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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存量房贷利率调降尚处观望期，市场化铺开存难度 

 新三样”释放外贸新动能 

 央行邹澜：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政策工具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多部门推出组合政策促家居焕新消费 

 上半年猪价低迷多家猪企预亏，多部门推出保供稳价措施 

【国都策略视点】 

 策略观点：稳地产政策持续，年内底部有望趋稳 

【重点公司公告摘要】 

 深圳能源：全资子公司拟投资建设 45 万千瓦火光储多能互补项目 

 

 

 

昨日市场 

[table_yesmarket] 指数名称 收盘 涨跌% 

上证指数 3197.82  -0.37  

沪深 300 3854.94  -0.32  

深证成指 10972.96  -0.34  

中小综指 11803.56  -0.20  

恒生指数 19015.72  -2.05  

恒生中国企业

指数 6400.09  -2.42  

恒生 AH 股溢

价指数 142.67  1.29  

标普 500 4554.98  0.71  

纳斯达克综指 14353.64  0.76  

资料来源：ifind 
 
[table_aindustry]  [table_Global]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商品 收盘 涨跌 

纽约原油 75.71  2.15  

纽约期金 1982.50  1.20  

伦敦期铜 8461.50  -0.39  

伦敦期铝 2205.50  -2.28  

波罗的海

干散货 1037.00  -3.36  
 

 资料来源：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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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content] 
【财经新闻】 

 存量房贷利率调降尚处观望期，市场化铺开存难度 

7 月 18 日，记者致电建行、工行、招行、中行等多家银行的客服中心或北京支行个贷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总

行下发的关于存量房贷利率调降的通知。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存量房贷利率调整会有一个过程，央行鼓励后，预计商业银

行会一步步推开。对于存量房贷利率调降的实施路径，亦有分析认为，银行更多是根据存量房贷利率分阶梯差异化下调，因城施

策实施差异化调降规则。（证券时报） 

 

 新三样”释放外贸新动能 

 当前，“新三样”成为外贸领域的热词。以往，服装、家电、家具被称为外贸出口的“老三样”。现如今，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

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走俏海外，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海关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动载人

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增长 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 1.8 个百分点，绿色产业动能充沛。外贸“新三样”出口

快速增长，是我国外贸加速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表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涌现，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注入了

信心和活力。（人民日报、新浪财经） 

 

 央行邹澜：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落实好《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

动方案》，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延续实施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继续推动房企纾困专项贷款和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落地生

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于实施期已经结束的政策工具，存量余额还将继续发挥政策效果，确保银行体系对相关领

域的支持力度不减弱，必要时还可再创设新的政策工具，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中国

网） 

 

【行业动态与公司要闻】 

 多部门推出组合政策促家居焕新消费 

受多重因素影响，家电、家具、家装等家居消费上半年表现较疲弱，限额以上单位的家电、家具零售额同比增长 1.0%和 3.8%，

建材的零售额同比下降 6.7%。近日，商务部等 13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在 7

月 18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多部门解读相关政策，并提出了下一步的部署。(上海证券报) 

 上半年猪价低迷多家猪企预亏，多部门推出保供稳价措施 

与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同比微增形成对比的是，2023 年上半年，上市猪企依旧处于亏损状态，有的甚至亏损额同比增加。

按照申万行业分类，10 家生猪养殖上市公司中目前已有 9 家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9 家公司均预亏。虽然业绩不佳，但猪企坚定

信心，强化管理进一步降本增效，静待行业回暖。此外，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力促生猪市场平稳运

行。（证券日报） 

【国都策略视点】 

 策略观点：稳地产政策持续，年内底部有望趋稳 

1、房地产展望：稳地产政策持续，年内底部有望趋稳。22 年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低迷，为拖累经济主要原因之一。22 下半年

起，针对供给端房企融资政策、需求端居民限购限贷政策均由紧转松，我们此前多次分析指出，23 年房地产销售回暖能否持续？

能否传导提振房企投资积极性？为 23 年经济复苏强弱的主要变量之一。 

从前 6 月的实际数据来看，房地产呈现短暂回暖，但近三个月销售与投资两端再度转弱，并拖累地产链上游周期、下游大件商品

消费，成为近三个月经济复苏弱于预期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22 年底疫情防控积压的需求，在 23 年初平稳转段后释放，推

动房地产销售回暖，并在保交楼任务下房地产竣工面积连续转正。然而，短期销售回暖力度有限，弹性远不及前几轮楼市复苏周

期；22 年 2-4 月同期基数明显走低下，此前三个月的全国商品房销面同比降幅未见明显收窄，2、3、4 月累计同比依次为-3.6%、

-1.8%、-0.4%，并且前 5、6 月销面累计同比降幅转为扩大至-0.9%、-5.3%，可见本轮楼市政策结构性放松对销售提振有限。 

楼市成交短暂而弱式回暖，房企资金来源持续负增长，23 年以来房企资金来源同比降幅已较 22 年明显收窄，但持续未能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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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近两个月累计同比降幅再度扩大至前 6 月的-9.8%。以上销售端恢复疲弱与房企资金来源仍承压下，房企投资信心与意愿不足，

施工、新开工及拿地面积仍同比明显下降。前 6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同比降幅悉数连续四个月扩

大至-7.9%、-6.6%、-24.3%。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低位连续四个月环比缓慢回升后，5、6 月环比止升转降，其中 6 月加速回落至

历史低点 94.06。 

考虑到当前全国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长期房地产下行周期难以改变，同时居民负债杠杆率已高达 60%以上且

收入预期仍待提振，下半年地产销售、投资回暖的力度与持续性有待观察，或重点取决于居民收入预期及房企融资状况的两大主

体的改善程度。虽然近期在政策利率下调及随后的 LPR 基准贷款利率对称下调、稳地产的金融 16 条延期至 24 年末、央行鼓励

支持存量房贷利率自主协商下调、部分城市或进一步出台支持购房举措等预期发酵下，地产销售与投资有望逐渐底部企稳，对经

济的拖累程度趋缓。 

2、稳增长的结构性政策组合拳有望陆续落地。二季度经济整体弱于预期，表明疫后经济恢复转入内生动力偏弱的第二阶段：房

地产偏弱、居民耐用品消费不振、工业去库存及出口贸易下行等四大压力的叠加共振之下，稳增长压力显现。其中，提振企业投

资、居民消费信心与能力为经济稳增长之关键。 

前期下调政策利率及随后 MLF、LPR 商业银行负债、资产两端利率的下调，有望降低企业、居民贷款成本，提高投资实际回报

率，从而提振企业、居民两大主体扩张信用，实现“宽货币-宽信用-稳增长”的传导效果。 

为疏通宽货币向宽信用效果的传导机制与效果（此前宽货币政策向宽信用传导不畅），预计在下调政策利率、贷款利率的同时，

需要房地产行政调控政策的进一步优化、财税政策的协助激励、产业政策的鼓励支持等政策组合拳共同发力，以提振企业投资、

居民消费的意愿与信心。 

 

此前国常会研究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一批政策措施，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

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并强调，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

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 

同时，近期习总书记地方考察释放鲜明信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鼓励民营企业把握高质量发展机遇等；结合以上近日高层释放的信号来看，预计稳增长总量政策以稳健为主，结

合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目标，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结构性政策发力为主。 

3、近期密集释放的积极政策信号。近期政府与各类企业各大行业的圆桌会等常态化沟通机制正建立；近期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

平台企业座谈会，指出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持续推动创新突破、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进一

步激发内需潜力，有效带动中小企业联动创新，要建立健全与平台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其次，房地产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房地产“金融 16 条”中有适用期限的存量融资展期和新发放保交楼配套融资等两项政策，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政策延期利于房企缓释风险，降低房企信用风险。同时，近日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央行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与借款人自主协商变更合同约定，或新发放贷款置换原来的存量贷款。 

风险提示：国内房地产持续下行、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地缘政治冲突恶化、海外市场大幅震荡等风险。 

（数据来源：Wind，国都证券） 

 

 

 

【重点公司公告摘要】 

 深圳能源：全资子公司拟投资建设 45 万千瓦火光储多能互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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