 10%股权 

000798.SZ 中水渔业 2023-01-06 出让方 董事会预案 中水渔业出售华农保险 11%股权 

600500.SH 中化国际 2023-02-04 出让方 完成 海南橡胶收购 HAC36.00%股权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5 中特估可关注个股  

我们结合行业分析师观点，对国企改革可关注公司梳理如下。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牧股份 600195.SH 农林牧渔 132  6  10  20  1.8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皖维高新 600063.SH 基础化工 120  12  14  41  4.2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西部建设 002302.SZ 建筑材料 113  8  5  68  2.5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光环能 600475.SH 电力设备 113  10  9  57  3.0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重工 002204.SZ 机械设备 99  4  5  68  4.0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秦川机床 000837.SZ 机械设备 95  3  8  52  4.4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重工 601226.SH 建筑装饰 85  4  8  59  7.2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佳电股份 000922.SZ 电力设备 78  4  12  48  1.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黑猫股份 002068.SZ 基础化工 76  -1  -3  61  0.0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科工 301058.SZ 建筑装饰 76  2  9  44  5.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钢洛耐 688119.SH 建筑材料 75  2  7  46  5.3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1）市值截至 2023/5/4，财务数据截至 2023Q1。（2）本名单统计口径为市值在 75 亿以上的入选公司及子公司。 

表7： 中特估可关注个股名单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个股逻辑 
市值 

（亿元） 

利润总额 TTM

（亿元） 

ROE

（TTM，%） 

资产负债率

（%） 

研发投入强度

（%） 

601668.SH 中国建筑 交运建筑 
基建放量/房建升级/地产优胜，三大主业齐头并进；核

心受益稳增长，业绩确定性强。 
2935  900  13  74  1.2  

601390.SH 中国中铁 交运建筑 

作为全球交通基建顶级承包商，短期看，基建建设、设

计咨询、装备制造三大核心主业业绩稳健成长；中期看，

股权激励提振业绩信心；长期看，布局水利水电等“第

二成长曲线”未来可期。 

2302  430  10  74  1.4  

601186.SH 中国铁建 交运建筑 
基建国家队，短期新签在手稳增保障业绩，中长期“海

外优先”战略叠加转型投建营，有望拉动价值提升。 
1683  386  9  75  1.1  

601006.SH 大秦铁路 交运建筑 铁路煤运龙头，大秦线需求高位维稳，铸就高票息看涨 1183  179  9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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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 

001965.SZ 招商公路 交运建筑 全国性布局路产运营平台龙头，分红有望进一步提升。 589  59  8  42  1.7  

001872.SZ 招商港口 交运建筑 港口网络资源稀缺，开源节流空间广阔。 535  90  6  35  1.9  

601298.SH 青岛港 交运建筑 
23Q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高增 16.6%，枢纽港地位支撑业

绩向好。 
505  66  12  28  0.5  

600350.SH 山东高速 交运建筑 
改扩建成长逻辑持续强化，高分红比例承诺托底绝对收

益。 
380  50  7  62  0.6  

600057.SH 厦门象屿 交运建筑 大宗供应链龙头企业，物流服务及资源整合能力突出。 227  50  16  73  0.0  

600755.SH 厦门国贸 交运建筑 关注稳步聚焦供应链运营主业、发展健康科技业务。 205  57  12  73  0.0  

601888.SH 中国中免 交运免税 

中免 22 年免税经营面积扩容(新海港店+美兰机场 T2

店开业)，23年凤凰机场免税面积将扩容，市占率有望

进一步提升。中长期维度，市内店、口岸店、海外布局

有望迎来积极催化，看好成长潜力。 

3172  73  9  30  0.0  

601111.SH 中国国航 交运免税 航空供需大周期酝酿中，涨价预期下利润弹性可观。疫

情前利润率低、国际运力占比高、优质航线占比高，涨

价预期下弹性大。 

1638  -387  -92  91  0.3  

600029.SH 南方航空 交运免税 1308  -271  -77  83  0.3  

600115.SH 中国东航 交运免税 1130  -359  -133  91  0.4  

600150.SH 中国船舶 机械国防 
全球造船龙头，民船需求趋紧+供给收缩，军船内生+外

延，有望乘行业大周期“扬帆起航” 
1163  22  0  70  4.5  

600893.SH 航发动力 机械国防 航空发动机龙头，受益军民用发动机国产化 1143  16  3  57  1.1  

600760.SH 中航沈飞 机械国防 
中国歼击机摇篮、舰载机龙头，实施“研、造、修”一

体化发展 
1114  27  18  74  1.6  

000425.SZ 徐工机械 机械国防 工程机械行业筑底，资产重组+股权激励释放企业活力 749  51  8  68  4.0  

000768.SZ 中航西飞 机械国防 
军用运输机龙头，实施第一期股权激励，提振公司长期

发展信心 
709  7  4  81  0.3  

002430.SZ 杭氧股份 机械国防 
迈向中国工业气体龙头，电子特气等高附加值业务打造

公司第二成长曲线 
381  16  13  52  3.2  

000519.SZ 中兵红箭 机械国防 培育钻石、工业金刚石稳健增长，特种装备有望放量 255  6  5  32  11.4  

600038.SH 中直股份 机械国防 
国内直升机制造业中规模最大、产值最高、产品系列最

全的主力军 
248  4  4  64  2.0  

600916.SH 中国黄金 机械国防 
黄金珠宝央企龙头，布局培育钻石全产业链打造第二增

长曲线 
213  10  11  42  0.0  

600316.SH 洪都航空 机械国防 教练机+防务产品，“内需+外贸”双重驱动 177  1  2  67  6.3  

600967.SH 内蒙一机 机械国防 陆军装备龙头，内需外贸双驱动 162  9  7  53  1.9  

600761.SH 安徽合力 机械国防 国内制造业复苏，电动化、国际化驱动业绩向上。 137  13  14  52  5.0  

002046.SZ 国机精工 机械国防 
风电轴承加大产业化投入；持续扩产培育钻石+功能金

刚石。 
62  3  8  37  7.8  

002371.SZ 北方华创 电子 
半导体设备平台型龙头，受益于行业扩产超预期+国产

化率迅速提升 
1707  33  13  54  9.5  

301269.SZ 华大九天 电子 
国产 EDA龙头，产品矩阵明显丰富，内生+外延快速补

齐。 
623  2  4  16  92.6  

002916.SZ 深南电路 电子 

国内通讯板龙头+ABF 载板国产化核心标的。通讯业务

及数据中心业务占比较高；同时；深度布局 BT 及 ABF

载板国产化，产品将涵盖公司三大业务 PCB、封装基板、

电子装联。 

405  15  12  37  6.0  

688120.SH 华海清科 电子 CMP设备龙头，平台化战略扬帆起航 390  7  12  36  10.5  

600941.SH 中国移动 通信 

估值回归，数字经济国家队，资本开支拐点。 

22188  1657  10  34  1.1  

601728.SH 中国电信 通信 6085  367  6  46  1.1  

600050.SH 中国联通 通信 1730  212  5  46  1.2  

300413.SZ 芒果超媒 传媒 

湖南卫视向流媒体战略转型的重点平台，持续保持国内

综艺龙头地位。公司背靠传媒国企、经验丰富，对国家

文化监管政策判断独到，有望稳定输出符合时代要求的

优质内容，并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 

698  18  10  34  1.8  

600977.SH 中国电影 传媒 

中影集团旗下核心影视资产，业务覆盖电影全产业链。

公司拥有进口片发行牌照优势，发行规模居业界首位，

把握下游终端放映渠道，重点题材影片储备丰富。 

320  -2  -1  43  0.5  

601098.SH 中南传媒 传媒 

湖南省属大型国有企业，国内出版龙头企业，业务覆盖

物资-印刷-出版-发行全产业链。公司积极转型数字出

版和媒体传播，财务稳健，分红率高。 

274  16  10  36  1.0  

600633.SH 浙数文化 传媒 

数据要素市场化赛道中，位于经济及信息发达省份，且

高比例持有数据交易所股份的稀缺标的。浙江日报报业

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充

分整合资源推进数字文化和数字科技产业成长。 

186  9  7  17  10.9  

600037.SH 歌华有线 传媒 

有线电视龙头企业，聚焦“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广

电 5G建设一体化发展”工作主线，系统高效实施广电

5G建设，率先实现广电 5G业务开网试运营，全力打造

广电网络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新标杆。 

139  2  1  19  2.9  

601607.SH 上海医药 医药 中药的新复苏兑现不仅仅是疫情产品带动，而是行业自

身经营进入复苏窗口；新复苏的节奏才刚刚开始，

2022Q3 板块负债率处于历史低位，运营效率仍处于上

升周期。 

854  93  9  61  0.8  

000423.SZ 东阿阿胶 医药 348  10  8  18  2.1  

600572.SH 康恩贝 医药 189  8  8  35  2.1  

601288.SH 农业银行 银行 

中特估银行行情仍将持续。先买现在的高股息，加配未

来高股息品种。 

12529  3034  10  93  - 

601658.SH 邮储银行 银行 5692  920  10  94  - 

000001.SZ 平安银行 银行 2470  594  11  92  - 

600919.SH 江苏银行 银行 1145  347  12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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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1、 产业进展低于预期； 

2、 公司业绩低于预期。 
 

600926.SH 杭州银行 银行 755  142  12  94  - 

002966.SZ 苏州银行 银行 278  52  10  92  - 

601628.SH 中国人寿 非银 
保险板块 DDM分子端和分母端共振，叠加低估值，推升

板块行情。 

11351  269  8  91  - 

601318.SH 中国平安 非银 9816  1325  11  89  - 

601601.SH 中国太保 非银 3279  340  12  88  -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财务数据截至 23Q1，市值数据截至 20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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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 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 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 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 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 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 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

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

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

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

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

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

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

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

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

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浙商证券研究所 

上海总部地址：杨高南路 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1 号楼 25 层 

北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E 座 4 层 

深圳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广电金融中心 33 层 

上海总部邮政编码：200127  

上海总部电话：(8621) 80108518  

上海总部传真：(8621) 80106010 

浙商证券研究所：https://www.stock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