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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新 见习记者 陈 潇

2024年5月6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关于
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从分区优化住房限购政策、调整企事业单位购买商
品住房政策、提升二手房交易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
优化房地产政策。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述政策的优化是对过去的纠
偏，能够释放一部分被行政干预政策限制的需求，满
足包括多胎家庭到外围购置大户型住宅、企业购买人
才房、非户籍人口在深圳“上车”等在内多种需求。

具体来看，根据《通知》，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及
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限购1套住房，在盐田区、宝
安区（不含新安街道、西乡街道）、龙岗区、龙华区、坪
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范围内购买住房，个人所得
税、社会保险的缴交年限要求由3年调整为1年；在其
他范围内购买住房，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的缴交年
限要求仍为3年。

此外，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本市户籍居民
家庭，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可在盐田
区、宝安区（不含新安街道、西乡街道）、龙岗区、龙华
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范围内再购买1套住房。

企业购房方面，《通知》规定，同时满足设立年限
满1年、在本市累计缴纳税款金额达100万元人民币、
员工人数10名及以上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在盐田
区、宝安区（不含新安街道、西乡街道）、龙岗区、龙华
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购买商品住房，用于解
决员工住房等需求。

《通知》强调，对于实施“收旧换新”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收购换房人旧房时不受本市关于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法人单位购房政策的限制。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提供房屋交易便民服务，优化商
品住房“带押过户”流程，提升房地产交易便利度。

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深圳7区放松限购，社保3年调整为1年，实质上就
是对郊区限购的定向宽松，有助于去化相应区域的
楼市库存。预计短期内深圳楼市成交量将会有一波
回升行情。

李宇嘉认为，整体来看，此次深圳的新政在预料
之中，贯彻了小步快跑、留有余地、定向疏解的原则，
与京沪的策略基本一致，将存量消化与增量消化结
合起来，与新市民、年轻人购房，融入城市和就业解
决的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近期北京、深
圳两地的政策放松，说明未来一线城市政策变化或
将是市场热点，也有助于增强后续其他城市购房政
策宽松的预期。

深圳分区优化住房限购政策
强化各地宽松购房政策预期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近日，NE时代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
季度，新能源乘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为74.8GWh，同
比增长37%。其中，纯电车型装机量55.79GWh，混合
动力车型装机量19.01GWh。同时，根据高工产业研
究院数据，国内 3月份动力电池新增装机量达
35.06GWh，环比增长99.11%。

“从3月份动力电池新增装机量数据来看，国内
动力电池装机量显著回升，在全球竞争当中相关优
势持续夯实。”西部证券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相关
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近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4年1月份至3月份，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
车量达85.2GWh，同比增长29.4%。其中三元电池累
计装车量30.9GWh，同比增长47.8%，占总装车量
36.2%；磷酸铁锂电池累计装车量54.3GWh，同比增
长20.9%，占总装车量63.8%。

“动力电池行业正在经历供需自平衡下的格局
优化过程。一些在成本、性能上具备优势的动力电
池供应商正在突围而出，另一些则因自身原因表现
有所下滑。”京潍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NE时代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动力电
池装机量前10名的企业中，欣旺达、蜂巢能源、正力
新能装机量同比增幅均超200%。蜂巢能源主要增
量来源于长城汽车和吉利汽车，欣旺达增量主要来
自理想汽车和东风汽车，正力新能主要增量来源于
零跑、广汽传祺、上汽通用五菱。

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国内动力电池
企业装机量头部企业分别为宁德时代、弗迪电池、中
航创新、蜂巢能源、国轩高科、亿纬锂能、LG化学、欣
旺达、孚能科技、正力新能。

具体来看，2024年一季度，宁德时代的电池装机
量为32866.69MWh，同比增长27.6%，市场份额为
43.9%；弗迪电池的电池装机量为20435.4MWh，同比
增长16.5%，市场份额为27.3%；中航创新的电池装机
量为 4989.37MWh，同比增长 43.8%，市场份额为
6.7%；蜂巢能源电池装机量为2777.27MWh，同比增
长271%，市场份额为3.7%；国轩高科的电池装机量
为2389.07MWh，同比增长70.5%，市场份额为3.2%；
正力新能电池装机量为 1273.65MWh，同比增长
874.4%，市场份额为1.7%。

秦若涵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有不少公司施行降
本增效策略，优化供应链管理手段，有效推动市场需
求。同时，技术的进步，也有效推动了电池成本的逐
步降低。

欣旺达近日在深交所互动易上表示，公司拥有
多个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包括广东惠州、江苏南京、
江西南昌、山东枣庄等地。动力电池板块主要客户
为海内外头部车企以及新兴的造车新势力，国内客
户包括吉利汽车、东风汽车、上汽、理想汽车等，海外
客户包括雷诺、日产等。公司会继续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争取与更多优质客户展开合作，实现业绩稳
定增长。

一季度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
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丁 蓉

继大尺寸电视液晶面板价格率
先大幅上涨并站上本轮价格高点之
后，显示器与笔记本电脑面板价格
也开启了上涨。5月6日下午，Trend⁃
Force集邦咨询发布最新调研数据显
示，2024年5月上旬，65英寸电视面
板、27英寸和23.8英寸显示器面板、
11.6英寸和14.0英寸笔记本电脑面
板价格均较前期出现小幅上涨。

得益于产品价格上涨，面板产
业链上市公司在2024年第一季度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A股市场面板行业
56家上市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合计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110.25%。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
主任郭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面板行业正处于需求复
苏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上升周期，从长
远来看，随着行业景气度的进一步提
升，产业链企业有望持续受益。”

产品涨价带动业绩增长

市场调研机构Omdia统计数据
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电视平
均尺寸达到50.7英寸，同比增长2.4
英寸，电视大尺寸化趋势延续。同
时，大型体育赛事带来了电视面板
需求的恢复。第一季度，液晶电视
面板价格在经历了1月份的价格企
稳和2月份的全面上涨后，于3月份
出现涨幅明显扩大。进入第二季
度，4月份价格维持上涨态势。

同时，不仅是电视面板涨价，显
示器和笔记本电脑面板价格的回升
态势也初步显现。其中，桌面显示
器类产品自3月份起部分尺寸产品
价格上涨，4月份全线上涨，笔记本
电脑类产品自4月下旬起部分尺寸
产品价格小幅上涨。

钉科技创始人丁少将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电视、电脑、手机
等产品市场逐渐回暖，带动了面板
终端需求的逐步回升。加之面板企
业前期控制稼动率，优化供求关系，

推动面板价格进入了新一轮上涨周
期。”

面板产业链企业业绩也在今年
第一季度迎来大幅提升。具体来
看，京东方A今年第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9.84
亿元，同比增长297.8%；TCL科技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约
2.4亿元，同比增长143.71%；莱宝高
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17亿元，同比增长448.08%。

行业未来景气度被看好

从供给端来看，海外低效产能

仍在不断退出，供给侧格局持续优
化。从需求端来看，行业未来的景
气度被看好。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消费
电子产品市场需求将逐步增长，对
高质量显示设备的需求也随之增
加。”

面板市场需求提振，叠加供给
侧竞争格局改善，赛道内企业对未
来展示出信心。TCL科技在业绩说
明会上表示，2024年春节后备货需
求释放，拉动大尺寸面板价格上涨；
中小尺寸面板价格较为稳定，部分

产品出现结构性涨价。公司表示，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是行业的需求
旺季，在供给侧按需生产的情况下，
预计行业稼动率将呈现旺季提高，
淡季企稳的趋势。同时，公司对笔
记本电脑面板的长期趋势保持积极
态度。

京东方A在接受机构调研时
表示，根据咨询机构分析及预测，
产能规模重塑和产业格局趋于稳
定将为面板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
契机，2024年有望成为面板行业
走 出 低 谷 的 转 折 之 年 。 据 悉 ，
2024年京东方A柔性AMOLED（有
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出货量

目标同比将持续增长，预计增幅
将超过30%。

三利谱表示，手机市场的景气度
正在提升，公司的重点产品手机液晶
显示偏光片的销售和利润将会提
高。同时，公司正在进行技术改造，
扩大手机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偏
光片的生产，其利润比较可观。

智帆海岸机构首席顾问、资深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面板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需紧抓周期上行机遇，不断升
级技术，优化产品组合，从而紧跟市
场需求，提供高分辨率、低能耗和优
质柔性显示屏等产品。”

半导体显示行业景气度提升

产业链上市企业一季度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为期5天的“五一”假期正式收
官。5月6日，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
布，2024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
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据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合计2.95亿人次，同比增长
7.6%，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
长28.2%；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按可
比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13.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
肖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旅游产业链在经历了复苏
后，迎来了全面繁荣。今年“五一”
是旅游市场全面复苏的一个标志。

“随着旅游市场的全面复苏，特
别是‘五一’假期的火爆，多家旅游
上市企业有望持续受益。”中关村物
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表示。

多地迎客流高峰

据湖北省文旅厅披露的数据，

整个2024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
5月5日），湖北全省A级旅游景区
共 接 待 游 客 1424.76万 人 次 ，较
2023年和2019年的“五一”假期分
别增长13.53%和25.93%；据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2024年

“ 五 一 ”假 期 上 海 共 接 待 游 客
1623.94万人次，同比增长3.77%；
北京市文旅局披露的数据显示，
2024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共接
待游客1696.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96.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4%、
10.2%，较2019年“五一”假期分别
增长18.5%、23.1%。

旅游景点的游客数据同样惊
人，据黄鹤楼工作人员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五一”假期黄鹤楼
进入“人海”模式，5月1日当天，景
区游客接待量已达到最大承载量
的87%，5月2日、5月3日，连续两日
游客人数都达到了景区最大承
载量。

此外，武汉东湖风景区假期接
待旅客数是去年同期的三倍；九寨
沟景区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

期，九寨沟景区共接待游客109438
人次，同比增长24.45%。5月2日，
九寨沟景区迎来最大客流高峰，游
客接待量为4.1万人次，达景区最
大承载量；黄山景区在公告中表
示，“五一”假期吸引了近13万名游
客前来游玩，同比增长9.7%。

对此，肖鹏表示，与清明节假
期游客更偏好中短途旅行不同，

“五一”假期期间，中长线旅游成为
主角，国内长途旅游订单占比超过
一半。

上市旅企受益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五一’旅游市场的火
爆，或将为上市旅企上半年业绩增
长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将带动
相关地区服务产业和消费市场的
繁荣。”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旅游市
场持续回暖，相关上市公司经营状
况得到极大改善，业绩强势复苏。

随着2024年元旦、春节客流高峰等
因素带动，多家旅游行业上市公司
今年一季度业绩向好。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2024年第一季度，A股市场22家旅
游及休闲板块上市公司当中，有12
家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正增
长，有11家公司实现净利润正增
长。例如，三特索道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约1.42亿元，多数项目在
2023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释放
增长势能，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379.16万 元 ，同 比
17.67%。

另据三峡旅游一季报显示，公
司报告期内出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同比减少的情况，主要影响因素系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同比
减少1895.92万元。

“如果剔除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影响，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
润同比是增长的。”三峡旅游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清明节假期期间，

公司核心旅游产品已迎来一波游
客小高峰。而相比清明节假期，

“五一”假期更长，属于传统出行高
峰，2024年“五一”假期，公司核心
旅游产品（两坝一峡、长江夜游）累
计接待游客7.58万人次，同比增长
7.9%。预计公司第二季度核心旅
游产品游客接待量将实现同比
增长。

三特索道内部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公司旗下项目抓机
遇、抢营收，通过精准营销、产品升
级、标准化运营、信息化管理等手
段，不断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同
时，持续发力产品迭代与营销升
级，深耕渠道市场，加强资源整合，
力争2024年上半年实现业绩稳中
向好。

华西证券分析师表示，上市
旅企中特别是景区公司以门票、
索 道 等 收 入 为 主 ，盈 利 较 为 稳
定。2024年春节假期、清明节假
期、“五一”假期的客流表现也证
实了这一点，预计未来旅游业景
气度有望持续。

“五一”假期多地迎客流高峰 上市旅企业绩有望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李 静

搭一顶帐篷，铺上精致的野餐
垫，坐在休闲椅上聊聊天……今年

“五一”假期，户外露营深受民众青
睐，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加入其中。

露营经济高景气持续

“‘五一’期间我们露营地每天
都是满客，目前露营地提供两种模
式，一种是直接用露营地的帐篷另
外一种是自带帐篷，自带帐篷只需
要收取场地费就可以。”位于天津
市宁河区的一家露营地负责人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记者在走访北京的几家露营

地时了解到，“五一”假期的产品预
订量增长显著，一些热门露营地甚
至出现“一帐难求”的现象。

一位提供帐篷租赁服务的商
户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年“五
一”帐篷租赁需求旺盛，在5月1日
至5月4日，店里的帐篷每天都是满
预订状态。

随着露营这一休闲方式的持续
走热，露营相关产品的需求量持续
增长，这场“露营风”也吸引了众多
资本的争相追捧。天眼查数据显
示，中国露营相关企业共19.7万余
家，其中，2024年前两个月新增注册
企业6600余家，同比增长5.6%。

“今年‘五一’期间大部分地区
天气较好，比较适宜露营，另外，从

今年的旅游数据来看，乡村成为了
热门旅游目的地，而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露营地旅游的火热。”
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
杨彦锋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外，露营经济的火热也为周
边的餐饮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

“假期期间，浦东航头露营基地平
均每天可接待超500人次，60顶帐
篷几乎全部爆满，我们还增加了十
几顶天幕，才将客人全部安置好。”
海底捞上海浦东航头露营基地负
责人介绍。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露营热度的持续升温也促进

了国内露营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
的业绩。

国内户外装备企业牧高笛
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56亿元，同比增长3.75%；实现归
母净利润3155.81万元，同比增长
9.28%。牧高笛表示，未来将通过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以户外科技
和可持续为重要属性，覆盖从运动
情感到专业运动全场景。

探路者近日披露的2024年第
一季度报告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总收入3.82亿元，同比增长
57.7%；实现归母净利润7117.77万
元，同比增长286.55%。

“受益于国内外露营行业持续
景气，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相关产

业链上市公司业绩实现大幅上
涨。”艾媒咨询分析师张毅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五一”的市场表
现以及随着天气逐渐变暖，市场需
求将持续增大，看好露营相关产业
链上市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

未来，露营经济将是一个潜力
巨大的蓝海市场。艾媒咨询数据
显示，预计2025年中国露营经济核
心市场规模将上升至2483.2亿元，
带动市场规模将达到14402.8亿
元，露营经济正在成为文旅消费新
亮点，激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张毅认为：“随着消费升级，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将加入到露营的
活动中，露营及其相关产业在中国
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五一”假期现“一帐难求”露营经济持续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