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孟 珂

随着202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即将揭晓，国
内生产总值(GDP)、消费、投资、外贸等核心经
济指标的表现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为此，《证
券日报》特别邀请了五位首席经济学家——中
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中信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明明、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中
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广开首席产业
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共同前瞻二
季度经济数据，并深入剖析未来宏观政策着力
点和走向。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二季度我国外需边际

回暖，消费整体继续复苏，投资保持平稳，预计
二季度GDP同比增长5.1%，上半年累计同比增
长或高于全年目标。

二季度经济稳健增长
结构分化特征显著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得益于外需边际回
暖、消费持续复苏以及投资平稳增长，二季度
我国经济表现稳健。连平表示，一季度，在供
需两端同步改善的推动下，经济实现较快恢
复，GDP增长 5.3%，为全年经济实现既定增长
目标打下良好基础。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可

能有所放缓，预计二季度GDP增长5%左右。
温彬和明明则更为乐观，他们均预计二季

度GDP同比增长5.1%，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长或
高于全年5.0%的目标增速。

“在低基数效应下，二季度GDP同比增速
有望持平一季度，甚至小幅抬升。”董忠云认
为，尽管消费和房地产表现略低于预期，但出
口和制造业投资的强劲表现对经济增长形成
了有力支撑。

在章俊看来，二季度实际GDP或维持 5%
以上的增速，但结构分化特征依然显著。供给
持续强于需求，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显著高于
社零增速，4月份、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分别为 6.7%、5.6%，同期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 2.3%、3.7%，供需裂口仍
未弥合。

“从供给端来看，新质生产力持续强于传
统生产力。前 5个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4.8%，专
用设备和通用设备分别增长 12.7%和 13.5%，
但钢材、水泥等行业增长动能持续下行。从需
求端来看，外需保持韧性，国内消费偏弱，固定
资产投资分化。年初至今全球制造业延续补
库趋势，叠加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
出现‘抢出口’现象，5月份出口同比增速上行
至7.6%。”章俊说。 （下转A2版）

五大首席经济学家年中经济观察：

上半年GDP增速或高于全年目标
下半年提振内需至关重要

择 远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14时，已有
116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其中81家业绩预喜（包括略增、预增、续盈、
扭亏），占比近七成。

上市公司业绩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从已
经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的公司情况看，预喜公
司占比较高，笔者认为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
积极因素。

首先，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这是推动
上市公司业绩向好的一个重要支撑。

以消费数据为例，7月4日，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公布的 6 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4.8点，涨幅扩大至0.9点，连续4个月上涨。

7月3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轻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8.8万亿元，同比增长2.5%；实现利润5242.9亿
元，同比增长18.7%；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3
万亿元，同比增长5.5%。

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消费活力
逐步提升，消费预期向好。同时，我国出台促
进消费的多项政策措施，效果明显。

出口数据同样可圈可点。体现在上市公
司层面，是“在手订单饱满，产销情况良好”。
比如，有上市公司披露，海外市场自2023年第
四季度以来有所回暖，下游客户需求持续复
苏，公司同期在手订单恢复至历史较高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毛利率同比有所提
升。

这些数据印证中国经济发展向好，诚如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日前在第八届全
球智库峰会上所言：中国经济潜力大、动力足、
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放眼全年，我们有
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年度预期增长目标。

其次，从政策层面来看，一系列政策举措
的推出为上市公司发展带来了机遇。

比如，今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之后，
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政策，落实行动方案。与
之相呼应的是，不少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抢抓
政策红利。如今，这项政策给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带来的积极作用正不断体现。

相信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相关上市
公司发展活力将不断被激发，带动其业绩持续
向好。

最后，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不少上市公
司通过自身努力，积极消除外部环境的不利影
响，进而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例如，一些上市公司积极推动并落实“提质
增效重回报”（或“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
突出投资价值，逐步形成公司质量提升与股东
回报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生态。具体来看，行

动方案内容可以概括为专注主业发展，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加快发展新
质生产力；强化公司治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坚持以投资者为本，加强投资者回报等。

这些“组合拳”，将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核心
竞争力，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让投
资者看到公司的长远发展路径，坚定长期看好
信心。

透过半年度业绩预告，我们看到的是上市
公司内生动能不断增强。更进一步看，不少上
市公司乐观看待下半年行业发展，认为行业景
气度有望延续。这些可喜变化必将推动上市
公司的良性发展，进而有力支持我国经济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个积极因素推动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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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 鹏

近期，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以下简称
“深市”）步入2024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
密集阶段，一批公司率先亮出半年度经营成
绩单，折射出我国上半年经济发展“缩略
图”，成为观察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切片。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 7月 7日记者发
稿，深市已有 70家上市公司披露 2024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其中，有 42家公司预喜（预
增、续盈、略增、扭亏），预喜率达60%。进一
步观察相关公司预喜原因可以发现，一方
面，部分公司受益于业务复苏与拓展，进而
带动业绩提升；另一方面，部分公司受益于
新兴需求旺盛，积极把握新机遇，业绩实现
良好增长。

业务复苏
助力业绩回升有动力

今年以来，在宏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外需有所改善等因素带动下，国民经济延续
回升向好态势，总体运行平稳。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统计，前5个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9%；从投资看，
前 5 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0%，其中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保
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 9.6%和 11.5%；从外
贸看，前5个月，进出口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
新高，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家用电器、集成
电路、船舶等产品出口额均实现较快增长。

受益于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众深市上
市公司迎来业务快速复苏，并在过程中积极
拓展新赛道，助力上半年业绩显著提升。

例如，巨星科技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显
示，2024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归母净利
润 10.91亿元至 11.78亿元，同比增长 25%至
35%。

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巨星科技公告
称，2024年上半年，公司推出了包括电动工
具、特种箱柜等在内的大量新品，使得终端
市场份额明显提升；同时随着欧美通胀缓
解，终端市场工具需求有所复苏；下游客户
基本结束了主动去库存，整体订单恢复匹

配终端市场需求。同时，2024年第二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延续了一季度的增长趋
势，随着公司收入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东
南亚制造基地的投产，公司的盈利能力显
著提高。

同样受益于业务复苏的还有盾安环
境。公司公告称，预计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61.30 亿元至 66.88 亿元，同比增长
10%至 20%。对于业绩增长的原因，公告显
示，公司坚持做强主业，各大类制冷元器件
产销量稳步增长。同时，公司汽车热管理、
电子膨胀阀、微通道换热器、部分特种空调
等产品销量大幅增长，此外，制冷元器件海
外市场及商用市场销量持续提升，收入结构
持续优化等因素也对业绩增长有明显助力。

在市场人士看来，盾安环境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核心零部件业务在手订单和营收均
保持高速增长，第二成长曲线越来越清晰，

大口径电子膨胀阀将成为公司弯道超车、缩
小与行业领先企业差距的竞争利器。

业务拓展
带来业绩增长新空间

在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背景下，转
型升级态势不断向好：科技创新持续赋能高
质量发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态势明显，新质生产力继续培育壮大，成
为经济回升的一大助力。

在此背景下，新兴需求被持续“点燃”，
相关行业、企业更是受益于此。正如国家统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在
解读 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时所表示，从
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2.3%，比
5月份上升 1.6个百分点，连续 8个月保持在
扩张区间；装备制造业PMI为 51.0%，比 5月

份上升 0.3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保持扩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
继续发展壮大。

从微观公司角度来看，广合科技表示，
受益于传统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人工智能
等新兴计算场景对高层数、高精度、高密度、
高可靠性印制电路板需求的增长，预计公司
2024年半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均将有所增长。

再比如，三花智控预计2024年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131.55亿元至 144.08亿元，同比
增长 5%至 15%；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14.64
亿元至16.04亿元，同比增长5%至15%。

三花智控表示，受益于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业务及制冷空调零部件业务双增长，以
及公司积极加快全球化步伐，布局仿生机
器人、储能等新兴产业，公司业绩得以稳步
提升。

深市70家公司披露半年度业绩预告 六成预喜

头部公募继续看多
中长期看好大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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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合享汇智
集团协办的“2024 科创领军者交流大会”在北
京举办。

会上，《中国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一书正式发布。该书主编郑光兴、经济日报出版
社总编辑李予阳、《证券日报》社副社长康守永以
及科创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贺嘉杰共同参与了新
书发布仪式。该书的发布是《证券日报》社积极
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科技创新型企
业的重要举措。

郑光兴在致辞中表示，在现有评价体系内中
国企业进步显著，但现有的指标体系多侧重于销
售、利润等硬指标，难以全面反映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及未来的增长潜力。因此，该书的研究初衷
及目标即是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够更接近企业真
实价值的评价体系，帮助投资者和企业更准确地
评估科技创新企业的价值。

郑光兴称，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
要方向，但如何衡量和提升新质生产力仍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研究
与实践》一书不仅包含了对当前科技创新趋势的
深刻洞察，还深入探讨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评
价方法和实践路径。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发布，能
够为中国科创企业的评价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最后，郑光兴代表图书出版团队对所有参与
和支持新书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并希望与
会的业界专家学者能就相关话题作进一步的探
讨和合作。 （刘睿智整理）

《中国科技创新评价体系
研究与实践》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