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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新陈代谢常态化 年内18家公司收到“退市通知”

本报记者 刘 琪

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
简称“央行”）公布的7月份金融数据
显示，7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1.13万
亿元，同比多减1.21万亿元。其中，
住户存款减少1.36万亿元。这也就
意味着，7月份，平均每天有超438.7
亿元居民存款“流出”银行。那么，
这部分存款去哪里了？

实际上，7月份住户存款减少的
情况并不是今年独有。《证券日报》
记者查阅2011年至2020年间的金融
数据发现，每年7月份住户存款均有
减少。有银行人士表示，日均存款
和时点存款是银行重要的绩效考核
指标，而考核的时点往往是在月末
或季末。随着季度集中“冲量”的完
成，揽储力度就会减小，存款规模往
往会在季后一个月回落。

“7月份作为第三季度的第一个
月，银行存款考核压力变小，理财需
求和理财业务拓展的需求相应增加，
因此存款资金转移特征明显。”苏宁
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
任陶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存款是否流向了消费领域？在
消费领域中，购房消费可谓是“大

头”。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对记者表示，就目前的居民心
态看，买房的心态和意愿还是比较强
的。因此，确实会存在存款流出银行
而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不过，随着房地产调控趋严，资
金也并未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7月份，易居研究院监测的40个典型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744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12.8%，同比下
降20.4%。另据其此前发布的二手
住宅市场报告显示，7月份，易居研究
院监测的13个城市二手住宅成交量
约为6.9万套，环比下降14.7%，降幅
比6月份扩大10.8个百分点。

“目前，存款不会大规模流入消
费领域。因为消费的增加有赖于收
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在当前复苏分
化、疫情反复的情况下，消费基本盘
是平稳的，短期增长空间不大。”在陶
金看来，这部分资金最终还是会在金
融领域流转，在家庭资产配置需求不
断增加的情况下，相当比例的存款被
投向理财、基金和股市等领域。

居民的投资意愿大于消费意
愿，从央行此前发布的2021年第二
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也可

以得到印证。报告显示，在消费、储
蓄和投资意愿方面，倾向于“更多消
费”的居民占25.1%，而倾向于“更多
投资”的居民占25.5%。

对于今年后期的存款走势，陶金
认为，首先，后续随着信用稳步扩张，
派生存款也会增加，尤其是企业部门
存款的回升空间比较大，同时未来企

业资本开支意愿不会明显加大，会加
速企业存款的形成。其次，消费市场
持续复苏，但增速或较为平缓，居民
部门的存款也会由此稳步增加。

每天流出438.7亿元 7月份居民存款去哪儿了？

年内311家公司IPO增近七成
募资2589亿元仅增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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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教育
上演“前脚上课后脚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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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层个股普涨
迎“转板”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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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岳

“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房地产
调控迎来“最”密集时期。

京沪深是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风向
标。最近，北京着力“打补丁”“堵漏
洞”，推出离婚限购新规，上海实施二
手房挂牌价核验新政，深圳调查“深房
理”。这些措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直
击市场“痛点”，各界反响很好，具备在
更大范围推广的可能。这是房地产调
控进入精细化阶段的典型特征。

“房住不炒”+“三稳”（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是房地产调控的总基
调。在此基础上，各地秉承“一城一

策”“因城施策”原则制定具体调控方
案，实施效果总体良好，但部分地区也
出现了“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究
其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地做到“因城施
策”，没有找到当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

“难点”“痛点”，自然就难以对症下药。
现在，京沪深给各地做出了榜

样：房地产精细化调控要这么干。
首先，限购限贷拧紧“发条”。限

制离婚购房是2017年北京推出的楼
市调控“3·17新政”的一部分，由于此
项政策偏软，给了一些人钻政策空子
的机会。基于此，北京升级离婚限购
政策，将锁定期限增加至3年，堵住了
离婚购房的漏洞。

上海和深圳也针对离婚购房出
台了限购政策，且亦经过了“打补丁”
过程，才更加严谨。拧紧限购、限贷

“发条”，增强政策的严谨性，才能让
企图打政策“擦边球”的人断了念想。

其次，存量房调控更加强调针对
性。以上海实施的二手房挂牌价核
验政策为代表，各地纷纷针对存量房
推出新的调控举措，其中就包括广受
关注的学区房。

上海实施二手房挂牌价核验新
政后，某中介机构二手房挂牌总量迅
即减少7000套，更有个别中介打起了
阴阳合同的小算盘，这些盘外招已经
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深圳实施二手房参考价以来，今
年上半年网签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48%。北京二手房上周成交参考量
3798套，环比前一周减少786套，二手
房成交参考量环比下跌17%。

随着教改的深入、二手房政策的
有的放矢，学区房的潜在购买群体持
观望态度的增多。一线城市以及部
分二线热门城市的学区房价格神话
正在成为“传说”，更重要的是，二手
房的量价更加真实可信了。

第三，持续严查信贷资金违规流
入楼市。金融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对
此类事件历来是严查严办，一旦查实
绝不手软。比如“深房理”事件即是
由深圳七个部门联合调查才揭开了
这个炒房组织的面纱，随着事件的进
一步清晰，金融监管“打补丁”“堵漏
洞”的措施也会出台。

只有把“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落到实处，中央
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
才能做到劲儿往一处使，房地产的精
细化调控也才能真正实现。房地产
精细化调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地
方政府要接过主导权，这么做的好处
显而易见，今年以来各地推出的房地
产调控政策都是直接打在“七寸”上，
立马见效，且功效长远。

房地产调控进入精细化阶段，对优
质房企是好事。随着各种精细化调控
政策的发酵，优质上市房企的股价已经
开始有所表现，能不能夺回昔日的荣
耀，就要看它们转型升级的速度了。

房地产调控进入精细化阶段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任世碧

北京时间8月12日，国际指数编
制公司MSCI宣布8月份季度指数评
审结果。11只个股新纳入MSCI中国
指数，分别为中微公司、金山办公、
石头科技、万泰生物、中国宝安、中
国联通、中国中车、爱美客、沪硅产
业-U、斯达半导、中泰证券。MSCI
公告显示，上述调整将于8月31日收
盘后生效。

“此次调整并不涉及权重的调
整 ，因 此 对A股 整 体 走 势 影 响 有
限，不过对于纳入标的来说，一定
程度上会带来成交的活跃。”粤开
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
洁表示。

“外资中有不少指数化投资和机
构投资者，所以对于新纳入MSCI中
国指数的标的而言，有助于其获得更
多的市场关注，也容易得到指数基金
被动配置的资金流入，刺激公司短期

股价走强。但拉长周期来看，还是要
取决于入选公司的基本面质地。”私
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记者通过对调入MSCI中国指数
的11只个股进行梳理发现：一方面，
公司业绩普遍较好，有10家公司2021
年一季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截至
目前，共有4家公司披露2021年上半
年业绩预告，中国宝安、万泰生物、中
泰证券等3家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喜。

另一方面，机构扎堆入驻，有8家公司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社保
基金、险资、QFII、券商等机构的身
影，其中沪硅产业-U被险资与QFII
同时持有。

另外，上述11只个股近期市场
表现活跃。8月份以来，其中6只个
股股价实现上涨，占比逾五成。中
国宝安、石头科技、金山办公、中泰
证券等4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居前，
均逾5%。

除近期股价表现活跃之外，8月
份以来市场主流资金也涌入相关概
念股进行布局。记者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在上述11只个股中，有4
只个股月内呈现大单资金净流入态
势，合计吸金10.38亿元。其中，中国
宝安最受追捧，期间累计大单资金
净流入达7.32亿元，金山办公、石头
科技期间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也分
别达到1.55亿元、1.13亿元，中国中
车月内也获大单资金青睐。

MSCI中国指数新纳入11只A股 凸显两大特征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落地实施以
来，深交所不断完善新股发行承销监管工作机
制，常态化监测分析识别新股报价异常线索，采
取现场检查、监管提醒等措施，持续强化报价行
为监管。

8月 12日，《证券日报》记者从深交所获悉，
今年上半年，深交所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对 11
家网下投资者实施专项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内
控制度不健全、定价依据不充分、未严格履行定
价改价决策程序等问题，分别采取暂停资格 1个
月至 3个月、下发警示函等监管措施。同期，针
对日常监管发现的网下投资者改价未报备原因
等其他不规范操作情形，发出监管工作函 9份，
谈话提醒19家次。

近期，深交所关注到少数网下投资者在报价
过程中出现改价频次多、改价幅度大、报价持续高
度一致等异常情况，据此，再次联合中国证券业协
会对相关9家网下投资者开展专项检查。检查对
象包括6家私募基金管理人、1家基金公司、1家证
券公司及1家财务公司。深交所表示，下一步，将
根据检查情况确定后续工作措施。

平稳有序推进注册制改革，塑造资本市场良
好生态，需要市场参与者规范自律、共同努力。深
交所表示，将持续践行“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方针，按照中国证监会工作部署，持续完善新股发
行定价相关规则体系，不断提升新股发行定价市
场化水平；强化监管协作，加大规则执行情况检查
力度，严厉打击违规行为，与市场各方共同维护正
常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市场生态。

深交所开展专项检查
持续强化新股报价行为监管

储能概念股站上风口
多家上市公司撇清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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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短缺
致汽车销量连降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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