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安 宁

随着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不
断，机器人概念在资本市场的热度也持续升
温。在上证e互动平台上，近一个月的时间，关
于“机器人”的问答多达400多条。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4日，A股
共有 968 家机器人概念上市公司，相当于每 6
家 A 股公司里就有一家涉及机器人业务。在
板块不断扩容的同时，投资者也要对那些“形
似神不似”的机器人上市公司通过蹭热点、炒
概念博得关注的行为保持警惕，以免误导投资
决策造成损失。

上市公司蹭热点行为并不鲜见。当某个

概念在市场走红时，就会有上市公司迫不及待
地蹭热点。部分公司深谙市场心理，通过公
告、互动平台或机构调研等渠道发布与热点相
关的信息，靠模糊或片面的表述来制造噱头，
吸引市场关注，达到炒作股价的目的。

今年2月份，因某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互动
平台上对投资者关心的人形机器人业务“模糊
回复”，上交所对其下发纪律处分决定书。上
交所表示，在机器人等相关概念处于当前市场
高度关注的热点时期，相关信息的发布应该真
实、准确、完整，并充分提示风险。

笔者认为，对于上市公司蹭热点行为，一方
面需要持续加大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另一方
面也需要投资者保持高度警惕。有效识别上市公

司蹭热点行为，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判断。
一是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业务与热点的关

联性。例如，从事白酒酿造的企业突然涉足疫
苗研发，或者主营印刷业务的公司跨界进入机
器人领域，对于此类与原有业务毫无关联的发
展规划，要对公司行为的合理性打个问号。

真正的业务开拓是建立在公司既有优势
与长期战略规划之上，而蹭热点多表现为短期
内忽然切入与主营业务关联不大的领域。因
此，一旦发现公司主业与热点关联生硬、跨度
大，投资者就需要警惕了。

二是重点关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
表述。很多蹭热点的企业，都是一味地喊口
号，通常在发布公告或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回

复投资者提问时，惯于使用语焉不详、模糊的
表述，没有翔实的数据与可行性方案支撑。例
如，在提及热点业务时，仅以“潜力不可限量”

“未来大有可为”等空洞字眼搪塞，对关键细节
绝口不提，像具体投入规划、收益预期、技术等
内容一概模糊处理。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要
保持冷静，切勿盲目跟风投资。

“大浪淘沙始见金”。资本市场上每一次
热点、概念的兴起都如同一场盛会，不管是上
市公司还是投资者，能在这场盛会中参与到最
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警惕部分上市公司蹭热点行为

本报记者 刘 琪

6月份金融数据发布在即。随着 5月份
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陆续落地显效，金融数
据将出现哪些积极变化？《证券日报》记者就
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对 6月份金融数据进行
前瞻分析。

总体来看，业界普遍预计，6月份新增人
民币贷款及社融均将环比多增。回顾5月份
数据，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0.62万亿元，新
增社融2.29万亿元。

从新增人民币贷款来看，东方金诚首席
宏观分析师王青预计，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
款约2.1万亿元，环比季节性大幅增加，同比
基本持平。今年上半年“化债”置换债券密
集发行，这意味着 6月份隐性债务置换规模
依然较大，会继续下拉新增人民币贷款规
模。不过，去年同期监管层治理资金空转，
导致去年 6 月份新增贷款基数明显偏低。

另外，今年 5月份降准落地，近期央行综合
运用 MLF（中期借贷便利）、买断式逆回购
等政策工具，连续开展中期流动性净投放，
银行体系资金充裕，也将加大银行信贷投放
能力。当前仍处于逆周期调节发力阶段，加
大信贷投放力度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
点，而 5月份央行降息带动 LPR（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下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实
体经济信贷融资需求。

华源证券研报分析，4月份及 5月份往
往是信贷投放小月，6月份为投放大月。尽
管信贷需求持续偏弱，但银行在 6月份往往
会冲刺信贷规模，以做大半年末贷款余额，
预计6月份新增贷款2.1万亿元。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预计，6
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 1.9 万亿元，同比少
增 2300 亿元，对应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
至 6.9%。

从新增社融来看，王青预计，6 月份新

增社融约 4 万亿元，在环比季节性增加的
同时，同比也将多增。除投向实体经济的
新增贷款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外，6月份新
增社融的主要支撑点仍是政府债券融资。
在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前置发力带动
下，6月份政府债券继续处于发行高峰期，
净 融 资 规 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约 7000 亿
元。与此同时，央行降准带动市场利率下
行，企业债券融资成本随之下降，6月份企
业债券融资规模同比、环比都将呈现多
增。考虑到隐性债务置换对新增人民币贷
款带来的扰动效应，当前新增社融是观察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主要指标。近
期新增社融持续同比多增，存量社融增速
加快，是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逆
周期调节的具体体现。

李超预计，6月份社融新增 3.8万亿元，
同比多增约 5400亿元，对应增速提升 0.1个
百分点至8.8%。

华源证券同样预测 6月份社融增量 3.8
万亿元，同比多增，多增主要来自政府债券
及企业债券净融资。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
开2025年第二季度例会提出，要实施好适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更好发
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
大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保持经济稳定增
长和物价处于合理水平。

王青认为，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在降
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货币信贷投放力度方向进一步发力。预计
三季度末前后，央行将再次实施降息降
准。这是下半年促消费、扩投资、引导物价
水平温和回升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此外，
预计下半年央行还将进一步丰富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箱，有可能设立定向服务新型
工业化的再贷款，引导更多金融资源进入
科技创新等领域。

6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社融或环比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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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围绕 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走势，《证券
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受访
专家普遍认为，6月份，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延
续稳健态势，CPI同比有望小幅回升，而PPI
同比或仍处于低位。

非食品消费价格有望边际改善

对于 CPI 走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温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 6 月
份 CPI 环比达-0.1%，同比涨幅为 0。国信
证券研报预计，6 月份，国内 CPI 环比约
为-0.1%，CPI同比小幅回升。中信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明明预计，6 月份 CPI 同比为
0.01%，环比为 0.02%。中金研报则表示，
CPI 同比或持平于-0.1%。尽管预测数值
存在细微差异，但整体均呈现出 6月份CPI
同比回升的态势。

食品价格方面，温彬分析称，6月份，农产
品供应进入旺季，价格延续季节性下行。其
中，夏季时令水果集中上市，价格环比下跌
2.3%；猪肉、鸡蛋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价格
分别环比下跌 2.3%、6.4%；粮油产品价格略
降，环比下跌0.3%。不过，受季节性换茬、气
候及运输成本影响，蔬菜价格环比上涨1.3%；
淡水鱼供应仍然偏紧，推升水产品价格。

中金研报显示，受阶段性高温天气和蔬
菜产地转换的影响，6月份中国寿光蔬菜价
格指数同比由负转正，环比亦止跌企稳；猪
肉消费正处于淡季，叠加前期生猪出栏节奏
加快，供应相比去年较为充足，行业整体处
于产能去化阶段，6月份 22省平均猪肉价格
同比下降16.3%、环比下跌2.3%。

非食品价格方面，温彬表示，6月份，原
油潜在供应风险上升，削弱了OPEC+增产所
带来的利空影响，加之进入夏季后油品上下
游消费随着季节性因素而恢复，以及战略储
备采购带来的非常规需求增长，油价触底回
升。国内成品油价格分别于 6月 3日和 6月

17日两次上调，将会带动能源价格上涨。
中金研报表示，汽油价格止跌回升，以

旧换新政策持续推动家用电器等消费，服务
消费或呈现温和复苏状态，预计非食品消费
价格边际有所改善。

PPI磨底阶段或延长

对于 PPI走势，温彬预计，6月份 PPI环
比为-0.1%，同比为-3.2%，较5月份（同比下
降-3.3%）降幅收窄。明明预计，PPI 同比
为-2.78%，环比为-0.15%。中金研报显示，
PPI同比或持平于-3.3%。国信证券研报显
示，6月份 PPI环比或约为-0.3%，同比继续
回落至-3.4%。

温彬分析称，从国际看，6月份国际原油
价格飙升，当月均值环比上涨 9.1%，为近 3
年来最高月度涨幅。在原油价格冲高带动
下，CRB指数明显上升，当月均值环比上涨
2.9%，为 2月份以来最大月度环比涨幅。原
油外的其他产品涨幅有限，其中金属价格月
度均值环比上涨0.4%，工业原料价格月度均
值环比上涨0.5%，显示出在关税扰动下需求
端仍然偏弱。

“从国内看，6月份南华工业品指数月度
均值环比上涨0.8%，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
的环比下跌。”温彬说。

中金研报表示，能源方面，6月份布伦特
原油平均价格由 5月份的 64.0美元/桶回升
至 69.8美元/桶，同比降幅有所收窄；高温天

气带动用电量增加，对动力煤价格形成一定
支撑。黑色金属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拖累
钢材消费，螺纹钢和线材等价格继续走低。
建材方面，在需求走弱背景下，水泥和浮法
玻璃价格亦承压。有色方面，受贸易摩擦缓
和以及低库存的影响，铜价出现阶段性反
弹。6月份 PMI分项显示，购进价格指数和
出厂价格指数相较 5月份均上升了 1.5个百
分点，其隐含的PPI环比或为-0.3%。

展望未来，明明认为，物价端仍面临外
需影响。一方面，油价可能长期承压；另一
方面，上游降价压力可能向下游生活资料乃
至 CPI非食品项传导。整体而言，预计 CPI
下半年在基数效应下将在0附近波动，PPI磨
底阶段或延长。

业内预计：6月份CPI同比或小幅回升

经济数据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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