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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宁

8月18日，我国首个航运期货品种——集运指
数（欧线）期货正式挂盘交易。集运指数首日运行
表现活跃，全天成交 36.9万手，总成交金额 165.56
亿元；从合约表现来看，除主力合约 2404外，四个
远月合约盘中均涨停。

集运指数期货采用“服务型指数、国际平台、人
民币计价、现金交割”的设计方案，是我国首个服务
类期货品种，也是首个在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指
数类、现金交割的期货品种。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
量世界第一，推出集运指数期货,可以满足航运企
业和外贸企业风险管理需求，提升产业链企业风险
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理事长
田向阳表示，我国是航运大国，约 95%的进出口贸
易量通过海运完成，2002年至今，中国港口货物吞
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为世界第一。航运是个风
险较高的行业，运价波动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风
险管理需求强烈。上市航运指数期货，有助于丰富
航运产业链企业的风险管理工具，有助于提升我国
国际贸易运输服务的定价话语权和影响力，服务航
运业高质量发展。

上期所总经理王凤海表示，航运指数期货的上
市将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航运金融服务能级和航运“软实力”，提升航运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服务国家海洋强国、航
运强国建设。下一步，上期所将继续加大市场培育
力度，加强市场调研，促进航运指数期货市场功能
逐步发挥，为产业主体和交易者提供公开、公平和
有效的价格发现与避险平台，不断提升期货市场服
务航运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根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网站数据显示，集
运指数首日运行较为活跃，截至盘终，总持仓达1.6
万手，成交金额高达 165.56亿元。其中，主力合约
2404以17.47%涨幅收盘，2406、2408、2410、2412四
个远月合约盘中涨停。

“近些年集运市场整体处于供给增加、需求不
稳定格局。目前，现货价格已回落至历史正常区
间，在供应链和流动性层面未有超预期事件发生情
况下，集运价格大概率将处于区间震荡格局。”华泰
期货有限公司FICC（固定收益证券、货币及商品期
货）组研究员高聪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傅小燕向记
者表示，8月份是集运市场旺季，预计现货端运价
开始震荡下行，但期货、现货之间仍有套利空间，
升水格局或将维持。但就 7 月份国际贸易数据
来看，需求端并未提供有效支撑，整体呈现供过
于求态势。长期来看，运价依旧承压，预计难以
维持涨势。

集运指数期货首日运行活跃
四个远月合约盘中涨停

本报记者 昌校宇

8月 18日，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鹏华基金”）旗下鹏华国证粮食产业交易性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鹏华粮食ETF”）正
式上市交易，助力投资者一键布局粮食种植全产业
链。

作为全市场首只布局 A 股粮食产业的 ETF，
鹏华粮食 ETF立足粮食安全战略发展格局，紧密
跟踪标的指数——国证粮食产业指数，力求捕捉
农业投资机会。国证粮食指数样本偏向中市值，
成分股共 50只，业务范畴包括农资产品（种子、化
肥、农药、农业机械）、粮食种植、农田水利、粮油加
工及产品贸易等。Wind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31
日，粮食产业总市值 1.12 万亿元，自由流通市值
2619.64亿元。

就细分行业分布来看，化肥占比约 31%，粮油
加工及产品贸易占比约 24%，种子占比约 23%，农
药占比约15%，粮食种植占比约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财富管理部表示，基于历史回溯数据，国证粮
食指数与表征农林牧渔行业的农牧主题指数表现
较为接近，近期两者相关性较高。从指数发布以来
（2009 年 11 月 4 日），国证粮食指数总收益为
187.82%，同期农林牧渔指数为68.97%，沪深300为
13.32%，中证500为49.07%。指数具备阶段性及长
期性的投资价值。

此外，国证粮食指数当前 PE-TTM（滚动市盈
率）为 14.45倍，位于上市以来 1.78%的极低分位。
市净率为 2.06倍，位于上市以来 0.6%分位。广发
证券财富管理部表示，“指数估值偏低提供了较好
的左侧布局机会。”

鹏华基金相关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称，除估值面的利好之外，长期来看，在粮食安
全主线下，产业化推进叠加政策助力，粮食种植产
业链有望迎来广阔的投资机会。“当下我国农业的
技术变革也给粮食产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转基因技术的广泛运用显著提升粮食产量的同时，
也推动了农业、化肥、物流等多个市场的结构调整，
粮食种植领域的科技创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该
人士同时表示。

在广发证券财富管理部看来，粮食产业链投资
机会可关注三个方面：其一，粮食安全成为战略关
注重点。多国粮食政策发生转变，各国重视本国粮
食安全。其二，粮食价格有望上升，提振企业利
润。其三，龙头企业上市提升主题关注度及交易活
跃度，让投资者更加注意到粮食安全问题及相关产
业的投资机会。

首只粮食主题ETF上市
粮食产业链迎投资新机遇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曹原赫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进
入密集期，中报业绩成为投资者关
注的重点。截至8月18日收盘，在
已披露中报业绩的810家A股上市
公司中，超八成公司盈利。上市公
司中报显示，社保基金、养老基金、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险资
等为代表的长线资金青睐机械设
备等五行业。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政策的持
续发力以及内需的修复，下半年企
业盈利有望继续温和改善。

净利润合计超4000亿元

同花顺数据显示，已披露中报
业绩的810家公司，有695家盈利，
115家亏损，营收合计达3.96万亿
元，同比增长5.81%，净利润合计为
4099.89亿元，同比增长1.24%。

从营业总收入看，810家公司营
收均为正。从营业总收入变动幅度
来看，477家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
加，占比近六成。其中，25家营业总
收入同比增长超100%，前三名分别
为京投发展（716.96%）、金 迪 克
（675.48%）、国际实业（610.57%）。

从归母净利润来看，693家公
司盈利，归母净利润为正，占比达
85.8%。其中，中国移动（761.73亿
元）、中国海油（637.61亿元）、贵州
茅 台（359.80 亿 元）、宁 德 时 代
（207.17亿元）、中国电信（201.53亿

元）等5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均超200
亿元。

从净利润变动幅度来看，448家
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加，占比
55.31%。其中，108家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幅超100%；15家同比增幅超
500%；4家同比增幅超过1000%，分
别为宝新能源（3359.40%）、惠城环保
（1921.44%）、顺灏股份（1189.39%）、
飞马国际（11760.40%）。

6家公司拟派现均超10亿元

上述810家公司中，有31家公
司发布了现金分红预案，合计金额
超240.38亿元。

从公司派现总额来看，有6家
公司拟派现均逾10亿元，分红总额
最高的为中国电信，每10股派现
1.432元（含税），总派现金额达
111.17亿元，其余5家公司分别为
双汇发展（25.98亿元）、中国联通
（25.32亿元）、中国移动（20.08亿
元）、中国海油（16.24亿元）、藏格
矿业（12.56亿元）。其中，藏格矿
业已于8月17日发布分红实施预
案，股权登记日为8月23日。

从单股派现金额来看，有10
只个股拟每10股派现大于等于5
元（含税）。其中，吉比特拟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70元（含税）居榜
首。

从股息率来看，以8月18日收
盘价计算，有12只个股股息率超过
2%。其中，立霸股份、建邦科技、
武汉蓝电、百川能源等4只个股股

息率均超过3%。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名

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高股息个股的优点是具有较
高的稳定性。缺点是可能会影响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

五行业受长线资金青睐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上
述810家公司中，有216家公司前
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四

类机构投资者的身影。具体看，
QFII持仓147只个股，增持28只个
股，新进82只个股，7只个股持仓
数量不变；险资持仓87只个股，增
持21只个股，新进26只个股，7只
个股持仓数量不变；社保基金持
仓112只个股，增持52只个股，新
进23只个股，20只个股持仓数量
不变；养老基金持仓36只个股，增
持17只个股，新进10只个股，8只
个股持仓数量不变。

行业分布上看，主要扎堆机械

设备、电子、医药生物、电力设备、
计算机等五大行业，分别为21家、
13家、12家、10家、10家。

中信证券分析认为,结合海外
充电桩建设的快速增长，国内充电
利用率提升，乡村区域推广政策陆
续落地，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寻找投
资机会：一是受益于海外高景气度
的充电桩设备企业；二是头部充电
运营商以及国内市场份额相对优
势的企业；三是配用电和充电桩形
成协同的企业。

810家公司披露中报业绩 超八成盈利
养老基金等长线资金青睐五行业

本报记者 姚 尧

8月16日至18日，2023中国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广东省汕头
市举办。在“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
贸易论坛”上，“数据确权授权创新
实验室”和“数据确权授权标准工作
组”正式启动建设，同时，《数据确权
授权的流程与技术规范》标准也正
式立项。

数据确权板块是资本市场关
注的焦点。排排网财富研究员隋
东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数据
要素市场快速发展阶段，数据确权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政策层面
看，数据确权行业顶层设计持续加
码，当下，数据已经成为经济活动
不可缺少的必备要素之一，确权对
于推动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

关键。”
所谓数据确权是指，通过对数

据处理者等赋权，使其对数据享有
相应的法律控制手段，从而在一定
程度或范围内针对数据具有排除
他人侵害的效力。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
说：“自去年年底《关于构建数据基
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
意见》公布以来，相关部门跟进制
定了数据确权的配套制度，特别是
组建国家数据局等均有利于数据
确权领域技术和规则加快发展。”

在地方层面，相关领域制度也
在加快完善。8月15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立足数字经
济新赛道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
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

出，创新数据产权范式，保障企业
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
品经营权，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
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
深圳市近日公布了《深圳市数据产
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包括登记
主体、登记机构、登记行为、管理与
监督等七部分内容共34条。

再看基本面，黑崎资本基金经
理曾盛对《证券日报》记者说：“数
据确权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数据的价值和重要性日益凸显。
数据确权可以帮助企业和组织保
护自身数据的合法权益、提高数据
的可信度和价值，进而促进数据的
流通共享和应用。预计数据要素
市场的规模将继续扩大，数据确权
的相关企业有望从中获益。”

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预测，到 2025年，我国数据
要素市场规模将达到 1749亿元左
右，整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数
据确权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盘
和林表示，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已
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当下数据确
权主要针对结构性较强、权属明
确的数据，未来可能需要在数据
要素流通和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
衡点。

在政策面和基本面的“共振”
下，数据确权概念板块表现不俗。
今年以来，截至 8月 18日收盘，数
据确权概念板块累计上涨28.09%，
大幅跑赢上证指数（涨1.38%）。

数据确权概念股也吸引了包
括社保基金、养老金、合格的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险资等长线耐
心资金的目光。同花顺数据显示，
在数据确权概念板块全部 52家公

司中，已有 11家公司公布 2023年
半年度报告，其中，有 5只概念股
被社保基金、养老金、QFII、险资等
机构重仓持有。

对于数据确权概念板块的投
资机会，华鑫证券研报认为，数据
资产确权后，比肩土地等传统要
素，其价值突显。

曾盛表示，首先，数据确权过
程中，保护数据安全至关重要。数
据安全技术公司提供数据加密、数
据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审计等解
决方案，有望受益于数据确权市场
的增长；其次，数据确权离不开先
进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最
后，数据确权服务商可以提供数据
确权的技术和服务，包括数据加
工、数据分析和数据确权登记等。
上述公司都将受益于数据确权市
场的发展。

数据确权板块年内累计涨超28% 相关概念股获耐心资金重点布局

本报记者 任世碧

8月 18日，据中国证监会官网
消息，近日，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
人就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
心答记者问时表示，目前，中长期
资金持股占比不足 6%，远低于境
外成熟市场普遍超过 20%的水
平。在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下，证监
会正在研究制定资本市场投资端
改革方案。在引入更多中长期资
金方面，重点是营造有利于中长期
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具体措施
包括支持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年金基金扩大资本市场
投资范围等。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A股已经
具备较为明显的历史底部特征，伴
随着国民经济的回升向好，上市公
司盈利增速预期不断改善，当前市
场机遇大于风险。从历史的角度
看，在市场信心低迷的时候，往往
是长期资金的布局时点。

长期资金盯上这些赛道

“长期资金不太关心股价的短
期波动，而是关注企业的内在价值
和未来发展，主要靠分析基本面，
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
况、行业前景、市场地位等因素来
选择有长期增长潜力和稳定盈利
能力的优质股票，其优点是可以享
受企业成长带来的高额收益，避免
频繁交易产生的成本和风险，以及

享受分红等权益。”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QFII及海外机构等为代表的
外资显然是其中之一。7 月份以
来，外资机构调研 A 股的热情较
高。同花顺数据显示，在 7月份以
来截至 8月 18日接受各方机构调
研的 944家公司中，有 343家公司
获外资机构走访调研。其中，迈瑞
医疗、汇川技术、环旭电子、宏发股
份、华东医药等 5家公司期间均受
到 50 家及以上外资机构扎堆调
研。

作为市场长期资金的代表，险
资动向既关系着险企整体投资收
益状况，也是投资者的风向标。数
据显示，上述 944家公司中，有 467
家公司 7 月份以来获险资走访调
研。其中，48 家公司期间均受到
10家及以上险资调研，杰瑞股份、
容百科技、宏发股份、华东医药、珠
海冠宇、天赐材料、南微医学等 7
家公司期间均获得超 20家险资机
构调研。

与此同时，一向低调的社保
基金也频频现身 A 股调研名单。
今年 7月 5日、12日、25日，社保基
金分别出现在卫宁健康、北特科
技、信德新材等 3家上市公司的调
研队伍中，这 3家公司恰恰也是其
他机构扎堆调研的重点。卫宁健
康、信德新材 7月份以来接待调研
机构的家数均超过百家，分别为
223家、188家；北特科技 7月份以

来接待调研机构的家数也多达 67
家。

进一步梳理发现，外资、险资、
社保基金等 7 月份以来调研的公
司涉及 27 个申万一级行业。其
中，机械设备、电子、医药生物、电
力设备等四行业期间均有 20家及
以上公司吸引长期资金的关注。

“近期，以QFII、险资、社保基
金为代表的长期资金对A股上市
公司调研积极性开始升温，具有盈
利能力稳定、有技术壁垒、估值合
理等多重优势的上市公司更能吸
引长期资金的青睐。”川财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外资配置A股意愿上升

7月份以来，政策密集出台，宏
观经济预期回暖提振投资者信心，
带动外资配置A股意愿上升。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信息显
示，截至 2023 年 7 月底，共有 778
家境外机构获批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格（QFII/RQFII）。除QFII/RQFII
机制外，沪深股通机制也在不断完
善，互联互通双向可投资标的范围
不断扩大，截至目前，陆股通标的
已扩大至2711只。

据中金公司估算，当前外资持
有A股市值规模约3.5万亿元，占A
股总市值的比重为3.8%，占自由流
通市值的比重为9.0%，在机构投资
者中持股比例仅次于公募基金和

私募基金。其中，外资通过陆股通
持有A股市值规模约 2.5万亿元，
通过 QFII/RQFII 机制持有市值规
模约为 1 万亿元。近年海外机构
投资者申请QFII/RQFII有所加速，
这表明海外投资者尤其长期投资
资金看好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对
高质量发展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持有相同观点的美资资管机
构联博资深市场策略师黄森玮表
示，在情绪面来到低位（反向指
标）、股市估值偏低，以及政策陆续
出台等条件支持下，中国股市依然
值得长期布局。

谈到外资看好中国资产的原
因，陈雳表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
场对外开放举措不断、成效显著，
境内外市场加强互联互通，进一步
推进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中国资
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正稳步提升，在
全球投资者中的吸引力逐步增
强。随着外围扰动因素逐步消退，
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平稳运行，将使
海外资金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
置。当前A股估值处于较低位置，
目前性价比较高。

五行业受外资青睐

近期，尽管A股市场呈现回调
整理，但景气度逐步回升的热门赛
道吸引外资的关注。上述 7 月份
以来获外资机构调研的 343 家公
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医药生
物、电子、电力设备、计算机等五行

业，外资机构调研偏好科技、消费、
新能源三大赛道。

陈雳表示，以电子、计算机为
代表的科技赛道成为近期外资机
构调研的重点领域。电子行业，关
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存
储芯片和算力芯片，以及先进封装
领域；计算机行业，数字经济建设
叠加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将推动
行业需求持续走强，行业景气度有
望维持高位。

新能源赛道仍然是外资重点
调研的领域，陈雳表示，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仍是大趋势，电力设备行
业作为新能源赛道的细分行业，景
气度依旧较高，行业中的氢能、特
高压、海上风电等细分领域都具备
较大的发展前景。

展望A股未来走势，中金公司
表示，当前A股市场已具备较多偏
底部特征。近期交易情绪明显降
温，较多指标显示市场已经处于历
史偏底部时期。在估值方面，截至
目前，沪深 300预期市盈率已跌至
9.6倍，对应股权风险溢价重新接
近历史均值上方 1 倍标准差的水
平，处于历史偏低位置；创业板指
预期市盈率跌至20.7倍，约处于历
史7%左右的分位。在市场成交方
面，近期市场日成交额再度跌至
7000亿元附近，对应自由流通市值
换手率低于 2%，同样处于历史偏
底部水平。目前A股整体估值处
于全球主要市场低位，具备吸引
力，机会大于风险。

机构调研透露长期资金投资方向 343家公司获外资机构密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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