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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金九银十

本报记者 刘 钊

销量是车企经营情况的重要
风向标。从各家车企发布的8月份
销量数据来看，在比亚迪、吉利、奇
瑞等品牌高歌猛进之时，一些品牌
却止步不前，与预期的年度销售目
标差距更是悬殊。总体来看，新能
源汽车市场呈现出分化进一步加
剧的态势。

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
长张翔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近期汽车行业呈现两
极分化态势。其中，头部车企通过
增强品牌影响力、拓展产品线、掌
握关键技术及实现规模经济等方
式巩固市场地位，小型车企则面临
更大挑战。”

比亚迪仍稳坐月销量榜首

从新能源车企来看，比亚迪 8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37.31 万辆，
同比增长35.97%，稳坐车企榜首宝
座，距离月销40万辆关口仅一步之
遥。

吉利 8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
（含吉利品牌、领克品牌、极氪品
牌）7.55万辆，同比增长 65%，环比
增长28%，再创历史新高；奇瑞8月
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4.65万辆，同
比增长 158.5%；上汽集团 8月份新
能源汽车超过8.6万辆；赛力斯8月
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3.62辆，同比
增长479.55%。

造车新势力方面，理想汽车 8
月份销量为 4.81 万辆，同比增长
37.8%。其中，理想 L6已连续三个
月交付量突破 2万辆，成为理想汽
车当之无愧的主销车型，然而由于
L6 定价略低，影响到了公司毛利
率，公司的整车毛利率从一季度的
19.3%降至第二季度的18.7%。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和稳扎稳
打的发展策略，零跑汽车成为第三
家月销破 3万辆的造车新势力。8

月份，零跑汽车销量 3.03万辆，同
比增长 113%，环比增长 37%，成为
8月份新能源车企中的“黑马”。

极氪 8月份销量 1.80万辆，同
比增长 46%，环比增长 15%。8月
份，极氪动作频频：发布全球首个
主动式AI大模型智能座舱；浩瀚智
驾进入 2.0阶段，端到端大模型全
面开启；获得上海、杭州 L3自动驾
驶测试牌照；推出新车2025款极氪
001、极氪 007。吉利控股集团总
裁、极氪智能科技 CEO 安聪慧表
示，极氪目标在第三季度冲击月均
销售 2万台，第四季度冲高单月销
售 3万台，有信心达成全年 23万台
的销量目标。

同为造车新势力的小鹏汽车
和蔚来汽车同比增速明显放缓。8
月 27 日，小鹏首款 AI 车型 MONA
M03正式上市，上市后仅48小时大
定量超 3万台，有望成为公司业绩
新增长极。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
鹏此前预期，从8月份开始，小鹏汽
车 的 销 量 将 逐 步 攀 升 。 MONA
MO3的月销量将逐渐达到1万辆以
上。与此同时，9月 1日，蔚来子品
牌乐道汽车的超百家门店同步开
业，覆盖全国 55座城市，也会为蔚
来的市场竞争再添助力。

车企推花式促销活动

从年度销售目标完成率来看，
尽管 2024年的时间进度已过去 2/
3，但多数新能源车企的完成率并
未过半。一方面是由于年初制定
的目标过高，低估了2024年的市场
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行业
销量周期的影响。

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
般而言，汽车市场销售呈现出前低
后高的全年周期表现，能完成 50%
销量目标的车企已实属难得，“金
九银十”汽车市场销售旺季已至，
有望进一步拉动市场消费。

为迎接销售旺季，各家车企纷
纷推出限时促销活动，助推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其中，不
少车企推出多款促销活动吸引消
费者购车，有的车企提供直接现金
优惠；有的则推出0息金融政策、免
费电卡、超万元配置赠送等多样化
福利。如小米汽车表示，9月1日至
30日，下定小米 SU7全系车型可享
受赠送价值8000元真皮座椅等。

除了车企多样化的促销活动
外，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促进汽车消费和产业转型升级的
政策，全力冲刺“金九银十”销售旺
季。例如，8月30日，成都市宣布投
入1亿元开展第三轮汽车消费奖励
活动，与第27届成都国际车展同步
亮相。从 8月 30日至 9月 20日，个
人消费者在成都市参加活动的汽
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完

整提交资料并在申报平台申报成
功的，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按照车价
最高可分别享受8000元、7000元奖
励。

经过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新能
源车企已经能够提供零排放且续
航里程长的车辆，满足人们的出行
需求。然而，电池技术的进步遇到
瓶颈，并且成本不断上涨，推动行
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更加注重
自动驾驶技术的竞争。众多企业
开始推出针对城市和高速公路环
境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智能化水
平成为左右销量的关键因素。

此外，为了响应消费者日趋
增长的智驾技术需求，近期，众多
产业链企业联手布局智能驾驶领
域，共同推进技术更新换代。比
如，为发挥华为在智能化领域的
优势，助力汽车行业实现智能化

转型升级，长安汽车和赛力斯共
同投资华为旗下的引望公司，各
以 115 亿元的价格收购引望 10%
的股份。同时，比亚迪方程豹与
华为在深圳签署智能驾驶合作协
议、小鹏汽车发布自主研发的芯
片“小鹏图灵”、理想汽车也宣布
OTA6.2 版本正式推送，持续在智
能驾驶、智能空间和智能电动领
域提升产品性能。

张翔预测，受多重因素的共同
推动，9月份汽车市场将呈现出积
极的发展势头。近期，产业链企业
纷纷“抱团”布局智能驾驶领域，推
动智驾技术迭代升级。随着搭载
智驾技术的新车型陆续推出，将吸
引更多消费者购车。此外，成都国
际车展的成功举办为车企提供了
展示和营销的平台，将进一步促进
车企销量提升。

新能源车企8月份销量分化再加剧
“金九银十”或将拉动汽车消费

本报记者 张芗逸

进入9月份，意味着进入“金九
银十”这一房地产销售的传统旺
季。各地纷纷推出房地产促销活
动，进一步支持多样化住房需求。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严跃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房地产提振政策及相
关促销活动对拉升 9月份、10月份
楼市行情有所帮助。

开展多样化促销活动

9 月 1 日，2024 重庆秋季线上
房地产暨家居展示交易会正式启
动，除了在线上线下集中展示房

源、开启房地产相关行业联动促销
以外，会上还推出惠民消费套餐、
财政贴息补贴等多种优惠措施。

除了重庆，其他一些地区也积极
开展房地产促销活动。在天津，“美
好津城 为爱安家”2024天津秋季房
交会正在举行，吸引270余家房地产
企业参展；在山东，2024齐鲁秋季
（48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将于9月5
日开启，集中展示一批满足百姓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楼盘项目。

此外，还有一些区域推出购房
补贴、发放购房消费券，助力楼市

“金九银十”。例如，杭州市萧山区
从 8月 31日起发放购房消费券，在
购买相关项目的新建商品住宅时
每套房源可凭消费券抵扣3万元。

进行房地产促销的同时，各地
的房地产交易政策也在不断优化
调整。9月1日起施行的《重庆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调整优
化房地产交易政策的通知》提到，
调整新购住房再交易管理、优化住
房套数认定标准等多项举措。

“重庆等地近期推出的一系列
房地产相关政策，将会发挥一定的
积极作用。”严跃进表示，预计今年

“金九银十”房地产领域优化政策
较多，房价也相对优惠，预期市场
表现将强于7月份、8月份。

市场活跃度或回升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推出房地

产相关政策。中指研究院数据显
示，8月份，各地相继出台房地产优
化政策超50条。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楼市政
策的出台节奏，进一步提升市场活
跃度。”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今年 9
月份、10月份，随着政策不断发力，
叠加各地收储动作持续推进，一、
二手房销售量相比7月份、8月份提
升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其中，一线
城市的市场韧性总体较强，市场成
交量提升的确定性更强。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研究
副总监徐跃进认为，接下来市场将
进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短期内
核心城市新房市场活跃度或将小

幅回升，但前期土地大幅缩量或制
约房企供货能力，进而拖累销售恢
复，新房市场整体仍承压。二手房
方面，预计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有
望保持一定活跃度。

谈及接下来房地产政策的发
力方向，张波表示，未来几个月政
策可以在一线城市优化限购、各地
增强购房补贴的力度、放松对新房
的价格管控等方面重点发力。其
中，在购房补贴方面，目前涉及的
包括契税、增值税在内的交易税减
免，以及人才购房、多孩家庭购房
相关的补贴，但总体来看补贴力度
依然偏小，可以针对性出台更大力
度补贴，尤其是大额限时折扣的效
果会更明显。

多地推出楼市“金九银十”促销活动 有望提升市场活跃度

本报记者 李 静

中秋假期将至，白酒行业迎来
传统销售旺季。连日来，《证券日
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白酒品牌
纷纷开启节日促销活动。

广发证券表示，进入9月份，白
酒行业由传统淡季转向中秋、国庆
旺季，在需求回暖的情况下主流产
品价盘有望企稳。

促销帷幕已拉开

随着中秋假期临近，头部酒企
以多种方式开展营销活动。比如，
洋河推出“中秋团圆喝洋河，万部
华为抢先得”活动；郎酒近期在福
建举办“中国郎·福建博饼文化
节”。

针对即将到来的旺季，各大酒
企还纷纷推出了中秋礼盒。比如，
茅台推出限量85000套的茅台2024
年中秋礼盒出炉；洋河则推出洋
河·梦之蓝中秋礼盒。

同时，不少烟酒专卖店也抢抓
“中秋行情”做起了活动。“53度五
粮 液 售 价 1100 元/瓶 ，整 箱 售 价
5880 元/箱，合 980 元/瓶。”位于北
京大兴区的凯森烟酒行负责人对

《证券日报》记者介绍，店铺是新开
业，今年中秋假期活动力度较大，
也是为了吸引新的顾客。

北京丰台区某烟酒零售店老
板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最近老客
户开始陆续订购白酒，价格在 300
元/瓶至600元/瓶之间，因为上半年
压货较多，今年中秋假期店里也加
大了促销力度，如购买产品总价格
超 2000元，会送价值 200元的红酒
一瓶。

除白酒专卖店外，部分商超的
白酒货架上也标注着最新优惠活
动——“购买部分指定酒品实付
880 元返 100 元现金抵用券，实付
2000元返300元现金抵用券”。

白酒专家、知趣咨询经理蔡学
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秋假
期是酒类销售、消费的重要时期。

当前，宴席与礼品的酒类消费开始
升温，带动了贵州茅台、五粮液、泸
州老窖等一线酒企的明星产品价
格回升，也带动了古井贡酒、今世
缘、迎驾贡酒等区域强势酒企在当
地市场的活跃表现。

武汉京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肖竹青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
时表示，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
可以带动两波市场行情，能够有效
扩大市场需求。同时，随着天气转
凉，白酒消费场景将逐渐回归，这
也会加大白酒的销售。

行业仍处去库存阶段

今年以来，酒企一直在通过促
销、强渠道等方式去库存，但产能
过剩、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明
显。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此 前 发 布 的
《2024 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
告》显示，2024年白酒市场“库存高
企”问题突出。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4年上半年有超过 60%经销商、
终端零售商表示库存增加，超过
30%表示面临现金流压力，超过
40%表示实际销售价格的倒挂程度
有所增加，超过 50%表示利润空间
有所减少。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A股与H股市场中的 21
家白酒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存货
金额同比增长 10.29%，达 1574.70
亿元。其中，贵州茅台、洋河股份、
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等5家
酒企存货均超百亿元。

在蔡学飞看来，下半年，随着
白酒消费旺季的到来，行业高库存
问题将逐步缓解。

肖竹青表示，整个白酒行业目
前的问题还是社会购买力不足，中
秋假期会对去库存产生一定的积
极作用。

虽然白酒库存问题依旧存在，
但透过白酒上市公司半年报可以
看出，白酒企业依旧充满韧性。东
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上述21家

白酒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
收2477.27亿元，同比增长13.14%；
合计实现净利润 964.34亿元，同比
增长13.0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734.45亿元，同比增长
25.47%。

蔡学飞称，上半年，一线酒企
基本上都取得了营收与净利润的
双位数增长，并呈现出产销两旺态
势；区域强势酒企由于有基数优
势，表现更为突出。

对于今年中秋假期行情，多家
酒企持谨慎乐观态度。水井坊表
示：“今年中秋旺季，我们保持谨慎
乐观的态度。”泸州老窖称，存量市
场竞争下，今年中秋假期，公司将
加大市场投入以获取更多份额。

券商也普遍看好旺季行情。
国盛证券研报表示，目前中秋动
销旺季逐步临近，市场整体预期
处于低位，动销环比改善可期。
华泰证券预计，中秋假期、国庆假
期应以环比改善、渐进式复苏方
向为主。

实探中秋节前白酒动销行情：

各大白酒品牌终端花式促销 酒企积极去库存缓解压力

本报记者 李 冰

随着半年报披露完毕，上市银行今年上半年
推进科技金融服务的“成绩单”也浮出水面。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多数上市银行科技
型企业贷款余额及服务科技企业用户数量均增
速明显。整体看，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并通过优化组织架构、深耕重点场景、推广
专项产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强科技金
融生态建设等全战略方向深入科技金融探索与
实践。

科技型企业贷款增速明显

经梳理，多家上市银行对科技金融着墨颇
多，个别银行在业绩报中提及“科技金融”达 30
次。综合看，围绕“科技金融”大文章，上市银行
正不断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

从贷款规模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
国银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均已超过万亿元。
截至 2024年 6月末，工商银行科技型企业贷款
余额近 2.1万亿元；建设银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
额 1.80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幅 12.31%；中国银
行共为 8.35万家科技型企业提供 1.71万亿元授
信支持。

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创新提升科技金融
服务质效。截至 2024年 6月末，农业银行战略
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达 2.63万亿元；交通银行
科技型企业授信客户数较上年末增长 16.05%，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
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分别为 5.89%、
37.87%和 8.51%；邮储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近
8 万户，融资余额突破 4000 亿元，同比增幅超
过 40%。

股份行中，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普遍超千亿
元。比如，招商银行科技企业贷款余额 5829.97
亿元，较年初增长 8.35%；浦发银行科技金融贷
款余额超 5500亿元；中信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
额4330.8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19%；光大银行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3510.61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 838.09亿元，增长 31.36%；民生银行对以“专
精特新”客群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超4000亿元。

在上市城农商行中，北京银行、上海银行表
现颇为亮眼。例如，报告期内，北京银行科技金
融余额3378.95亿元，较年初增长786.59亿元，增
速 30.34%；上 海 银 行 科 技 型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1535.2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9.41%。

“从各银行半年报来看，在科技金融领域，
银行机构均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对科技型企
业贷款投放增速显著增长。”中国银行研究院研
究员吴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科技金
融已成为提升银行经营竞争力的重要赛道，主
动赋能科技金融改革升级和落地实践已成为银
行机构的“必修课”。银行通过数字化手段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与质量，有助于缓
解金融科技创新融资难题，推动产业经济转型
升级。

“上市银行半年报普遍将‘五篇大文章’作重
点阐述，其中科技金融方面增速显著，亮点颇
多。综合看，国有大行体系化发展相对成熟，并
初步建立起全链条、全流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中小银行大多处于业务探索的阶段，规模仍待放
量。”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加强科技金融生态建设

围绕科技型企业所处不同产业链节点、所处
不同发展阶段特点，上市银行也持续完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加强科技金融生态建设，优化科技
金融组织架构和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

同时，多家银行正通过数字化能力精准营
销。中国银行表示，通过数字化能力精准营销和
手段开展客户画像，分层、分类精准营销施策，聚
焦科技型企业核心客群特征，围绕科技型企业项
目研发、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重点领域，提供全
生命周期服务。

浦发银行坚持以数智化为底座，围绕赛道发
展规划施工图，将科技金融作为战略主赛道，大
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企业。

农业银行创新推出新兴产业赋能贷，探索
“贷款+外部直投”业务模式，构建科技金融“政金
企、产学研、投服创”生态圈。

交通银行推出“交银科创”品牌，打造涵盖
“股债贷租”四大产品体系和“链圈园”三大场景
生态的专属服务方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多元化
接力式的全生命周期金融产品和服务。

兴业银行表示，聚合资源搭建科技金融强生
态。以“政策链、创新链、资本链、产业链、人才
链”为核心，搭建生态伙伴体系。

“当前各大银行普遍加大对科技金融重视力
度，在资源倾斜、产品研发、审批优化等方面做了
很多创新，驱动科技金融业务实现较快发展。从
经济结构转型大趋势看，科技金融必然会成为银
行业新增贷款的主力军和下一个风口。”薛洪言
表示。

吴丹认为，上半年银行业对科技型企业贷款
投放增速显著，但不容忽视的是，银行科技金融
服务仍面临堵点。如银行对初创企业支持不足、
信贷投放与科技企业轻资产缺担保等特征不适
应、科技金融风险控制体系尚不健全等。未来商
业银行应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科技水平和能力建
设，加快构建、完善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
控机制，以绩效考核等内部制度升级和完善为导
向，为科技金融发展和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贡献更多力量。

上市银行科技金融“中考”交卷：

主打“技术流”
多方位推进体系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