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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14A

名称
浙海德曼

安集科技

龙头股份

圣龙股份

吉翔股份

莎普爱思

名称
海辰药业

*ST天山

安利股份

星云股份

智云股份

立方数科

收盘价
47.60

187.00

7.55

17.67

10.11

11.54

收盘价
27.65

9.13

12.74

29.65

10.87

7.07

涨幅（%）
+17.13

+11.69

+10.06

+10.03

+10.01

+10.01

涨幅（%）
+20.01

+19.97

+19.96

+13.78

+12.994%

+12.222%

名称
冠石科技

永悦科技

龙版传媒

航天宏图

坤恒顺维

华依科技

名称
蓝英装备

联合精密

恺英网络

贝肯能源

华力创通

仁智股份

收盘价
65.33

6.49

11.50

46.96

60.22

44.61

收盘价
20.14

27.81

10.92

12.50

32.45

3.78

跌幅（%）
-10.00

-9.99

-8.29

-8.10

-7.51

-7.20

跌幅（%）
-10.29

-10.00

-9.98

-8.76

-8.64

-8.03

名称
赛力斯

张江高科

四川长虹

恒为科技

隆基绿能

工商银行

名称
欧菲光

长安汽车

华力创通

润和软件

宁德时代

科大讯飞

收盘价
66.54

25.10

5.19

37.05

27.32

4.84

收盘价
9.36

15.27

32.45

28.14

195.94

54.28

成交额（万）
712461

638145

376546

347961

277527

273465

成交额（万）
961780

591257

567279

517856

474418

462468

名 称
*ST西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18

4.80

7.86

8.98

13.25

3.77

17.72

14.24

涨跌幅（%）
+0.63

-1.03

+1.29

+1.70

+3.03

+1.34

+2.43

+0.71

成交量（手）
47324

264607

43424

13516

287833

71460

474316

23169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近期，随着多地出台“认房不认贷”、统
一最低首付比例、调整房贷利率下限、降低
存量房贷利率等房地产利好政策，南京、济
南、福州、郑州等多个二线城市取消限购，广
州调整限购实施区域范围，上海降低临港新
片区人才购房门槛等，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
进入更为全面的阶段。

从多个机构反馈情况看，政策落地后，
消费者置业意愿、购房信心提升，卖一买一
置换需求带动挂牌量增加，二手房价格保持
平稳，在房企去化压力下，新房涨价预期不
明显。

一线城市购房热度提升

8月底，多部委联合发文，明确了“认房
不认贷”的认定标准，同时将全国首套、二套
房商贷首付比例下限降至20%、30%。8月30
日，广州、深圳率先落地执行首套房“认房不
认贷”政策。9月1日，上海、北京全面跟进执
行，力度超预期。

“落实‘认房不认贷’后，房地产市场成
交明显快速上扬又逐步回落。从线上数据
看，一线城市二手房热度上涨幅度在 9 月 2
日达到峰值，后续逐步回落，至9月10日又
有所反弹，并稳定在高于 8 月均值水平之
上。”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一线城
市成交反弹，是由于前期累积需求释放，潜
在购房人群心理状态偏犹豫，随着具体政策
落地，需求将快速释放。

“北京、上海在9月第一个周末成交量爆
发后，第二个周末成交量降低超50%。”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新政发布后的
一周时间里，北京二手房成交5000套左右，
新建住宅累计成交3500套左右。

随着需求释放动能减弱，9月后两周成
交量明显下降。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9
月份，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签约5891套，成交
面积67.96万平方米，环比分别增长42.9%和
41.1%；二手商品住宅成交14262套，环比增
长30.1%。

“上海新房交易市场处于活跃和复苏态
势，部分数据好于预期。”易居研究院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目前，成交量明显增加，买房
群体主要是一些刚需购买者。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广州推盘个数达20
个，总推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42%。广东省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总体来看，政策对广州、深圳等地的影响没
有北京、上海大，但广深地区新房楼盘的访
客和二手房带看量有明显增加。“除了常规
促销外，开发商推出了‘一口价’房源，以此
带动买房人气。”李宇嘉说。

市场价格保持基本平稳

新政落地后，二手房挂牌量上涨，一些
新楼盘取消优惠政策，许多购房者担忧是否
会导致新一轮房价上涨？

“市场价格基本平稳，二手房、新房都没
有出现明显涨价现象。”张大伟表示，二手房
房源挂牌量明显增加，一部分是为了卖一买
一享受较低首付，另一部分是期望价格上涨
变现，但目前成交量基本平稳。

严跃进认为，一些房企收回优惠折扣看
似是在涨价，其实是吸引购房者入市的一种
营销手段，从供求关系看，房价上涨没有必
要也没有市场基础。特别是二手房挂牌量
增加，有助于减少二手房价格炒作现象。“房
企要珍惜当前的政策，主动在市场秩序稳定
方面做好相关工作，确保房价稳定和预期稳
定。”严跃进提醒。

“尽管政策全面回归常态，但并不会带
来新一轮楼市反弹，主要因为房地产市场基
本面已今非昔比。”李宇嘉表示，现在，不管
是房价、居民杠杆率还是住房需求空间，都
发生了改变。这次房地产政策调整目的就
是防风险、保稳定。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中秋国庆假期（9月29日至10月6日），重点
10城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612套，较去年
国庆假期日均成交量上涨43.8%。但相比往
年同期的成交数据，今年日均成交量处于近
7年的次低位水平，较2021年及以前的日均
成交水平下降幅度超30%。

“‘双节’期间一些城市楼市成交量回
升，但成交端仍具备较大上升空间，后续仍
然需要利好政策持续加持。”诸葛数据研究
中心高级分析师关荣雪说，成交量回升有望
带动市场信心提振，叠加政策端宽松态势延
续，后续楼市复苏值得期待。

用好政策工具和窗口期

据中原地产统计，7月24日至8月底，全
国房地产政策进入密集发布期，累计调控超
过200次。9月，各地累计发布房地产调控政

策高达175次。9月至10月是房屋交易较为
活跃时期，俗称“金九银十”，11月至12月是
房地产开发商冲业绩的关键期，后续几个月
楼市的表现至关重要。

“去年，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基数较低，随
着各地因城施策，如果用好政策工具、把握
好窗口期，有望实现全年楼市‘U形’走势。”
李宇嘉表示，量的稳定是防风险的前提，也
是质提升的基础，预计将有更多城市出台各
类调控政策，不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张大伟表示，对于北京等一线城市来
说，“认房不认贷”主要影响的是改善性住房
需求，这部分需求经短期消化后，后续如果
没有其他政策利好，市场可能在10月后继续
调整。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
期，35个代表城市日均成交面积较去年同期
及2019年同期下降两成左右。整体来看，国
庆期间各地楼市表现不一，上海、广州在楼
盘供应端带动下情绪回升，北京、深圳、成
都、杭州楼市表现相对平稳，武汉、苏州、天
津等地在房交会、新政显效下，市场活跃度
得到提升，但市场持续性仍需观察，短期市
场依然有压力。

后续政策还有哪些优化空间？张波建
议，可以进行“打补丁”式优化，例如调整
普通住宅认定标准；降低房贷利率，尤其
是降低首套房贷利率，减轻购房者月供压
力。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建
议，一线城市库存压力大的区域可以按照
因区施策、一区一策原则，与人口、人才等
政策结合进行政策优化。“随着政策进一步
落实，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渐企稳
恢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预期渐稳，以
价换量或带动需求释放，全国房地产市场
也有望逐渐筑底企稳，价格整体稳定，其中
三四线城市短期内价格或延续下跌态势。”
陈文静说。

“由于‘金九’市场表现总体不如预期，
开发商紧抓‘黄金周’冲刺四季度业绩，不少
新盘上市、老盘加推吸引人气，特价房、折扣
营销等各类促销策略也带动人气回升。预
计10月总体成交量比9月将有所提升。”张
波说。

本报综合消息

Wind 数据显示，自9月份以来，已经
有20家银行获机构不同批次调研。其中
常熟银行、瑞丰银行被调研次数较多，分
别为20次、11次；宁波银行、渝农商行获机
构调研家数居前，分别为 206 家、128 家。
从上市银行披露的调研情况来看，信贷投
放、息差表现是机构关注的重点方向。

10月9日，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分别披
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情况。其中，针对
投资者关注的信贷投放进展及计划，无锡
银行介绍称，2023年，该行将坚定围绕战
略转型目标和全年经营发展目标，全年新
增信贷规模计划增速高于2022年。同时
将持续加大对“三农”、普惠小微和零售类
贷款的资源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其贷款
占比。四季度投放将对照年度投放计划，
并为 2024 年做好相应的信贷储备工作。
针对异地扩张情况，无锡银行介绍，该行
的主要经营区域位于无锡本地市场，在苏
州、常州、南通设立了3个分行，在省内多
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该行将积极把握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苏锡常一体化的战略机
遇，增大对普惠小微、绿色、科创领域、民
营制造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针对信贷投放方面，杭州银行表示，
基于今年合意贷款增量相对稳定的前提
下，全年贷款增速预计将在15%左右，信贷
增长规模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9月以来
信贷投放边际上较8月有所增加，投放仍
以公司贷款为主，整体增速符合预期。

从多家银行披露的投资者调研情况
来看，银行息差表现是投资者关注的另一
个重点方向。常熟银行在展望全年息差
表现时表示，2023年以来，面对他行竞争
以及经济不及预期带来的信贷需求不足，
贷款端收益率仍然呈现下行趋势。近年
来该行通过向下、向小、向信用、向偏等方
式来优化贷款端结构，使贷款端价格少
降、缓降。从存款端来看，该行今年根据
市场情况多次下调存款利率，存款成本得
到控制。展望全年，该行贷款端将继续坚
持做小做散做信用，提升高息贷款占比，
同时优化存款结构，增强对公结算性存款
稳定性，控制负债端成本，预计全年息差
将小幅收窄。

渝农商行在展望后续息差时表示，从
近期存、贷款利率市场及政策情况看，预
计下半年及明年银行业整体息差大幅收
窄的趋势将有所好转，但仍面临一定压
力。

机构普遍看好银行板块当前阶段配
置机会。平安证券在最新研报中指出，三
季度以来稳增长政策信号不断强化，有望
推动市场预期的改善。此外，伴随无风险
利率中枢持续下行，银行股息收益率吸引
力进一步凸显，关注板块作为高股息资产
的配置价值。全年来看，居民消费倾向和
风险偏好的修复仍然值得期待，成为推动
板块盈利和估值回升的催化剂。

信达证券也认为，当前银行板块息差
下行、风险因素等的扰动在估值中已有体
现，配置银行股股息收益相对稳定。银行
作为顺周期板块，政策利好银行基本面修
复。总体来看，随着利好政策陆续落地，
银行资产质量有望边际改善，存款利率多
次调降减轻息差成本压力，企业信心恢复
动力或有提升，多种因素有望贡献银行板
块估值反弹。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东京10月12日电（记者 刘春燕
钟雅）日本全国银行资金结算网12日发布公
告说，10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影响部分银
行转账交易的全国银行间结算系统故障已
排除。

公告说，针对系统软件故障的修复工作
已于 12 日黎明前完成，当天上午 8 点半开
始，汇款交易已恢复正常。

日本全国银行资金结算网11日召开记者
会时表示，本次系统故障的原因是将各金融机
构与全国银行间结算系统连接起来的“中继计
算机”软件出现故障。两天中受到影响的汇
出、汇入交易分别为255万笔和251万笔。

从10日上午8点半开始，三菱日联银行
等11家金融机构无法向其他银行进行转账，
窗口、ATM 机、网上银行均无法使用。同

时，上述11家金融机构也无法接收来自其他
银行的汇款。

日本全国银行资金结算网是日本金融
机构为企业和个人进行资金结算的通用平
台，该系统为日本全国1000多家金融机构提
供结算服务。受本次系统故障影响，部分地
区儿童补贴发放、部分企业工资发放、企业
间资金往来等交易被延迟。

四季度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
9月以来A股20家银行
获机构不同批次调研

日本银行间结算系统故障影响逾500万笔交易

在汇金增持四大行的利好消息下，A股
三大股指 10 月 12 日集体高开。半导体芯
片走弱，一度导致创指早盘转跌，但午前锂
电和光伏的走强，两市重返升势。午后两
市急跌后，缓慢震荡回升，维持高位震荡态
势。

从盘面上看，A股高开高走，上证指数收
涨 0.94%，收复 3100 点；万得全 A 涨 0.81%。
金融股普涨，医药股连续走强，锂电池产业

链回暖，新能源车、半导体、储能概念活跃；
AI应用题材悉数回调。

至 10 月 12 日收盘，上证综指涨 0.94%，
报3107.9点；科创50指数涨0.73%，报899.98
点；深证成指涨 0.83%，报 10168.49 点；创业
板指涨0.76%，报2019.1点。

Wind 统计显示，两市共 3316 家上涨，
1778家下跌，平盘有16家。

两市成交 8313 亿元；共有 44 只股票涨

幅在9%以上，5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
Wind 数据显示，北向资金全天大幅净

买入 66.16 亿元，终结连续 4 日净卖出态
势。

本报综合消息

A股市场大幅收涨 逾3300股收涨

股市动态股市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