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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玉

9月伊始，车企纷纷晒出8月份销
量“成绩单”，多家车企销量创新高。

9月6日，长城汽车发布2023年8
月份产销数据。今年8月份，长城汽
车销售新车 11.41万辆，同比增长
29.32%。新能源车型销售2.63万辆，
同比增长119.83%。海外销售3.07万
辆，同比增长99.95%，单月销量创历
史新高。1月份至8月份，长城汽车累
计销售74.24万辆，同比增长4.76%。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伴
随着爆品车型接连上市，销售渠道网
络加速扩大，全球化布局不断深化，
公司已按下发展加速键。”

事实上，除了长城汽车外，主流
自主品牌传统车企销量也实现了持
续增长。其中，8月份，比亚迪月销
27.44万辆，同比增长57%，环比增长
5%，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月销，截至8
月份年内累计销量达到 179.22万
辆。吉利汽车8月份累计销量4.73万
辆 ，环 比 增 长 15.3% ；同 比 增 幅
26.13%；广汽埃安8月份交付首次突
破 5万 辆 ，为 5.21万 辆 ，同 比 增 长
93%，环比增长16%，年累计交付达
29.94万辆。

从造车新势力来看，理想汽车8
月 份 交 付 了 3.49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664%，环比微增2%，连续3个月的交
付数据都在3万辆之上。蔚来汽车则
在8月份交付了1.93万辆，同比增长
81%，环比下降6%，年内累计交付
9.44万辆。小鹏汽车8月份共交付新
车1.37万台，环比增长24%，同比增长
43%，连续两个月交付突破万台。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
心副主任胡麒牧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总的来看，今年以来汽车消费
在持续恢复，乘用车销量处于上升趋

势中，而且新能源汽车销售增速要强
于燃油车。从微观层面来看，车企业
绩出现分化，优质自主品牌车受到消
费者青睐。从政策层面看，商务部近
期开展“百城联动”汽车节和“千县万
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展望即
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在市场需求恢
复和政策支持的双重作用下，今年汽
车销售旺季预计会交出一份较好的
成绩单。

进入“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
众多车企为达成销售目标、加速抢占
市场，相继推出了多款新车。8月份，
长城汽车五大品牌哈弗、魏牌、欧拉、

坦克、长城炮携近30款产品登陆2023
成都车展，多款爆款智能新能源车型
开启预售。魏牌首款高端新能源
MPV高山DHT-PHEV正式开启预订，
2023款欧拉好猫和好猫GT木兰版尊
荣型上市。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哈
弗品牌首款新能源越野SUV哈弗猛
龙在成都车展开启预售，十日订单
突破10000辆，哈弗也完成了新能源
城市SUV+新能源越野SUV的双线产
品布局。

据Mysteel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
31日，共有22家车企发布8月份上市

的新车型，总计37款。
对于当前车市表现，江西新能源

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
院院长张翔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第一，车企频频发布新
能源汽车，许多车型科技感十足，刺
激了消费者欲望，拉动了市场销量。
第二，国家相继发布了许多优惠政
策，如不准新增限购、新能源汽车下
乡、推动二手车市场等，激发了市场
潜能。第三，今年上半年的降价潮到
下半年还在延续，降价潮是汽车行业
优胜劣汰、产业升级的缩影，也刺激
了消费者的购车欲望。”

主流自主品牌车企8月份销量普遍增长
为迎接“金九银十”密集推出新车型 本报记者 李 正

作为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白糖价
格近日持续上涨引发市场关注。生意
社数据显示，现货白糖 9 月 6 日报价
7390元/吨，近两周（8月 24日至 9月 6
日）累计上涨1.37%，突破了2011年10
月份以来的历史高点，持续接近 2011
年 8 月份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7830
元/吨。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
电中粮糖业，其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公司白糖业务经营正常，三季度以来，
白糖业务发展比较理想，随着市场价
格上涨，公司的白糖产品价格也在持
续走强。“公司的甜菜榨糖产线正在进
入新的榨季，产能利用率主要是受原
料端影响，目前来看业务开展比较顺
利，与上半年相比，订单、产量都有所
增长。”

东高科技投研学院副院长揭冲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白糖价格
近段时间持续走强是受供需紧平衡等
多重因素影响，预计未来半年内仍将
保持强势，大概率震荡上行。

糖价仍存上涨预期

期货市场方面，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9月6日收盘，国内白糖主力合约报
7117元/吨，当日涨幅0.89%，近两周累
计上涨 4.37%。逼近 2023年 5月份高
点 7150元/吨，拉长时间线来看，今年
4月份以来，国内白糖期货价格始终
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国际市场方面，文华财经数据显
示，截至 9月 5日收盘，ICE原糖期货
主力合约价格报 26.59美分/磅，涨幅
2.82%，盘中一度触及每磅26.94美分，
刷新了2011年10月份以来新高。

卓创资讯白糖分析师孙悦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国
内白糖市场价格上涨主要受到供应端
的利多驱动，产量和进口量双降导致
市场供应趋紧。从国内产量角度来
看，2022 年至 2023 年榨季全国产糖
897万吨，同比减少 6.17%，主要由于
主产区广西减产。广西作为国内白糖
主产区，其糖料面积和糖产量均占全
国的60%左右。2022年下半年广西干
旱天气频发，高温少雨天气影响甘蔗
生长，2022年至2023年榨季广西糖产
量同比下降13.89%至527万吨。

“从进口角度来看，国际糖价持续
走高，导致进口糖成本增加，国内进口
积极性有所降低。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截至 7 月底，2022 年至 2023 年榨
季中国累计进口白糖 298万吨，同比
减少23%。”孙悦说。

揭冲补充表示，国内市场方面，随
着白糖消费旺季到来，中秋备货需求
强劲，白糖下游需求出现回暖迹象，与
供给因素共同拉动了糖价重心上移。
同时，国内白糖价格持续走强也与国
际白糖期价走高有关。从全球市场来
看，供给偏紧是国际糖价走强的主要

原因，虽然主产国巴西继续上调产量
抑制原糖上涨，但印度、泰国由于产区
降雨不足，可能会影响甘蔗收割的担
忧仍在持续支撑糖市走强。市场机构
普遍预期印度新榨季会减产，而印度
预计将从10月份起禁止食糖出口，增
加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白糖价格迅速
走高。

未来国内白糖价格会否维持强
势？孙悦表示，从供应端来看，新榨季
在10月份才开始，目前糖厂可售库存
不多，另一方面，进口糖价格仍处高
位，进口增量有限，市场供应维持偏紧
预期。而需求方面，受节日备货带动，
下游含糖食品采购需求好转，而且中
下游普遍低库存，存在补库需求，“综
合白糖市场供需，预计10月份新榨季
开始前白糖市场维持偏强走势，糖价
仍存在上涨预期。随着四季度国内食
糖生产工作的进行，供应紧张的情况
缓解，白糖价格将迎来回落。”

糖企持续受益糖价走强

受白糖价格持续走强带动，A股
市场多家白糖赛道内企业上半年盈
利情况较为亮眼，南宁糖业、中粮糖
业等多家公司中报显示，报告期内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A股市
场与白糖产销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
司共有 8家，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
示，上述 8家上市公司当中，有 6家在
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中粮糖业在 2023 年中期业绩报
告中提到，上半年，国际方面，海外糖
价高位运行。国内方面，我国糖产量
减产超预期，国内产销数据持续走好、
进口利润依旧严重倒挂，切断进口窗
口，助力国内白糖价格走高。

据上述中粮糖业负责人透露，预
计下半年白糖供需仍将维持紧平衡，
看好未来市场需求和价格。

在孙悦看来，白糖作为季产年销
的品种，每年 10月份到次年的 5月份
为生产季，其余时间糖厂销售库存。
由于今年供应量下降，糖厂库存消耗
进度较往年同期加快，当前库存也低
于历史同期水平。“随着糖厂库存的下
降，新糖上市前销售压力不大，糖厂存
在较强的挺价心态。中国糖业协会数
据显示，截至8月底，主产区广西食糖
产销率 90.15%，同比提高 12.2个百分
点；工业库存降至 51.94万吨，同比减
少83万吨。”

揭冲表示，下半年糖企大概率还
会继续受益于白糖价格及需求走强，
业绩良好表现将得到延续。

“糖价受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
等多方面的影响。国际糖价受到国际
贸易、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糖价持
续上涨，会对国内糖价形成支撑。而
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消费需求持续释
放，对白糖企业的营收和盈利产生积
极影响。”揭冲说。

国内外白糖价格联袂上涨
糖企乐观看待需求提升

编者按：为帮助投资者充分了解
深市主板改革后的相关规则变化和
投资风险点，深交所投资者服务部推
出《主板投资入市手册》。下面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异常交易实时监控”
相关内容。

1.什么是主板股票交易中的维持
涨（跌）幅限制价格？

答：主板股票交易中的维持涨
（跌）幅限制价格，是指投资者通过大
笔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维持股
票交易价格处于涨（跌）幅限制状态的
异常交易行为。

2.在连续竞价阶段，主板投资者
哪些涉嫌维持涨（跌）幅限制价格的交
易行为将受到深交所重点监控？

答：主板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同时
存在以下情形的，将受到深交所的重
点监控：

（1）股票交易价格处于涨（跌）幅
限制状态；

（2）单笔以涨（跌）幅限制价格申
报后，在该价格剩余有效申报数量或
者金额巨大，且占市场该价格剩余有
效申报总量的比例较高；

（3）满足情形（2）的状态持续时
间10分钟以上，或者持续至连续竞价
结束；

（4）情形（2）的剩余有效申报及其
后在该价格的新增申报中，当日累计
成交数量比例低于70%。

3.在收盘集合竞价阶段，主板投
资者哪些涉嫌维持涨（跌）幅限制价格
的交易行为将受到深交所重点监控？

答：主板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同时
存在以下情形的，将受到深交所的重
点监控：

（1）连续竞价结束时股票交易价
格处于涨（跌）幅限制状态；

（2）连续竞价结束时和收盘集合
竞价结束时，市场涨（跌）幅限制价格
剩余有效申报数量或者金额巨大；

（3）收盘集合竞价结束时，收盘集
合竞价阶段新增涨（跌）幅限制价格申
报的剩余有效申报数量或者金额较大；

（4）收 盘 集 合 竞 价 结 束 时 ，涨
（跌）幅限制价格剩余有效申报数量
占市场该价格剩余有效申报总量的
比例较高。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
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
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
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可靠，
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做出任何保证，对因使用本文引发的
损失不承担责任。）

主板投资入市手册（二十四）：
异常交易实时监控（四）

本报记者 王镜茹

9月4日至9日，2023年德国国际
汽车及智慧出行博览会（以下简称

“慕尼黑车展”）在德国慕尼黑举办。
数据显示，参加此次慕尼黑车展的中
国企业有50余家，是上一届的两倍。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慕尼黑车
展，元戎启行、禾赛科技、轻舟智航等
一众智能驾驶相关企业均提及了出
海计划。

业内认为，中国汽车出口市场规
模在迅速壮大，技术优势、品牌影响
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汽车产业正
在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迈进，国际
汽车市场上将会出现越来越多中国
品牌身影。

积极抢占海外市场

展会开幕式当天，元戎启行CEO
周光宣布，公司正在为技术出海做准
备，德国将会成为出海的第一站。

对于为何选择德国作为出海第
一站，周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德

国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市场，这里是
汽车的诞生地，汇聚了多家头部跨国
车企。如今，随着智能驾驶浪潮来
袭，汽车行业面临转变，车企正在迫
切地追赶智能化变革的浪潮。”

据了解，目前元戎启行正在与多
家国际车企进行技术接洽。2024年
将在德国设立欧洲运营中心，同步发
布海外版的DeepRoute-Driver 3.0方
案、D-PRO和D-AIR两款智能驾驶产
品、以及智能驾驶轻卡。

激光雷达企业禾赛科技的超高
清远距激光雷达AT128首次亮相慕
尼黑车展，但其却已赋能多款量产车
型，并在德国、挪威全面开售。今年
上半年，禾赛科技积极布局欧洲量产
车市场，并于今年获得TISAX最高等
级AL3评估标签，通过了欧洲汽车供
应链严苛的准入要求。

轻舟智航联合创人兼CEO则表
示，在智能汽车时代，不仅要有中国
品牌，也要有中国方案。公司正在
与产业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共同
把握智能汽车时代产业升级转型的
重大契机，让中国的智能驾驶方案

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浪潮下的
重要力量。

机遇与挑战并存

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博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驾驶辅助功能在中国
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在最近几年快速上
升，消费者愈发习惯与车机相互配合
的驾驶模式，为智能驾驶在现实场景
中的落地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中
国智能驾驶产业上下游技术不断走向
成熟。尤其在过去一年中，以大众为
代表的头部海外车企与中国智能驾驶
产业上下游供应商及整车企业的合作
进一步加深，标志着整个汽车行业对
中国智能驾驶技术的认可，以及传统
汽车产业开放性的增强。”

目前来看，除欧洲外，东南亚、中
东、非洲也是中国汽车品牌的重要增
长极。

7月3日，阿联酋批准了首个自动
驾驶路跑牌照，并将其授予了文远知
行。据悉，这也是中东乃至全球首个
国家级全域自动驾驶路跑牌照，获此

牌照的文远知行将在阿联酋开展各
类自动驾驶车辆的测试和运营。

王博告诉记者：“在国内出行市
场的落地与实践使智能驾驶软件提
供商得以在数据流、业务流等方面形
成闭环，为出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亦
认为，中国新能源车位居世界前列，
在全球形成了庞大的产业生态，第三
方智驾软件开发商有足够宽阔的视
野来提升自身水平，技术开发能力相
对处于高位，能够满足许多“电动车
产业不发达”市场的需要。

然而，王博表示，企业在出海的
过程中依然需要面临不同国家在数
据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不同的技术
标准，以及痛点各异的驾驶环境。

对此，元戎启行表示，为适应德
国市场，公司按照德国路况与用户的
驾车习惯对系统进行了本地化调整，
如强化了前向碰撞预警、自动紧急制
动、紧急转向辅助等功能，也专门针
对转弯让直行、辅道让主道、未进入
环岛让已进入环岛等德国路权规则
优化感知与决策规划算法。

中国智能驾驶方案加速抢占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 何文英

近期，多地多部门密集发文适时
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以适应我国房
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形势。业内认
为，房地产政策适时优化，一方面更
好地满足了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另一方面也将对扩大消费、拉
动 投 资 、稳 定 经 济 增 长 产 生 有 利
影响。

房地产政策的调整和落地，对基
建产业链上市公司有何影响？财信
证券分析师黄红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房地产与基建
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协同效应及资金
效应。近期房地产刺激政策落地，将
明显提振基建产业链尤其是中上游
环节的景气度。”

钢市逐步由淡转旺

钢材作为基建产业链的上游原材

料，自8月31日起，随着稳增长政策不
断发力，特别是多地“认房不用认贷”
政策落地，市场信心不断回升，钢材价
格企稳反弹。兰格钢铁网市场监测数
据显示，截至 9月 5日，兰格钢铁全国
综合钢材价格为 4151元/吨，较 8月 30
日上涨63元/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期利好政策不断，强预期提振市场信
心，对钢材市场也起到了强支撑作用，
近期多家钢厂有不同程度的提价，一
方面基于成本有较强韧性，另一方面9
月份又是传统需求旺季，市场正从淡
季向旺季转化。”

华菱钢铁在上半年行业整体仍存
较大挑战的背景下，二季度实现归母
净利润 18.8亿元，环比增长 173%，同
比增长10%。华菱钢铁表示：“上半年
钢铁行业需求温和复苏。下半年在政
策支持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市场对钢
铁需求的预期将有所修复，需求逐渐

改善。从下游来看，各下游行业需求
有所分化，造船、风电、压力容器等需
求表现或将继续保持较好态势，建筑
用钢需求较弱，汽车需求趋稳，基建保
持高水平。”

基建需求回升预期渐浓

工程机械开工率二季度环比已经
有了明显改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
数”显示，2023年上半年，我国各类工
程机械设备月均开工率为 58.10%，其
中，二季度月均开工率为63.05%，环比
一季度上升近10个百分点。

黄红卫认为：“2023年三、四季度，
在地产及基建政策共同发力下，工程
机械短期需求将明显改善，板块或取
得阶段性超额收益。”

在此背景下，市场对工程机械的
投资信心明显回暖，二级市场工程机
械板块亦闻风而动。自 8月 25日“认
房不用认贷”政策发布以来，截至 9月

6日收盘，工程机械板块期间涨幅达到
6.6%，其中工程机械龙头中联重科期
间涨幅13.3%，表现亮眼。

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受到
市场认可和重视，一方面是基于半年
报表现较为亮眼，市场对于公司海外
市场、新兴板块增长的疑虑不攻自
破；另一方面，近期政策利好频出，投
资者对于国内需求回暖的信心有所
提振。”

近期券商发布的研报对工程机械
行业的后续发展也充满了期待。9月
4日，太平洋证券发布研报表示，房地
产作为工程机械重要下游需求之一，
其政策正不断优化，预计将对房地产
市场有所提振，同时利好相关工程机
械需求改善。9月5日，浙商证券研报
认为，房地产政策持续利好，有利于推
动房地产投资、房屋新开工企稳向好，
工程机械下游需求预期边际改善，内
需有望逐渐上行。

房地产政策适时调整
基建产业链景气度迎边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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