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主编 陈 炜 责 编 吕 东 制 作 闫 亮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22 2023年7月22日 星期六
市场观察 MARKET OBSERVATION

本报记者 赵子强 任世碧

随着公募基金二季报逐渐披露，
明星基金经理今年第二季度的持仓变
动情况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7月 21日发稿，现有的 204家公募基
金公司中，共有 152家基金公司披露
旗下基金2023年二季度报告，合计持
有 2767 只 个 股 ，持 股 总 市 值 达
28465.74亿元。其中，1723只个股二
季度获公募基金加仓。从热点赛道
来看，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行业成为
公募基金今年二季度重点布局的领
域。

连续5个季度持仓1930只个股

从持仓变动来看，有 1723只个股
在第二季度获得公募基金加仓。新进
个股方面，有 556只个股获公募基金
二季度新进持有，其中，16只个股公
募基金新进数量超1000万股。其中，
浙能电力公募基金新进数量最多，达
15135.21 万股，占流通 A 股比例达
1.13%；南京高科、山推股份二季度公
募基金新进持仓分别达到 2975.18万
股、2065.48万股。增持方面，有 1167
只个股获增持，其中，中国石油、中国
石化、农业银行、中国银行、TCL科技、
恒瑞医药、华电国际、美年健康等8只
个股在二季度被公募基金增持股数均
超2亿股。

从持股总市值来看，贵州茅台、宁
德时代、五粮液、泸州老窖、迈瑞医疗
位列公募基金二季度末持仓市值前 5
名，持仓市值均超390亿元。

整体来看，有 1930只个股获公募
基金最近 5个季度连续持仓，大市值
股获公募基金青睐。从业绩来看，截
至7月21日收盘，上述1930家公司中
已有538家披露2023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按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上限看，有
333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实
现同比增长，占比超六成。

市场表现方面，7月份以来截至7
月 21日收盘，上述 1930只股票中，有
905 只个股跑赢同期上证指数（跌
1.07%），占比 46.89%，其中，有 790只
个股期间实现上涨，赢合科技、骏创科
技、彩虹股份、东鹏控股等个股期间累
计涨幅均超30%，表现强势。

从行业来看，二季度被公募基金
加仓的 1723只个股涉及 31个申万一
级行业，其中，机械设备行业最多，公
募基金增持个股数量达 206只，医药
生物、电子、电力设备、计算机等四行
业公募基金增持个股数量均在110只
以上，分别为 189 只、160 只、139 只、
115只。

从热门赛道看，人工智能、半导体
等科技赛道成为公募基金今年二季度
重点布局的领域。二季度公募基金增
持 152只人工智能概念股，以 6月 30
日 收 盘 价 计 算 ，合 计 持 股 市 值 达
1427.38亿元；二季度公募基金增持85
只半导体概念股，以 6月 30日收盘价
计算，合计持股市值达 1824.90亿元。
今 年 以 来 ，上 述 两 板 块 分 别 上 涨
64.85%、19.14%。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川财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
表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相关板块迎

来大爆发，多只概念股市值翻倍，对于
公募基金经理来说，及时抓住市场动
向，是为自身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创
造收益的重点。此外，科技赛道有望
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赛道，因而更
加看好科技赛道的上升空间。

AI赛道受关注

今年以来，主题行情阶段性主导
市场，重仓AI赛道的公募基金表现亮
眼，二季报显示，不少公募基金经理早
已积极布局。

以景气度趋势为选股策略的银华
公募基金“顶流”基金经理李晓星，其
管理的银华心怡二季度末前十大重仓
股仅有一只发生变化，重仓股仍集中
在港股互联网和新能源相关赛道。二
季度末，银华心怡前十大重仓股分别
为：快手、腾讯控股、美团、德业股份、
比亚迪股份、晶澳科技、东方电缆、航
天电器、锦浪科技、天顺风能。与一季
度末相比，晶科能源退出该基金前十
大重仓股，天顺风能新晋该基金前十
大重仓股。

对于上半年热门赛道，李晓星认
为，AI发展不会一蹴而就，中间必然
会有曲折。逢“AI”必涨的第一阶段已
经过去，未来需要更多关注运营数据
和业绩的兑现。

今年上半年实现 75.07%收益的
半年度主动权益类公募基金冠军——
诺德新生活混合披露了 2023年度二
季报，诺德新生活在二季度将前十大
重仓股换了个遍。截至二季度末，诺
德新生活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天孚通
信、中际旭创、新易盛、源杰科技、工业
富联、太辰光、长光华芯、盛天网络、光
库科技、联特科技，而截至一季度末的
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海光信息、金山
办公、景嘉微、科大讯飞、拓尔思、恒生
电子、同花顺、彩讯股份、软通动力、寒
武纪。

诺德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周建胜在
二季报中表示，二季度取得了不错的

业绩，核心原因是对行情做了比较好
的前瞻判断，在关键时刻及时地从“信
创+”切换到“AI+”，成为年内比较早
上车 ChatGPT 产业链的公募基金产
品，从而成功地抓住了市场主线，将对
产业的认知变现为投资回报。

东吴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刘元海
管理的东吴移动互联混合在今年上
半年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东吴移动
互 联 混 合 A 上 半 年 回 报 率 高 达
71.64%，位居权益类公募基金业绩排
名第一，近 3 年回报率高达 92.60%。
规模方面，截至二季度末，该基金总
规模达 7.8亿元，环比增超 440%。前
十大重仓股分别为：立讯精密、德赛
西威、韦尔股份、金山办公、天孚通
信、中际旭创、兆易创新、工业富联、
科大讯飞、中科曙光。与一季度末的
重仓股相比，东吴移动互联混合在二
季度加仓了天孚通信、中际旭创、兆
易创新、科大讯飞、中科曙光，立讯精
密、德赛西威、韦尔股份、工业富联新
进为该基金重仓股。

对此，刘元海在二季报中表示，报
告期内加大人工智能方向的布局和配
置。由于上半年相对比较好把握住科
技行业投资机会，因此基金净值有相
对比较好的表现。

易方达的“顶流”公募基金经理张
坤管理的组合在 2023年二季度增加
了消费等行业的配置，降低了科技等
行业的配置。以易方达蓝筹精选为
例 ，该 产 品 今 年 二 季 度 末 规 模 为
491.94亿元，其股票仓位由一季度末
的 93.92% 微 降 至 二 季 度 末 的
93.74%。该产品十大重仓股分别为：
腾讯控股、贵州茅台、泸州老窖、五粮
液、洋河股份、招商银行、伊利股份、中
国海洋石油、香港交易所、美团，这十
大重仓股合计仓位高达 79.79%。与
一季度末相比，易方达蓝筹精选的前
十大重仓股没有新进或退出的公司。

张坤在二季报中表示，最近三年，
组合的市值虽有上下波动，但总体并
没有增长，但其内在价值的复合增速

在15%左右。

A股具有中长期投资价值

展望下半年投资主线，公募基金经
理普遍认为，A股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
史低位，预计未来投资机会大于风险。

“下半年市场风格可能会发生切
换，业绩优良的公司可能会重新受到资
金的关注。新能源汽车兼具消费与科
技属性，这类‘消费+科技’的行业未来
发展空间更大。人工智能也是一个方
向，但由于AI企业的发展大多处于初创
期，尚未形成成熟商业模式，也具有一
定的投资风险。”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李晓星在二季报中表示，持续看
好高质量发展方向，看好下半年的经
济信心回升。高质量发展的映射在于
低碳经济和国家安全，经济信心回升
的映射主要在于数字经济、医疗健康
和美好生活。目前组合集中在低碳经
济、国家安全、数字经济、医疗健康和
美好生活几个方向，泛新能源是总体
配置最多的板块。

刘元海判断，当前A股市场可能
处在盈利底和估值底多重相对底部的
运行环境中，因此下半年市场下行风
险相对较小，中长期投资价值或较为
明显。对于未来的投资主线，A股科技
股投资主线可能仍然要围绕AI主线进
行寻找，相对看好以下受益AI技术发
展的三大方向：算力、电子半导体和汽
车智能化。

周建胜表示，下半年仍然看好人工
智能产业链机会。算力板块有望在今
年下半年率先兑现业绩，模型和应用领
域下半年仍将致力于开发出产品，业绩
释放预期会滞后于算力。维持上个季
度的观点，给产业以时间，相信AI在
2B、2C、2G的多个领域都会有精彩的应
用，继续积极挖掘表现出色的公司。

陈雳表示，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
逐渐推进与专精特新主题的不断深
化，科技创新将成为主要的投资赛道。

二季度公募基金调仓轨迹曝光
明星经理青睐人工智能、半导体等赛道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曹原赫

当前，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成为
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已有不少上市公
司发布业绩快报，让投资者“先睹为
快”。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截至
7月21日18时，两市共有45家上市公
司率先发布202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均为正，其中，有
36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
八成。

上述45家公司中，有7家公司上半
年归母净利润达10亿元以上，其中，房
地产上市公司保利发展以120亿元居
首位，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0.84%。
排在后面的分别是中国中免（商贸零
售）38.64亿元；招商蛇口（房地产）
21.53亿元；川投能源（公共事业）20.84
亿元；大华股份（计算机）19.76亿元；
片仔癀（医药生物）15.30亿元；金钼股
份（有色金属）14.44亿元。

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上
述45家公司中，有36家报告期内归母
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80%。目
前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金钼股份以
117.15%的增幅居首位，另有中远海特
（交通运输）、北鼎股份（家用电器）增
幅超50%，分别为91.66%、66.76%。

整体来看，上市公司上半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同比高增有着不同的原
因，包括产品盈利能力提升、产品需
求提升、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等。其
中，金钼股份业绩快报显示，业绩同
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受市场供求关
系影响，主要钼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公司充分把握市场机遇，挖潜增效，
产品盈利能力显著提升。

从市场表现看，今年以来截至7
月21日收盘，上述45只个股中有27只
实现上涨，占比60%。其中，天孚通
信 年 内 累 计 涨 幅 居 首 位 ，高 达
260.04%，另外，中科曙光、大华股
份、中钢国际、苏美达、柳工、思源电
气等 6只个股年内累计涨幅均超
30% ，分 别 为 99.28% 、81.79% 、
55.95%、42.86%、36.56%、33.05%。

“随着半年报业绩预告与业绩快
报陆续披露，业绩超预期和业绩同
比、环比大增的标的，受市场关注度
会较高。”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
梓驰表示，需注意的是，即使是业绩
超预期的公司，若其估值水平处于高
位，也不会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同时
也要留意业绩超预期下是否能与政
策预期产生共振，能否提升公司本身
的投资价值。

排排网财富研究员隋东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率
先披露业绩快报的上市公司往往业
绩较好，公司本身基本面质地较好，
更容易获得市场资金的青睐，有助于
推动股价走强。在投资时应该从两
方面入手：其一，判断业绩的可持续
性，寻找业绩具备可持续增长潜力的
公司；其二，判断业绩是否超预期，寻
找业绩存在预期差的公司。

从行业来看，上述45家发布半年
度业绩快报的公司中，有7家为公共事
业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居第一位，其中
6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对此，翁梓驰表示，公共事业行
业上市公司中报业绩快报数据比较
亮眼，一方面是因国内用电量屡创新
高，另一方面是煤价处于比较低的价
格，电力行业整体经营改善明显。

45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快报
八成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王 宁

7月21日，碳酸锂期货在广州期
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所”）正式
挂牌交易。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视
频连线方式出席挂牌仪式并致辞。
他表示，上市碳酸锂期货有助于行业
企业合理安排产能，管理好价格波动
风险，巩固我国锂电产业国际优势地
位，保障我国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对于服务绿色发展、支持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多位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碳酸
锂期货首日运行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呈现出交易价中性偏保守、活跃度逐
渐提升和短期偏空思路三个特征。

总成交额突破144亿元

碳酸锂是一种重要的锂盐产品，
为锂电产业的核心原材料，在新能源
汽车和储能等领域应用广泛，是国家
战略性重点产品，被称为“白色石油”。

方星海表示，碳酸锂作为锂电产
业的核心原材料，在新能源汽车和储
能等领域应用广泛。近年来，我国新
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发展迅速，对上
游锂资源的需求快速扩大，锂产品市
场价格波动风险明显增加，上市碳酸
锂期货有助于行业企业合理安排产
能，管理好价格波动风险。但同时，
新能源领域引入期货品种时间不长，
行业企业对如何运用好期货市场还
在探索中。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段德炳表示，我国已发展成
为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和消费
国，广期所推出全球首个实物交割的
锂期货品种，将成为推动构建全球锂
产品定价体系的重要举措，更好地提
升我国锂产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更好地满足企业规避风险、提质增效
的需求，持续推进我国锂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广期所董事长胡政表示，碳酸锂
期货及期权的上市，开启了广期所服
务绿色发展的新篇章。下一步，将持
续加强市场培育，维护市场正常交易
秩序，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全力
保障碳酸锂期货及期权稳健运行。同
时，还将继续深耕绿色产业领域，加速
推出契合产业实际需要的期货品种，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期货力量。

据广期所数据显示，截至当日收
盘，碳酸锂期货总成交量 6.54万手，
持仓量0.81万手，成交额144.1亿元，
整体运行有序，为7月24日上市的工

业硅期权打下良好基础。

中长期期价仍有下移可能

碳酸锂期货上市首日，各合约期
价走势偏弱，除主力合约2401外，其
他 6个合约全部跌停。在多位分析
人士看来，碳酸锂期货各合约走势疲
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基于后期现
货供应过剩的担忧，中长期来看，期
价仍有下移可能。

徽商期货工业品研究员陈晓波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碳酸锂期货
上市首日，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各
合约挂牌价中性偏保守，尤其是主力
合约 24.6万元/吨的基准价，相较于
目前现货市场价（29万元/吨左右）明
显偏低，但较主流电子盘合约价稍
高；二是各合约交易活跃度在盘中得
到迅速提升；三是交易者一致比较看
空期价，多个合约出现跌停，反映出
投资者对下半年乃至明年一季度供
应过剩的担忧。

大有期货有色金属研究员岳梦
青也表示，碳酸锂期货上市首日呈现
高波动率特点，符合基本面预期。“盐
湖提锂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产量逐步
提升，锂云母矿复工复产及新项目逐
步投产，产量亦有所增加，整体碳酸
锂供应端保持增长。中长期来看，锂
矿新增产能逐步释放，碳酸锂成本或
逐步下移，而下游动力锂电增速放
缓、储能锂电基数尚小，对应碳酸锂
2401合约至碳酸锂2407合约交割到
期日之间，基本面偏弱预期下，碳酸
锂期价仍有下移可能。”

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碳
酸锂消费规模超过 50万吨，占全球
81%，随着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的
需求增加，锂电行业的市场规模有望
迎来进一步增长。

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锂业分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的逐步提高，国内新能源汽车
已开始由政策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
在国家推进“双碳”目标背景下，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大型储能设施等
产业建设仍会是未来发展的主赛道，
这些产业对锂盐的需求不断增长。
与此同时，碳酸锂价格近年来出现明
显波动，企业风险管理需求突出。

业内人士表示，广期所推出碳酸
锂期货及期权，将为企业提供主动开
展风险管理的工具，形成公开、透明的
市场价格，更好地提升我国锂产业的
国际定价影响力，保障锂电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与安全，对于夯实我国优势
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碳酸锂期货首秀成交突破144亿元
交易呈现三大特征

本报记者 周尚伃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今年以来在
股权融资脚步有所放缓的态势下，券商
短期融资需求加大，债券融资正持续提
速，近期有三家券商获批百亿元级别融
资事项。

股权融资方面，随着中原证券于 7
月21日晚间公告披露终止定增事项并
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目前尚有9家上市
券商合计近千亿元定增、配股计划“在
途中”，多家券商积极响应监管部门“聚
焦主责主业，树牢合规风控意识，坚持
稳健经营，走资本节约型、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
用”的倡导，调整了定增方案。

而债券融资方面，同花顺 iFinD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券商已通过发行普
通公司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累计募
资7952.22亿元，同比增长28.59%。

券商在进行资本补充时，在股权与
债券融资的选择方面也应有所侧重。
平安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
维逸表示，“股权与债券融资各具优势，
券商需灵活选择融资方式。其中，重资
产业务发展较好、资本杠杆率等净资本
风控指标接近上限的券商需通过股权
融资补充核心净资本，而净资本较为宽
裕、但流动性较为紧张的券商更应选择
债券融资补充中短期流动性。短期来
看，随着全面注册制正式落地、宏观经
济持续修复，券商业务规模与业绩得到
改善，短期融资需求回暖。”

具体看来，公司债依旧是券商最主
要的融资途径之一，截至记者发稿，券
商年内共发行215只普通公司债，发行
总额达4472亿元，同比增长52.63%，票
面利率在2.07%至6%之间。

7月20日晚间，多家券商相继获批
大额度公司债注册申请，海通证券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余额不超过
200亿元短期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获
批、华泰证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200亿元永续次级公司
债券的注册申请获批、光大证券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获批。

次级债发行方面，今年以来，券商
已 发 行 次 级 债 53 只 ，发 行 总 额 达
978.52亿元，同比下降 19.15%，票面利
率在 2.54%至 6%之间。其中的永续次
级债，由于发行难度较大，目前仅有少
数券商能够成功发行，今年以来，已有
中国银河、申万宏源、长江证券、国泰君
安、广发证券5家公司发行了永续次级
债，发行总额达 326亿元，票面利率在
3.44%至4.59%之间。

短期融资券作为券商补充流动性
的主要渠道之一，近年来发行情况较为
稳定。今年以来，券商共发行159只短

期融资券，合计发行总额为 250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39% ，票 面 利 率 在
2.08%至3.6%之间。

从融资成本来看，今年以来，券商
债券融资成本略有下行，新发行的公司
债（包含普通公司债及次级债）平均票
面 利 率 为 3.19% ，低 于 去 年 同 期 的
3.24%。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及二季度
券商发行的公司债平均票面利率分别
为 3.31%、3.2%，而下半年以来平均票
面利率则为 2.78%。短期融资券年内
的平均票面利率则为 2.55%，去年同期
为2.38%。

“债券融资发行流程简单、发行耗
时短且成本较低，但除长期次级债可部
分计入附属净资本外，普通公司债、短
融券等均计入券商债务余额，受限于杠
杆上限和余额上限。因此，更适合净资
本较为宽裕、但流动性较为紧张的券商
补充中短期流动性。”王维逸补充道。

短期融资需求加大
券商年内发债“补血”近8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