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田 鹏

7月8日，中证全指红利质量指数、沪深300
红利质量指数、中证500红利质量指数、中证
800红利质量指数和中证1000红利质量指数等
5条红利质量指数正式发布。据悉，前述指数
通过筛选分红稳定、股息率较高且盈利持续性
较好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指数样本，以反映具
有较强分红和盈利能力特征的上市公司证券
的整体表现。

盈利和分红能力作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标准，事关资本市场“强本强基”，是
资本市场提升内在稳定性的关键所在。Wind

数据显示，截至7月8日，年内已有1078家A股上
市公司披露“提质增效重回报”或“质量回报双
提升”行动方案，或通过聚焦主业、布局新赛
道、资产结构调整等举措，夯实自身盈利基本
盘；或通过披露现金分红计划，展现自身分红
能力。

多措并举夯实盈利能力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企业必须扛起第一
责任、主体责任。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积
极发挥主体作用，提升自身盈利能力和投资
价值。

整理上述逾千家公司披露的“提质增效重
回报”或“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发现，为
提升自身盈利能力，上市公司纷纷将聚焦主责
主业列为首要任务。

例如，7月6日，上海机场披露2024年度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称，围绕聚焦主责主
业、强化创新驱动目标，“将坚持稳中求进、先
立后破，牢牢守住航空安全底线，着力提升设
施保障水平、枢纽运行能级、经济运行品质、企
业治理效能”。

进一步整理相关举措，各家公司可谓“千
方百计”：TCL科技表示，将继续坚定战略方向，
半导体显示业务以“成为全球领先的显示解决

方案提供商”为目标，优化业务和产品结构，夯
实经营基础，强化运营能力，构筑差异化价值，
提升经营效益；永创智能表示，考虑在内生增
长的同时，通过投资并购国内外包装设备厂
商，使公司能够覆盖更多的产品品类、占领更
多细分市场，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成长奠定基
础；石化油服表示，将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大力优化人力资源，强化统筹调剂，加大外
委转自营，扩大业务承揽规模，推动人力资源
价值增值。

事实上，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过程中，也离
不开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等“关键少数”的
努力。 (下转A2版)

A股公司“千方百计”提升盈利与分红能力
不断夯实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本报记者 孟 珂

7月8日，《证券日报》记者连线多位业
内人士对6月份CPI、PPI数据进行预测。受
访人士认为，受猪肉价格影响，6月份CPI同
比增速或将出现小幅回升；同时，由于去年
低基数影响，PPI同比降幅也将较5月份明
显收窄。

在CPI方面，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表示，预计6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
上涨0.3%，涨幅与5月份持平。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表示，预计6月份CPI增速或小幅上升，
同比增长0.5%。

西部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边泉水表示，
6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先升后降，但蔬菜价格
有所企稳，预计6月份CPI同比增长0.3%，与5
月份持平。

温彬称：“猪肉价格方面，在连续15个
月的持续产能去化影响下，6月中上旬猪肉
价格延续了5月份的上涨趋势，不过6月下
旬前期挤压的惜售压栏存量释放，叠加淡
季影响，猪肉价格出现回调，但依旧高于前
期水平，整体来看，预计6月份猪肉价格将
环比上升。”

“能源价格方面，6月份国际油价自低点
反弹，但我国成品油价格变化有所滞后，于
月中下调并在月底上调，预计CPI能源价格
分项将环比下降。”温彬认为，从服务活动
看，6月份服务业表现略弱于季节性，服务业
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5月份回落0.3个
百分点，因此预计6月份核心CPI环比小幅走
弱，同比保持平稳。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从CPI的主导因素
来看，猪肉价格延续上涨态势，同比上涨
27.2%，油价同比上行超10%，预测6月份CPI
同比增速在“猪油共振”因素影响下上行0.1
个百分点至0.4%。

在PPI方面，边泉水表示，6月份以来国
内工业品价格有所回落，制造业PMI出厂价
格指数回落2.5个百分点至47.9%。但是去
年同期PPI基数偏低。预计6月份PPI同比下
降0.6%，较5月份跌幅继续收窄。

汪涛也预计6月份PPI同比跌幅将进一
步收窄，得益于低基数，数值或为下降0.6%。

业界预测：6月份CPI同比增速或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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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 萌

最近一周A股市场上，六大国有银行股价
纷纷创下年内新高，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事实
上，今年以来，银行板块走出估值修复行情，持
续领涨市场。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8日，年
内42只银行股平均涨幅逾16%，其中7只涨幅
超30%，最高达44%。

不难看出，今年的权益投资市场中，银行股
成为最大赢家之一。这也使更多人重新审视银
行股的投资价值，探究银行股估值修复的原因。
那么，银行股“大象起舞”背后逻辑到底是什么？

首先，当前形势下，高股息率、低估值的银行
股更易吸引资金配置，这也是业内的主流观点。

股息率方面，近年来，作为A股市场的“分红
大户”，上市银行分红总额屡创新高，股息率也保
持在较高水平。以7月8日收盘价计算，银行股
的平均股息率接近5%，最高者超7%。当前，全球
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资金避险情绪不减，尤其在
市场利率下行的形势下，银行存款、国债、银行理

财等传统固收类资产收益率下滑，相比而言，收
益确定性强、股息率高的银行股显然更具吸引
力，更加适配险资等大资金的投资需求。

估值方面，尽管今年以来银行股整体涨幅
明显，但估值水平仍处于低位。目前，银行股
全部“破净”（市净率低于1倍），平均市盈率也
远低于 A 股市场平均水平，估值下行空间有
限，为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入场机会。

另外，从时间上来看，6月底至7月初，恰逢
上市银行分红高峰期，接连落地的大手笔分红
提振了市场情绪，吸引资金入场。

其次，从更深层次来谈，银行股迎来估值
修复行情，离不开稳健基本面的支撑。近年
来，在多重因素的制约下，银行净息差持续收
窄，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同比小幅下
滑，但总资产稳定增长，不良贷款率下降，拨备
覆盖率上升，资产质量有所改善，整体经营业
绩彰显韧性。尤其是在一揽子房地产政策发
力下，房企融资回暖，购房需求释放，有望提高
银行的按揭贷款规模和资产质量，对银行基本

面形成有力支撑。一方面，购房需求转暖，将
推动新增住房按揭贷款规模增长，进而推动银
行盈利水平提升；另一方面，住房销售回暖，将
缓解房企现金流压力、降低违约风险，间接减
少银行潜在不良贷款，改善其资产质量。

最后，从根本上讲，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
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
足，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
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今年以来，
我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
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稳增长、稳就
业、扩内需的政策持续发力，金融资源进一步
配置到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增强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也
为银行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提高了银
行股的投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业资产规模大、资金
实力强，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核心支柱，也是
服务实体经济的中流砥柱。银行业基本面稳
健，估值持续提升，不仅折射出我国经济回升

向好的态势，还彰显出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前景
的坚定信心。

诚然，银行股“大象起舞”并不意味着每一
只银行股都适合所有人投资，也不意味着其他
板块的股票就不具有投资价值，投资者要秉承
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树立风
险防范意识，做出明智的选择。

银行股估值修复行情持续多久仍有待市
场检验。但对于上市银行自身而言，要想稳定
和提高估值，要妥善处理好三方面关系。既要
服务好实体经济、发挥“压舱石”作用，平衡好
让利与盈利的关系，也要增强金融安全意识、
加强风险防控，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还
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工具，加大现金分红力度
与频次，进一步给投资者实惠，维护好上市公
司与投资者的关系。

银行股“大象起舞”背后有何逻辑？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份金融数据发布在即，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的业界专家普遍预计，6月
份新增信贷同比少增，但环比将多增；新
增社融超 3 万亿元。回顾 5 月份，当月新
增人民币贷款 9500亿元，新增社融 2.07万
亿元。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预
计，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2.3万亿元至 2.5
万亿元，同比少增 5000 亿元至 7000 亿元。
影响 6 月份信贷投放因素主要有几方面，
包括融资需求不足问题待改善、叫停存款

“手工补息”影响尚未释放完全、政策引导

淡化信贷“规模情结”等，因此预计 6 月份
信贷虽为季末月份，但仍延续 4 月份至 5
月份特征，月内投放延续“前低后高”，不
存在明显的信贷脉冲。社融方面，预计 6
月份新增社融 3.3 万亿元至 3.5 万亿元，增
速 8.4%至 8.5%。

王一峰认为，6月份M2增速不排除在 5
月份7%的基数上进一步下行的可能。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团队预
计，6月份信贷新增规模约为 1.7万亿元，同
比少增，幅度取决于票据对冲的力度。6月
份的票据利率继续下行，商业银行以票冲贷
的意愿仍强，说明企业的实际融资需求有所
走弱。居民端在“517楼市新政”的支持下，

商品房销售有所回暖，但提前还贷力度依然
不减，因此居民中长贷预计继续少增。预计
6月份新增社融约 3.3万亿元，同比少增，社
融存量同比增速为8.1%。

财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表示，
预计 6月份信贷整体或不会明显强于季节
性，6月份新增信贷规模或约 2万亿元，新
增社融规模 3.7 万亿元左右，M2 增速略降
至6.9%。

“6月份票据利率震荡下行，信贷融资需
求或延续相对偏弱态势。”华创证券固收分
析师周冠南预计，6月份新增信贷约 2万亿
元，新增社融约 3万亿元，M2同比增速或小
幅回落至6.8%附近。

6月份新增信贷环比或多增 社融增量有望超3万亿元

据新华社 深中通道开通后，日均 1万人乘
坐深中公交跨越珠江。记者7月8日从交通部门
获悉，6月30日下午至7月7日，深圳和中山两市
间的跨市公交专线双边共发 2014车次，共发送
旅客7.23万人次，日均约1万人。

深中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后，粤港澳大湾区
建成的又一超大型交通工程，将深圳和中山之间
的通行时间从此前的约2小时缩短至30分钟，构
建起“半小时经济生活圈”。

记者了解到，在 6月 30日深中通道通车当
天，深圳和中山之间不仅同时开通了深中跨市公
交专线，还开通了深中跨市公交接驳线路、深中
机场专线等多条公交线路。如中山市开通的两
条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分别是“中山博览中心—
深圳前海湾”线和“中山国际人才港—深圳前海
湾”线，发车频次平均为15-20分钟/班。

在中山，大批深圳和香港居民从深中通道
跨越珠江而来，在这里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乳
鸽店、烧鹅店里食客满堂，景区之中游人络绎不
绝。深中通道为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
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强大
助力。

深中通道开通后日均1万人
乘坐深中公交跨越珠江

格力地产拟
逐步退出房地产开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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