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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新

就在前不久，北京楼市出现了
一幕少见的情形：一个周末的两天
时间，北京 4个新建住宅同时开售，
总计认购金额约达100亿元。

6月份的第一个周末，热浪骄阳
下，在南四环外旧宫桥下凉水河河
畔，从早 7点到晚 7点，络绎不绝的
选房人戴着口罩、排队量体温、出示
健康码，进入京能电建洺悦湾项目
临时搭建的红色大棚，报出自己中
意的房号。这是今年截至目前，北
京唯一一个拿到了1254套全部房源
预售证后首开全推的楼盘。

更让这个周末颇为不同寻常的
是，“包括京能电建洺悦湾项目在
内，同时开售的4个楼盘的认购金额
达到了约 100亿元。”和硕机构首席
分析师郭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在这几个项目中，有的楼盘销售
价格跟周边二手房呈现全面倒挂现
象，有的是开发商以低于市场预期
的价格入市，所以认购量很高，有两
个项目的数百套房源全部推出当日
即售罄。

北京楼市遇“百亿元周末”

“6月4日-5日集中发证的10个

住宅项目中，随即在6月份的第一个
周末开盘的分别是电建洺悦湾、长
安九里、长安云尚等，总货值约 280
亿元。”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开发商
公开数据看，这些项目较适合刚需
客户，如首次置业和首次改善群体，
总价区间在 400 万元-800 万元之
间，为市场主力供应产品类型。

开发商公布的信息显示，京能
电建洺悦湾最终成交617套，去化率
近50%，成交金额达到31亿元；长安
九里首开 240套房源，500多人线上
抢房，只用了 14分 36秒全部售罄，
最终成交 20.29亿元；长安九里旁边
的中海长安云尚，88 平方米和 115
平方米的户型全部卖光，销售金额
达到18.5亿元。

“京能电建洺悦湾限价为54715
元/平方米，和周边的二手房价格全
面倒挂。周边朗润园二期成交价超
过了每平米6万元，富力盛悦居则要
更贵一些，超过 65000元/平方米。”
北京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积压的需求
在这个时间点爆发了。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北京过去几年年度新建住宅销
售额网签数据基本在 2000 亿元左
右，2020前5个月合计网签了766亿

元，平均到每个月约为150亿元。但
这并不意味着北京楼市已经进入上
行通道。

“认购房源不排除出现退房现
象，不同项目对客户筛选要求不同，
因此是否出现退房或者退房量多少
都会不同。”在郭毅看来，目前北京
市场上在售的很多项目是开发商在
地价高位时投资的，入市后在价格
上就失去了灵活调整的空间，还有
一部分项目对客户定位有偏差或者
产品力弱，这类项目都较为尴尬，整
体上滞销仍占比较高。

二手房客户或转买新房

“本来是在南城看二手房，看
了几套后，中介推给了我一些新盘
做备选。”近日一直在看房的李女
士（化名）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因为首付款不多，中介经纪人
提供了一些将于近期开盘的限竞
房 供 选 择 ，在 看 过 几 个 项 目 后 ，

“我挺动心的，觉得以我的首付款
水平买老旧小区，不如购买新房性
价比更高。”

事实上，市场上如同李女士一
样，本来打算买二手房后又转而看
新房的购房者大有人在。“接近90平
方米的新建住宅供应量，将有 7000

套。”张大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5月份，北京楼市二手房全面升
温，一举成交网签16125套创年内新
高。背后原因一是西城区学区房新
政带来的末班车效应；二是5月新建
住宅供应较少，前期挤压需求在二
手房领域释放。

“现在看，随着优质新盘集中入
市，会稀释二手房交易量。6 月首
周，二手房成交量比5月同期明显下
调，二手房市场有高位回落的迹
象。”张大伟强调。

“总体来看，5月份供应和成交

量仍然保持理性水平，并未出现疫
后的补偿性上涨。”潘浩表示，在无
明显利好政策和新增需求的情况
下，市场总体需求量相对稳定，但随
着低总价或性价比高的产品入市，
会激发部分刚需和改善客户进场。

“在改善需求方面，此前拿高价
地的开发商想快点上市，半年业绩
压顶，现金流回正是最核心的指
标。”某不愿具名人士向《证券日报》
记者直言，但这一波疫情将减缓北
京新房市场成交速度，开发商面临
的压力更大了。

北京楼市新盘两天认购100亿元 二手房成交量高位回落

本报记者 王思文

321亿元！单只权益基金一天
的募资金额。就在股市持续调整之
际，基金发行市场再迎“巨无霸”权益
基金。6月13日，南方成长先锋混合
以321亿元有效认购金额，创下今年
以来新基金发行的新纪录。至此，易
方达、广发、华夏等头部基金公司年
内已有 7只百亿元级权益基金顺利
发行，不出意外，2020年权益基金发
行市场将迎来近5年来的“小高潮”。

今年以来权益基金发行市场缘
何如此火爆？对于A股市场有哪些
影响？近日，《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了多位研究公募基金领域的学者，
剖析“巨无霸”基金发行背后的投资
逻辑。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
茂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称：“此次南方成长基金成为爆
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体上反映了
投资者看好市场前景，目前经济延续
复苏态势，政策保持宽松，市场经过
一段时间调整后，指数与基金整体估
值处于较低位置，投资者愿意有选择
性的加仓。另外也是对该产品未来
成长空间有较强预期及对南方基金
管理团队过往业绩的认可。”

7只百亿元级基金发行
千亿元“弹药”流入股市

就在开启认购的第一天，市场
渠道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南方成长先锋混合基金发行火爆，6
月8日当天认购金额将近200亿元。

惊喜不断。6月13日，南方基金

发布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南方成长
先锋混合A、C份额最终合计认购规
模高达 321.15亿元，打破 5月 20日
成立的易方达均衡成长 270亿元的
认购纪录，成为年内首发规模最大
的偏股型基金。这在权益基金首发
史上，仅次于嘉实策略混合、华夏新
经济混合、南方消费活力等基金，排
名第8。

南方成长先锋混合是一只强股
混合型基金，契约规定基金股票仓
位范围在60%-95%，其中投资于“成
长先锋”范畴内的证券不低于非现
金基金资产的 80%。“成长先锋”则
是指具备产业地位突出、经济效益
较好、竞争优势显著、发展潜力清
晰、规模持续增长等高成长特征的
优质成长类企业。

今年以来首发规模超过 100亿
元的百亿元级权益基金并不罕见。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除南方
成长先锋混合外，易方达均衡成长、
易方达研究精选、汇添富中盘积极
成长混合、汇添富优质成长混合、汇
添富大盘核心资产混合、华夏中证
新能源汽车ETF的有效认购金额分
别达到了 270亿元、166亿元、126亿
元、115亿元、113亿元、108亿元。其
中易方达均衡成长、易方达研究精
选、汇添富中盘积极成长混合仅销
售了一天便提前结募。另有17只权
益基金的有效认购金额超过 50 亿
元。而这些爆款基金主要聚集在易
方达、广发、华夏、汇添富、博时、睿
远等头部基金公司，在实力雄厚的
产品研发及销售背景下，甚至有 12
只新基金实现“一日售罄”。

爆款新发权益类基金层出不

穷，也带动了年内整体权益基金新
发市场。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截至 6 月 15 日，已有
520 只权益基金（A、C 份额分开计
算）成立，有效认购金额达到6123亿
元。而一般新基金的建仓时间在一
个月到两个月之间，这也就意味着，
随着新基金的持续建仓入市，千亿
元“资金弹药”随之流入股市。

与往年的情况截然不同，《证券
日报》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至2019
年的同期权益基金发行规模分别为
1975 亿元、984.32 亿元、2424.34 亿
元、1684.06亿元，远不及今年以来的
逾 6000亿元规模。不出意外，2020
年将成为一个权益新基金发行的

“大年”。
不仅如此，新一波基金发行潮

还在路上，其中不乏明星基金经理
领衔的产品，例如张坤管理的易方
达优质企业三年持有、王宗合的鹏
华匠心精选、胡昕炜的汇添富中盘
价值精选等。

权益基金火爆的背后

今年以来权益基金发行市场缘
何如此火爆？对于A股市场有哪些
影响？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高级总
监田晓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无
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目前整个金融
市场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充沛的。今
年以来，国际主要央行为金融市场
提供了充沛的流动性，使得全球金
融市场的流动性整体较好。另外，
中国在疫情期间也相应实行了保证

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的货币政策。
再加上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客户众
多，渠道比较丰富，过往业绩较好，
所以号召力比较强。”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
表示：“基金发行火爆与央行及时为
股市提供流动性支持有关。为应对
疫情，央行为市场提供了较大的流
动性支持和大幅度降息。一些资金
继续流入股市对实体经济有间接的
支持作用。随着创业板注册制开始
申报，预计下半年上市企业数量和
融资金额将继续上升，全年融资水
平会明显高于去年。”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
彦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今年以
来，我国资本市场权益类基金产品销
售火热，这既是权益类基金自身业绩
决定的，也是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宏
观经济形势整体向好的表现。投资
者不再盲目地在市场上自己打拼，而
是借助权益类基金的有效组合和专
业操作进行投资，说明经过了二十多
年的市场培育，个人投资者走向成
熟，越来越信任机构投资者。”

从基金公司角度来看，冯彦明
认为：“这些年的市场波动也锻炼了
一批机构，他们通过量化投资等专
业化的操作和全面综合的分析，把
握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受到了散
户的信任和追捧。2019年大多数权
益类基金业绩突出，预期收益大幅
跑赢大盘，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从市场角度来看，光大银
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年初以来，尽管

经历疫情冲击与海外市场剧烈动
荡，但整体上投资者对权益类基金
新产品热情不减，主要是基本面、政
策面及股市估值低洼，投资者看好
市场中长期表现。另一方面，年初
以来，市场整体结构性特征明显，各
板块轮动加快，个股行情把握难度
较大等，也是推动投资者追捧权益
类基金的重要原因。今年以来权益
类基金新产品受追捧，入市资金规
模增大，为股市引来了‘活水’，整体
来看利好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
看，有助于国内市场逐步机构化。”

冯彦明进一步分析称：“虽然我
国 GDP 增长速度已不像前些年突
出，但这是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高
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主动适应市
场、引领市场的必然选择和结果。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和国内都
有较大的影响，但对国内的影响较
小，中国经济结构完整且自成一体，
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由此也
决定，我国A股市场将逐步走出‘平
稳’而走向增长；如果权益类基金能
避免‘急躁和狂热’，在创造更好业
绩的同时将吸引更多投资者。”

对于爆款基金募集资金的投
向，田晓林分析称：“在疫情期间以
及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升
级的速度可能会加快。募集资金的
投向趋势将向过去国内产业结构相
对短缺的行业倾斜，例如医药医疗、
养老、医护等行业。此外，由于宏观
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市场容量扩张
速度下降，行业中的头部企业竞争
力明显，金融市场资金向头部企业
集中倾斜，未来头部企业在市场结
构中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逾6000亿元新发公募火爆背后
千亿元“资金弹药”涌入股市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二季度接近尾声，上市公司中
报业绩预告逐渐出炉。《证券日报》
记者据同花顺 iFinD数据梳理，截至
6月15日，共有556家上市公司发布
了中报业绩预告，其中118家业绩预
喜（预增、续盈、扭亏、略增），占比逾
两成。预喜公司集中在医药生物、
电子、机械设备三大行业。另外，有
158家表示中报业绩同比不确定，占
比为28.42%。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上市公司
中报包含了一季报业绩，所以中报
业绩依旧受疫情持续影响。但是
PMI已经连续 3个月处于荣枯线之
上，说明经济整体处于平稳复苏状
态。预计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将明
显好转，四季度业绩好转会更为清
晰。

预喜公司集中在三大行业

从业绩增幅来看，47家上市公
司预计上半年业绩最高翻倍，4家预
计业绩最高增十倍。受益于生猪价
格上涨，新五丰和大北农预计今年

上半年净利润最高增长 3892.79%、
3171.66%，位列业绩增幅排名前两
位。

而从行业（申万一级）来看，医
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行业预喜公
司数量较多。记者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整理，上述3个行业预喜公司分
别有15家、15家和12家。

“医药生物板块业绩较好，主要
受益于疫情影响下市场对医药的需
求，而基建项目上马则有利于机械
设备板块。”国际新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郑磊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承珞资本合伙人徐泯穗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相
关防护、检测、药物和器械爆发增
长，医疗行业公司业绩增长。而5G、
IDC建设、以及远程办公带动笔记本
电脑和耳机消费，这些都增厚了电
子行业利润，机械设备行业则是受
到下游基建增加对冲经济下行的带
动影响。

在中报业绩预告中，预喜的医
药类公司大多表示，在疫情影响背
景下，公司产品需求提升，公司及时
复工复产，保证产品供应，业绩同比

实现增长。如九安医疗预计上半年
净利润最高同比增长502.23%，公司
表示，疫情期间，公司快速响应国内
公共卫生防疫需求，提前恢复生产，
积极扩大产能，测温系列产品销量
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由于远程医
疗的需求增加，公司物联网产品如
血压计、血糖仪等产品在海外的销
量也在增长。

万联证券研报表示，电子行业
方面，主要是半导体受疫情影响较
小，高景气度持续，国产替代主趋势
不变，另外，消费电子需求回暖。而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工程机械的
需求迅速恢复，同时疫情造成的“抢
工期”放大了工程机械的需求，行业
量价齐升的态势有望持续。随着资
金来源的宽松以及逆周期调节政策
的落地，2020年有望成为新一轮基
建景气周期的起点，将拉动工程机
械的中长期需求。

预计三季度业绩将明显改善

在上市公司分析影响中报业
绩的因素中，逾 360 家公司提及了
疫情。

“如果单看二季度数据，上市公
司的业绩应该已经整体回升。企业
的盈利和GDP应该是同步的，而且
比GDP的波动要大，周期性更强一
些。但是中报包含了一季度业绩，
所以累计盈利还是涵盖了疫情的影
响，预计三季度企业累计盈利将出
现改善。”国海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
负责人樊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受疫情影响，很多公司在 4
月份和 5 月份的经营状况，刚刚恢
复 到 去 年 同 期 水 平 。”徐 泯 穗 认
为，预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虽
然没有大家期待的报复性消费，但
是 6 月份开始，除了影视，主题乐
园等继续受到疫情防控影响的行
业，以及和外需高度相关的部分出
口占比较高的公司外，大多数企业
经营已经恢复。预计上市公司三
季报单季度业绩，应该会有不错的
表现。

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5月份 PMI指
数录得 50.6%，已连
续 3 个月处于荣枯
线之上。市场分析

认为，这预示着在疫情得到基本控
制后，经济整体处于平稳复苏态势。

从企业规模看，5月份大型企业
PMI 为 51.6%，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
分 点 ；中 、小 型 企 业 PMI 分 别 为
48.8%和 50.8%，比上月回落 1.4 和
0.2个百分点。在目前的环境下，大
型企业恢复更好，而中小型企业有
一定压力。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PMI是
一个先行指标，反映的是未来两三
个月的经济变化。4月份和 5月份
PMI回升，反映了三季度经济回升，
预计三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好转，所
以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会有所回
升，四季报可能会更好。

郑磊亦对记者表示，预计第三
季度经济基本面继续回升，对各行
各业都有业绩促进作用，但全年看，
可能仅有少数行业有明显业绩增
长，例如医药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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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春莲

疫情之下，网约车生意不行，但无接触服务需
求却大增，曹操出行日前更是推出了外卖配送业
务，发力同城速递市场。

除了外卖，曹操出行此前还通过“曹操帮忙”
配送过鲜花、蛋糕以及手机等贵重物品。

对此，曹操出行副总经理庞博向《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我们在 2017年就推出了曹操帮忙业
务，但因为疫情的出现，今年业务量大幅增加。”

有分析师表示，疫情将推动同城即时物流市
场的发展，未来会有更多企业进入这个领域，竞争
也会加剧。

相比火爆的同城速递市场，网约车则仍旧不
容乐观。但曹操出行在推出外卖配送的同时，仍
旧在扩张网约车业务，这半年以来增资了不少子
公司。

尽管网约车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但庞博表示，
仍旧看好网约车市场，规模化是盈利的关键。

“曹操出行做同城业务的本质是想把送人和
送货能够结合到一起，减少车的空载率，提高单车
收益。”汭疆资本副总裁王尔德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掘金千亿元同城速递市场

近日，有消息称，曹操出行将发力高端外卖配
送业务，由曹操的专职网约车司机负责配送，用户
可通过曹操出行APP里的“曹操帮忙”栏目下单外
卖配送。

目前，入驻的餐饮商家客单价均在 300元左
右，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将根据行程距离决定。

据了解，“曹操帮忙”业务是曹操出行平台基
于满足乘客主流专车需求之外，单独设立的一条
产品线，该产品线为用户每一次需求购买足额的
保险，以庞大车队规模及专车司机队伍，为用户提
供专车专人、点对点的个性化即时帮忙取送服务。

今年5月份，曹操出行对外公布的“曹操帮忙”
运营数据显示，2020年 1月份业务单量同比增长
77.11%，2月份同比增长 36.93%，3月份同比增长
69%，4月份则同比增长81.11%。

“出行行业有显著的波峰和波谷效应，在波峰
的时候是需求的高峰。”庞博认为，在波谷的时候，
从司机的意愿来看，如果有帮忙的订单进来，尽管
要多花时间，司机是愿意去接单的，从目前来看，
譬如像蛋糕，体积比较大的电子产品，比如说台式
电脑，或者是客单价较高，体积比较大的高端的外
卖，昂贵的鲜花礼品等专车的车内空间是比较适
合于这类物品的，这是传统城内配送的两轮车无
法相比的。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同城速递业务尤其火爆，
3月份，滴滴还上线了跑腿业务。此外，同城速递
市场竞争颇为激烈。去年以来，顺丰、滴滴等公司
也相继进军同城速递市场。

据艾瑞咨询数据，2019年即时物流行业订单
量达到 185亿单，同比增长 38%，行业市场规模超
1300亿元，预计 2020年即时物流仍将保持 30%左
右的行业增速。

安信证券研报分析，随着消费者线上购物习
惯的养成，餐饮外卖和新零售构成了即时配送的
主要需求。未来新零售的不断发展，需求品类的
扩张有望引发行业更多变局（快递企业入局、生鲜
商超自建物流等），头部企业在近两年均处于完善
自我配送网络，提升管理品质的阶段，行业将进入
新一轮竞争期。

网约车难盈利但仍在扩张

与此同时，曹操出行的网约车业务仍旧处于
扩张状态。

6月11日，曹操出行在杭州成立新公司——锦
华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
币，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就在一周之前，曹操出行旗下公司上海吉利
优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亿元
增至2.6亿元，增幅为160%。

事实上，今年以来，曹操出行不断对旗下公司
增资。3月 31日，曹操出行福州公司注册资本新
增，由原来的 1亿元增至 1.5亿元，增幅达 50%。4
月20日，曹操出行的全资子公司，东莞优行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由7000万元增加至1.3亿元，增幅
超 85%。此外，曹操出行北京公司——北京吉利
优行科技有限公司也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5000万元增至1.6亿元，增幅达220%。

对此，庞博表示：“增资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
们比较看好出行市场，坚信只要全力以赴，曹操出
行就能走得越来越好，增资主要是用于扩大市场
规模，投入运营车辆。”

截至2020年6月1日，曹操出行已经上线全国
55个大中小城市，累计投放车辆 48972辆，注册用
户达3630万。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曹操出行看好网约车市
场，但一直以来网约车仍旧难以实现盈利。

目前，网约车市场已经形成了以滴滴为首，美
团打车、曹操出行、首汽等多强共存的局面，行业
竞争仍旧激烈。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依旧有汽车企业不断推
出新的出行平台，来分食网约车市场红利，这也导
致用户增长乏力，盈利也愈发艰难。

庞博表示，网约车实际上就是出租车的线上
化。出租车是可以盈利的，网约车自然也可以盈
利。他认为，曹操打车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也就是在线下的所有的车辆都应该是运营车辆，
每一名网约车司机也都应该有网约车驾驶许可
证，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竞争，网约车这个行
业也才能够做到依法合规的发展，规避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

网约车难盈利仍持续扩张
曹操出行欲掘金同城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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