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9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北京监管局提示金融消费者，

擦亮慧眼，谨防“原始股”骗局。所

谓“原始股”，指的是企业在上市之

前发行的股票。近年来，“原始股”

骗局时有发生，传销组织也假借“原

始股”行骗，不法分子设计了多种诈

骗套路，不少消费者遭受财产损失。

具体来看，“原始股”骗局通常

有“四大套路”。套路之一，购买产

品送股份。不法分子夸大产品功效

和公司未来前景，诱使消费者花费

巨额资金购买公司产品以获得公司

即将上市的“原始股”。然而，这些

“原始股”往往只是空头支票，甚至

公司本身都是虚构的，消费者不仅

无法获得股票收益，还将损失自有

本金。

套路之二，饥饿营销乱挂牌。

不法分子利用部分投资者的从众心

理，散布公司即将上市或正在进行

私募融资的虚假信息，通过挂牌“新

四板”、限量发售等手段，诱导投资

者抢购“原始股”。然而，这些所谓

的“原始股”往往价格虚高，且公司

上 市 遥 遥 无 期 ，投 资 资 金 极 易 被

套牢。

套路之三，传销团伙行诈骗。

不法分子以传销模式组织销售“原

始股”，发展下线，获取高额提成。

例如，利用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关

系进行传播，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

导更多人加入。一旦资金链断裂，

诈骗网络就会迅速崩塌，投资者不

仅血本无归，还可能面临亲友关系

破裂。

套路之四，海外挂牌连环骗。不法分子谎称公司在海

外挂牌上市，通过伪造海外注册文件、发布虚假财报等手

段，营造出公司实力雄厚的假象。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

况下购买所谓的“海外原始股”，结果却发现这些股票根本

无法流通。

“因此，广大金融消费者要做到一‘清’、二‘白’、三

‘看’、四‘问’，远离‘原始股’骗局，守护财产安全。”北京金

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所谓一“清”，是指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原始股”的交易

规则、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特点，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

力作决策。所谓二“白”，一要明白“原始股”并非稳赚不赔

的捷径，切勿轻信虚假宣传和夸大承诺；二要明白“天上不

会掉馅饼”，需高度警惕突如其来的“原始股”致富机会。所

谓三“看”，一看公司资质与实力，要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公司

的注册信息、经营状况等；二看“原始股”发行程序是否合法

合规，是否经过相关部门审批；三看投资协议与合同条款是

否明确清晰，是否存在潜在风险。所谓四“问”，一问自己是

否了解投资项目并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二问专业人

士对投资项目的看法和建议；三问相关部门对投资公司的

监管情况；四问一旦遭遇“原始股”诈骗应如何维权，要注意

留存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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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炉的金融数据显示，我国广义货

币（M2）增速近两个月有所企稳，8 月社会融

资规模和人民币贷款新增均高于市场预期，

折射出在结构转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金融

数据在高基数上仍保持平稳增长，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今年以来，金融总量增速放缓有多方面

原因。首先，当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相对偏

弱。央行发布的银行家调查问卷显示，二季

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由一季度的 71.6%回落

至 55.1%，是 2004 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

前些年我国贷款需求相对旺盛，信贷增长放

缓主要是受供给侧约束，现在贷款需求指数

和贷款增速同向下降，表明信贷增长从供给

侧约束转向了需求侧约束。

其次，项目储备数量依然不足。金融机

构项目储备代表信贷投放的空间和后劲，其

金额和数量变化能有效反映实体经济需求的

强弱。有东部经济大省对辖内金融机构的调

查显示，二季度金融机构项目储备金额和数

量较一季度回落幅度均超过 20 个百分点。

再次，金融数据“挤水分”短期内会有下

拉效应。规范和治理手工补息主要是压缩企

业资金空转套利的空间，这也有利于引导资

金脱虚向实。企业及时将闲置资金支付拖欠

账款，一定程度上还会提高资金周转的效

率。央行企业家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

企业资金周转指数、销售款回笼指数分别为

60.2%、62.9%，均较去年同期回升 1 个百分点

以上。可见，在“挤水分”后，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是实打实的，质效也在持续提升。

同时，存款结构出现相应变动。狭义货

币（M1）主要是单位活期存款，也有观点将 M1

视为企业流动资金状况的反映。M1 会受到

短期特殊因素的扰动，近期 M1增速持续下降

就主要与治理手工补息、存款向理财分流、存

款定期化等因素有关。从存款整体来看，近

期存款总量仍保持增长，但活期存款尤其是

企业活期存款出现一定分流。

事实上，随着经济金融体系现代化程度提

高，货币总量指标与实体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总

体在下降。货币供应量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

关性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产业结构的变

化。与传统产业有所不同，新兴产业的发展更

加依赖技术创新和资本市场。二是金融市场

深度的变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化会消化

吸收部分货币供应量。三是货币边际效用的

变化。大量货币如果没有用于消费和投资，货

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也会减弱。

因此，简单观察金融总量增速，已经不能

全面、真实地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成

效。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并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

信贷增长由供给侧约束转为需求侧约束，一

味追求金融总量增长难度较大，还可能产生

资金空转等“副作用”。相较而言，“淡化总

量，重视质效”对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意义更

大，盘活已有资金存量，健全市场化利率调控

机制，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才能更好支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2024 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多家汽车行业

沪市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亮眼，盈利质量持续改善。数据显示，

2024 年上半年，沪市汽车行业公司实现营收 9532.23 亿元，同

比增长 5.16%；归母净利润 398.69 亿元，同比增长 44.83%。其

中 ，近 七 成 公 司 实 现 业 绩 正 增 长 ，增 速 超 100% 的 有 13 家

公司。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2024 年上半年，A 股汽

车行业上市公司整体表现稳健，营收与利润双增长，这表明尽

管市场竞争激烈，但行业整体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盈利能力。

此外，盈利公司比例较高，说明大多数企业在面对挑战时，依

然能够维持良好的经营状况。

零部件公司业绩增长

今年以来，汽车产业继续围绕新能源化和智能化发展趋

势，快速推进各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在新能源汽车

下乡、以旧换新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上半年国内汽车产业产销

量延续稳定增长趋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4 年

1 月至 8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67.4 万辆和 1876.6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2.5%和 3%。至 2023 年，中国汽车产销已连续十五

年蝉联全球第一。

受产销两旺的行业态势影响，沪市整车企业赛力斯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650.44 亿元，同比增长 489.58%；实现归母净

利润 16.25 亿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宇通客车上半年实现

营收 163.36 亿元，同比增长 46.99%；实现归母净利润 16.74 亿

元，同比增长 255.84%。

汽车行业潜能持续释放，需求稳中有增，带动汽车零部件

公司经营业绩显著增长。比如，主要从事汽车铝合金精密铸

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文灿股份，上半年实现营收 30.76

亿元，同比增长 20.07%；实现归母净利润 0.82 亿元，同比增长

488.19%。该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燃油

车的车身结构系统、一体化车身系统、电池盒系统、电驱动系

统、底盘系统、制动系统、变速箱系统及其他汽车零部件等。

文灿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业绩增长主要受益于新能源

汽车客户订单需求旺盛，公司车身结构件及一体化大铸件产

品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增加。2024 年上半年，文灿股份新能

源汽车产品收入 97136.34 万元，同比增长 160.89%，其中，车身

结构件（包括一体化车身结构件）收入 67365.89 万元，同比增

长 128.47%，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此外，受益于海外轮胎市场需求旺盛、原材料价格下降等

因素，轮胎公司今年上半年也延续高景气度，产销两旺、盈利

增长。例如，玲珑轮胎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103.80 亿元，同比

增长 12.37%；实现归母净利润 9.25 亿元，同比增长 64.95%。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2024 年以来，公司持续运用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各类业务系统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提升制造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记者注意到，有多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表示，目前在手订

单充足。例如，聚焦汽车零部件主业的拓普集团，在研发创新

及数智制造的加持下，公司本年度新接订单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公司内饰功能件、轻量化底盘、热管理业务的综合竞

争力持续提升；汽车电子类业务迎来收获期，闭式空气悬架系

统、智能刹车系统（IBS）、电动转向系统（EPS）、智慧电动门系

统等项目逐步量产落地并实现销售快速增长。值得注意的

是，拓普集团上半年实现营收 122.22 亿元，同比增长 33.42%；

净利润 14.56 亿元，同比增长 33.11%。

长江证券汽车首席分析师高伊楠认为，汽车智能电动化

变革打开了行业远期成长空间，中国优秀零部件企业凭借技

术、成本、响应速度等优势逐渐重塑行业格局，有望在新时代

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智能电动汽车相较于传统燃油汽

车，内部零部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带动增量市场。

出口维持高景气度

当前，不少车企都紧抓海外市场机会，加速“全球扬帆”进

程，汽车行业出口维持高景气度。高伊楠表示，汽车需求表现

平稳，新能源汽车以及出口增长表现强劲，随着旺季到来，汽

车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汽车

出口 377.3 万辆，同比增长 28.3%。其中，传统燃料汽车出口

295.5 万辆，同比增长 33.4%；新能源汽车出口 81.8 万辆，同比

增长 12.6%。而且，今年前 7 个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

总额达 172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出口金额 131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

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汽车由于智能化程度高、质量好、价

格合适，目前已在多个国家获得认可，近几年的出口量一直在

增加。在全球电动化浪潮下，沪市车企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和

产品迭代，海外订单充足，以技术进步和产品迭代催动出口

增长的特征更为明显。上半年，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

集团合计实现海外销量超 80 万辆，同比增长 20%。与此同

时，“一车出海带动全链”，42 家汽车零部件公司海外收入同

比增长 8%。

长城汽车在半年报中提到，海外销售增长是带动利润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24 年上半年，长城汽车累计销售

55.49 万辆，同比增长 6.95%，增速超过行业整体表现。其中，

新能源车型销售 12.98 万辆，同比增长 44.89%，连续 4 年增长；

海外销售 19.98 万辆，同比增长 62.09%，连续 8 年增长。

接下来，该如何继续提升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的竞争

力？刘春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加强技术

创新。通过持续投入研发，提高车辆性能，特别是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要加快电池技术、智能化驾驶技术的发展。二是

扩大品牌影响力。通过市场营销策略提升品牌形象，加强

海外市场布局，特别是对新能源汽车有需求的增长市场。

三是提升服务质量。通过改善售后服务网络，确保海外消

费者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四是积极

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变化。持续密切关注国际经贸政策的变

化，灵活调整生产和出口战略，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风

险。五是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响应环保要求，推广低碳、

节能的汽车产品。

中信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全球化是中国车企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短期来看，整车出口仍是我国车企出海的

主要方式。海外销量有望成为新的投资驱动逻辑。长期来

看，车企出海不仅有望获得份额和盈利性的双重提升，甚至

有望进行技术标准的输出，实现更高质量的海外增长。随

着南美和中东市场逐渐成为出海增长的新动能，预计下半

年出口量将会有明显的提振，带来相关标的投资机会。

广发证券汽车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闫俊刚认为，2021 年

以来，内需具备韧性叠加出口持续突破，驱动中国乘用车需求

持续向上。中国品牌乘用车在此过程中通过驱动技术路径的

选择与储备、持续的技术创新及显著的性价比优势提升国内

及海外市占率。展望未来，在政策呵护及海外增长双轮驱动

下的乘用车需求，仍然值得期待。

以旧换新渐显成效

为推动汽车消费，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多项利好政

策。今年 7 月份印发的《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中提出“提高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

准”，符合相应条件的单车补贴最高达 2 万元。当前，以旧换

新政策逐步发力显效，不断推动汽车换“能”。截至 8 月 31 日，

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突破 80 万份，单日申请量持续增长。

东吴证券所长助理、汽车行业首席分析师黄细里表示，报

废补贴新政金额加码效果显著，有望刺激老旧报废置换需求，

支撑销量提升。同时，地方层面积极跟进，陆续推出汽车置换

补贴政策，进一步扩宽政策覆盖范围，有望持续刺激汽车消费

需求。从 8 月数据看，政策拉动效果好于预期，除国家报废换

新补贴翻番外，各地政府近期普遍加码置换补贴，对乘用车终

端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据显示，上半年，广汽集团、上汽集团、长城汽车等整车

企业合计销售新能源汽车约 76 万辆，同比增长 8%；赛力斯专

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上半年累计销量超 20 万辆，同比增长

349%；宇通客车集客车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上半年

公司大中型客车销量 18335 辆，同比增长 41.5%，市场占有率

36.9%，稳 居

行业第一位，继续保持龙头地位。

具体来看，广汽集团上半年实现汽车

销量超 86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汽车销量占比

提升至约 36.5%。报告期内，公司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销量比例已提升至 40.63%，其中节能汽车比例约为

21.62%，新能源汽车比例约为 19.01%。下属广汽传祺上半

年 实 现 产 销 19.36 万 辆 和 18.89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6.51% 和

0.44%，高价值车型占比持续提升。

“在国内宏观经济总量稳中有升背景下，内需更新率均值

回归有望带来商用车明显销量弹性。”闫俊刚认为，短期视角

下，从内需来看，以旧换新有效促进乘用车需求转换，需求景

气度表现持续超预期；商用车以旧换新政策也已出台，有望逐

步贡献销量弹性。中长期视角下，从内需来看，通过对乘用车

需求结构拆分，国内市场依然具备成长空间，换购需求有望成

为下一阶段总量成长的新动能。

高伊楠表示，展望下一阶段，智电加持竞争力，看好自

主高端化的进程和海外市场的持续扩张。以比亚迪、华为

智选，以及头部新势力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发力中高端市场，

2024 年三四季度车型持续密集投放。智能驾驶进入端到端

大模型阶段，智能驾驶有望从量变进入质变，使用体验大幅

提升。我国车企持续走向全球，尤其在下一阶段全球新能

源需求提升过程中，中国企业有望把握行业契机持续实现

全球份额扩张。

邮储银行深圳分行

优化绿色资源配置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当前，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已跃升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核心导向之一，而智能化与绿色生产的深度融合，

则是孕育并发展新型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24 年 5 月，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分行服务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

正式印发，提出要重点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

对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等重点领

域的资金投放，努力打造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和一流示范银行。

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已成为深圳市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格林美”） 便是其中代表性企业，主营废弃资源综

合利用行业与新能源行业，构建了“城市矿山开采+新能

源材料制造”的双轨驱动业务模式，是全球动力电池用

三元前驱体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世界新能源供应

链的头部企业。在“绿色低碳”理念上，邮储银行深圳

分行与格林美不谋而合，邮储银行深圳分行伴随企业从

小到大、由弱变强，双方合作年限已长达 8 年。

为更好地服务绿色产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邮

储银行深圳分行根据格林美实际经营情况及金融需求，

为其组建服务团队，主动对接，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

案，并通过高效的总分联动协同机制，快速为企业落地

授信、发放贷款，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

保障。在此基础上，深圳分行持续加大授信支持力度，

不仅为格林美旗下多家子公司落地了授信业务，且将合

作范围从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拓展至涵盖固定资产贷

款、交易银行服务、结算服务及存款业务等在内的全方

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为格林美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等

民营企业解决了日常经营资金周转需要，为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增添动能。

未来，邮储银行深圳分行将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资

源配置，让金融活水更快速、更精准触达绿色产业，激

发技术创新活力，加快产业升级进程，为培育新质生产

力注入绿色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

（数据来源：邮储银行深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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