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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修复&政策持续加码，相对收益可期 
经济数据显示疫后修复持续，政策逐步见效，需求政策或持续发力。6 月 PMI

数据公布，绝对值弱于 2020 年修复，拆分看，物流修复超预期，生产修复积

极，服务业修复积极，建筑业 PMI改善，基建高位，房地产修复。此外，房地

产销售有所改善。物流、生产、施工等数据改善，凸显疫情影响修复，政策

效力显现，考虑到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稳经济政策后续仍将持续发力支持需

求端修复。 

投资政策持续加码，结构性工具持续可期。（1）国常会明确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由人民银行牵头支持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等筹

资 3000亿元，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 3000亿元，用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

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 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

搭桥。中央财政按实际股权投资额予以适当贴息，贴息期限 2年。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通过提升资本金，撬动信贷，加速基建发力。同时，进一步压

降基建等项目中长期信贷融资成本。此外央行亦强调，本次通过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加大重大项目融资支持，有利于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

货币条件下，实现稳就业、稳经济。（2）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

策措施》关于扩大水利、交通、地下管廊等投资要求逐步推进执行。国常会、

发改委和住建部等持续明确水利、交通和地下管廊等项目投资，明确年内开

工和尽快启动。发改委发文盘活存量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近期亦强调，要

抓紧推进一批水利、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国

常会明确年内新增交通等项目开工。 

三季度经济持续修复，政策持续加码，银行板块表现相对其他稳增长板块会

滞后，不会缺席，持续看好银行股表现。从历史稳增长阶段，特别是 14 年阶

段看，对于银行股来说，政策进入稳增长阶段后，绝对收益确定性更强。随

着经济数据修复，防疫政策的转变，稳增长政策发力和效力显现，经济数据

持续修复和持续性预期改善或持续催化银行股，相对收益可期。 

6月以来，行业基本面将持续改善，推荐优质区域银行，首选优质城商行，推

荐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常熟银行、杭州银行等，关注房地产修复带来股份

行机会，关注招商银行。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质量恶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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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板块和个股表现 

银行板块 

本周银行（按中信行业分类）指数上升 2.32%；同期 Wind 全 A 指数上涨 1.37%， A股银行指数跑赢

Wind全 A指数 0.96个百分点。按银行类型来看，国有行指数上涨 0.79%，股份行指数上涨 2.58%，城

商行指数上涨 3.63%，农商行指数上涨 1.93%。 

 

图表 1. 银行指数相对 Wind全 A涨幅  图表 2. A股各类型银行指数涨幅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标准，银行板块本周上涨 2.11%（上周下降 0.68%）；银行板块涨跌幅由高到低

排名 13/31，较上周排名提升 13位。本周银行指数走势位于行业中游，强于大盘，与前半个月相比本

周银行股的涨幅与行业排名均大幅提升。观察其一周的走势，银行指数在周一至周四连续上涨 4 个

工作日，其中周一、周四上周幅度较大，分别上涨 1.07%、0.88%个百分点，周二、周三小幅上升，

周五受大盘影响略有回调。拉长时间线看，银行板块从年初至今下降 2.88%个百分点，在申万行业中

排名 7/31，在申万 31个行业中跌幅较小，涨跌幅排名位于行业上游水平。 

 

图表 3. A股各行业一周涨幅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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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个股 

本周 A股银行板块个股有 30只上涨，较上周上涨个数多 24只。截止本周五，国有行平均涨幅为 1.13%，

平均 P/B为 0.56X，6只个股 5只上涨，涨幅靠前的为邮储银行（+3.88%），建设银行（+1.16%）、农

业银行股价与上周持平；股份行平均涨幅为 1.34%，平均 P/B为 0.60X，9只个股上涨 7只，涨幅靠前

的为平安银行（+4.85%），兴业银行（+3.70%），招商银行（+2.94%）；城商行平均涨幅为 1.57%，

平均 P/B为 0.80X，17只个股中有 11只上涨，涨幅靠前的为江苏银行（+9.95%），宁波银行（+7.59%），

杭州银行（+6.45%），成都银行（+4.01%）； 农商行平均涨幅为 1.50%，平均 P/B 为 0.75 X，10只个

股上涨 7只，涨幅靠前的为常熟银行（+6.26%），江阴银行（+4.71%），张家港行（+3.94%） 

近期银行个股上涨的幅度和个数均较前期大幅提升。本周银行板块中国有行相对表现较弱，平均涨

幅低于其他类型银行，6 月国有行涨幅最大的为邮储银行（4.49%）；股份行中平安、兴业、招商近

一个月表现较好，本月累计涨幅均在 5%以上，浦发、浙商、中信相对较弱；城商行分化明显：1、

江浙区域内部个股走势有所分化，宁波、杭州、江苏本月累计涨幅均在 10%以上，明显强于上海、

苏州、南京。2、江浙区域与其他区域个股走势分化显著，其他地区仅成都银行（10.42%）一家涨幅

超过 10%，兰州（6.13%）、厦门（5.26%）、青岛（4.61%）涨幅较高，其余地区城市行涨幅明显弱

于江浙区域；农商行方面瑞丰银行近期调整较多，其余银行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常熟、张家港表

现最好。 

 

图表 4. A股银行板块一周概况 

银行类型 
银行平均涨幅（%） 银行平均 P/B 上涨只数（个） 中信银行指数（%）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所有银行 1.38  (0.95) 2.33  0.68  0.67  0.01  30  6  24  2.32  (0.42) 2.74  

国有行 1.13  (0.13) 1.26  0.56  0.55  0.01  5  1  4  0.79  (0.14) 0.93  

股份行 1.34  (0.29) 1.63  0.60  0.59  0.01  7  2  5  2.58  (0.11) 2.69  

城商行 1.57  (1.49) 3.06  0.80  0.79  0.02  11  2  9  3.63  (1.29) 4.92  

农商行 1.50  (1.88) 3.38  0.75  0.74  0.01  7  1  6  1.93  (1.54) 3.47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5. A股银行近期表现（国有行）  图表 6. A股银行近期表现（股份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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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A股银行近期表现（城商行）  图表 8. A股银行近期表现（农商行）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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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A股银行一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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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价格情况 

央行投放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市场流动性支持大幅提升，逆回购投放 4000亿元，为 4月 1日当周以来单

周投放量最高，7 天期利率维持 2.10%；逆回购到期 1000 亿元，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 3000 亿元。本

周机构面临跨月资金需求，央行在跨月前夕加大了流动性的提供，6月 27日至 30日每天逆回购投放

量分别为 1000、1100、1000、800亿元；7月 1日跨月结束，央行当日逆回购投放 100亿元，对市场资

金投放回归前期正常水平。 

 

图表 10.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银行间市场利率 

本周资金隔夜利率与上周水平相当，但 7D资金利率下行幅度明显，截止本周五 SHIBOR隔夜利率为

1.44%，与上周持平、SHIBOR 7天利率为 1.85%，较上周下降 5bp。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隔夜利率 R001为 1.50%，较上周上升 1bp、一周的成交量为 22.00万亿元，较

上周减少 6.36 万亿元；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7 天利率 R007 为 1.76%，较上周下降 48p，成交量为 3.89

万亿元，较上周增加 1.47万亿元。 

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隔夜利率 DR001为 1.42%，较上周下降 1bp、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 7天利率

DR007为 1.67%，较上周下降 12bp。 

从周内波动来看，受跨月因素影响，R001在 6月 30日当天由 1.47%上升至 3.02%，在 7月 1日跨月结

束后再下降至 1.50；R007在 6月 30日由 2.48%上升至 2.70%，在 7月 1日下降至 1.76%。整体来看跨

月当日隔夜资金加权平均利率上涨幅度显著高于 7 天，在跨月结束后资金利率很快下降到前期正常

水平。一方面 7天的跨月资金需求主要集中在上周，而隔夜跨月资金需求集中在 6月 30日，二者需

求的时间差异造成了走势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央行本周公开市场共投放 4000亿元流动性，叠加 7月

初再贷款资金申请落地对流动性形成支持，市场对流动性预期乐观，因此资金利率跨月后下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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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行重点强调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6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将“运用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 3000亿元”；7月 1日再次提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有利于引导

金融机构发放中长期低成本配套贷款，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央行 2季度货币政策例会再次

强调“用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 今年支持煤炭清

洁再贷款新增了 1000亿的额度，4月份创设了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额度分别为 2000亿元、

400亿元，5月份设了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额度为 1000亿元，今年再贷款新增额度共计 4400亿元。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目的均在于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重点领域，提升

宽信用的成效和动力。政策性、开放性金融目的改善基建等项目资本金压力，从而提升专项债等资

金使用效率，撬动信贷融资，促进基建等项目开工。市场流动性影响上不同点在于：前者属于央行

货币政策，采用“先贷后借”的模式，由金融机构自主发放后再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资金申请到

账后将增加基础货币，对市场流动性形成支持；而后者主要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的方式，

超储阶段性由其他银行转向国开和农发，并不会产生基础货币变化，在债券发行期间可能会对资金

面形成短暂资金压力，但从六月情况看，大幅发行专项债对资金面影响亦有限，在当下资产荒的背

景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发行对资金面的影响非常有限。 

 

图表 11. 本周资金利率概况 

SHIBOR 隔夜 7天 利差(7D-O/N)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利率% 1.44  1.44  0.00  1.80  1.85  (0.05) 0.36  0.42  (0.06) 

质押式回购 R001 R007 利差(7D-1D)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利率% 1.50  1.49  0.01  1.76  2.25  (0.48) 0.26  0.76  (0.50) 

成交量（万亿） 22.00  28.36  (6.36) 3.89  2.42  1.47        

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 DR001 DR007 利差(7D-1D)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利率% 1.42  1.43  (0.01) 1.67  1.80  (0.12) 0.25  0.37  (0.11) 

回购定盘利率 FR001 FR007 利差(7D-1D)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利率% 1.48  1.47  0.01  1.75  2.50  (0.75) 0.27  1.03  (0.76)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2. SHIBOR 隔夜、7天利率/利差  图表 13. 质押式回购隔夜、7天利率/利差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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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隔夜、7天利率/利差  图表 15. 回购定盘隔夜、7天利率/利差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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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理财市场回顾 

产品发行 

截止周六，本周已统计发行的理财产品共计 165只，期限在 3个月以内的有 7只、期限在 3-6个月的

有 24只、期限在 6个月至 1年的有 36只，其它的为 98只（包含其它期限及未统计）。 

本周发行理财产品的机构中，理财子公司合计发行 134只，较上周多发行 20只；在 A股上市银行及

理财子公司中，发行数量排名靠前的有中国银行（21只）、招银理财（14只）、青银理财（14 只）、

平安理财（13只）。 

 

图表 16. 理财产品发行情况（按期限）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17. 上市银行及理财子公司本周发行产品（前 10）  图表 18. 上市银行及理财子公司上周发行产品（前 1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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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收益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较前期有所下降。本周理财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为 1个月为 1.88%、3个月为 1.75%、

6个月为 2.00%，近期 3个月和 6个月理财产品收益率有所下行。  

货币基金 7日年化收益率有所上行。截止本周五，主要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 7日年化收益率如下：

余额宝为 1.625%，较上周上升 3.6个 bp、微信理财通为 2.019%，较上周上升 32.8个 bp、兴业银行掌

柜钱包为 1.768%，较上周下降 17.6个 bp、平安盈（南方）为 1.750%，较上周上升 4.6个 bp。 

 

图表 19. 互联网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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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情况 

融资总量 

本周债券市场融资共计 11,597.5 亿元，到期 5,979.5 亿元，净融资为 5,617.9 亿元，较上周增加 738.0

亿元；本周债券发行规模较上周减少 3,238.8亿元，债券到期量较上周减少 3,976.8亿元，发行量与到

期量较上周均有所下降，但到期量下降的规模要大于发行量，导致本周净融资量较上周上行。 

从结构来看发行量下行的主因是国债及同业存单的发行缩量，其中国债发行 500 亿元，发行量较上

周下降 1,603.2亿元；同业存单本周发行 2,081.9亿元，较上周下降 1,893.3亿元。此外地方政府债连续

三周发行量位于 5000亿元以上，本周发行量为 5,269.5亿元，较上周略有上升。近期地方政府债处于

发行量的高位，随着全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在上半年基本用尽，预计 6 月末是地方政府债发行的全年

峰值，下半年地方债发行量将显著下降。 

本周地方政府债超越同业存单成为发行占比最高的券种，占比为 45.4%。本周同业存单发行缩量，存

单发行占比为 18%，为年内较低水平，同时本周存单到期量较上周下降 3,528.9亿元，致使同业存单

净融资为正，较上周增加 1,635.6亿元，净融资增加幅度较大。本周债券市场净融资为正的券种包括

金融债、公司债、中票、短融等，主要原因均为到期量的减少。此外净融资规模有所下降的品种还

有资产支持证券和可转债，后者净融资下降的原因为发行量的下行。 

 

图表 20. 本周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债券类型 
发行 （亿元） 到期 （亿元） 净融资 （亿元）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全部 11,597.5  14,836.3  (3,238.8) 5,979.5  9,956.3  (3,976.8) 5,617.9  4,880.0  738.0  

国债 500.0  2,103.2  (1,603.2) 800.0  400.0  400.0  (300.0) 1,703.2  (2,003.2) 

地方政府债 5,269.5  5,178.2  91.3  444.3  795.4  (351.1) 4,825.1  4,382.7  442.4  

同业存单 2,081.9  3,975.2  (1,893.3) 1,838.4  5,367.3  (3,528.9) 243.5  (1,392.1) 1,635.6  

金融债 1,443.8  1,541.2  (97.4) 322.0  859.0  (537.0) 1,121.8  682.2  439.6  

公司债 257.1  388.0  (131.0) 216.0  458.8  (242.8) 41.0  (70.8) 111.8  

中票 284.0  403.9  (119.9) 126.9  368.4  (241.5) 157.1  35.5  121.6  

短融 1,071.8  626.0  445.8  955.8  1,000.8  (45.0) 116.0  (374.8) 490.7  

资产支持证券 439.3  348.3  91.0  1,058.6  504.1  554.6  (619.3) (155.8) (463.6) 

可转债 35.8  65.9  (30.1) 0.0  0.3  (0.3) 35.8  65.6  (29.8) 

其它 214.4  206.4  8.0  217.4  202.2  15.2  (3.0) 4.2  (7.2)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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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本周债券市场发行结构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债券利率 

截止周五国债 1年期收益率为 1.93%，较上周下降 4bp、10年期收益率为 2.83%，较上周上升 3bp、10Y-1Y

期限利差上升 6bp；国开债 1年期收益率为 2.01%，较上周下降 2bp，10年期收益率为 3.06%，较上周

上升 5bp，10Y-1Y期限利差上升 7bp。 

本周利率债走势维持上周态势，短端略有下行，长端有所抬升，长短端变化方向相反致使期限利差

走阔。总体来看近期利率债短端有所下行，长端虽有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 

短融中票方面，中债中短期票据 AAA+1年期到期收益率为 2.35%，较上周下降 2bp、5年期为 3.20%，

较上周上升 3bp；中短期票据 AAA1年期到期收益率为 2.39%，较上周下降 4bp、5年期为 3.31%，较

上周上升 2bp。 

同业存单方面，AAA 等级的到期收益率 1 个月为 1.52%，较上周下降 29bp；3 个月为 1.64%，较上周

下降 14bp；6个月为 2.01%，较上升上升 7bp； 1年期为 2.29%，与上周持平。 同业存单短端在经历跨

月之后下行幅度显著。 

 

图表 22. 本周债券利率概况    单位：% 

期限 1Y 5Y 10Y 10Y-1Y利差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国债   1.93  1.97  (0.04) 2.65  2.63  0.01  2.83  2.80  0.03  0.89  0.83  0.06  

国开债 2.01  2.03  (0.02) 2.79  2.76  0.03  3.06  3.01  0.05  1.05  0.98  0.07  

期限 1Y 5Y 信用利差 1Y 信用利差 5Y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中短期票据 AAA+ 2.35  2.37  (0.02) 3.20  3.17  0.03  0.41  0.41  0.01  0.55  0.53  0.02  

中短期票据 AAA 2.39  2.43  (0.04) 3.31  3.29  0.02  0.46  0.47  (0.01) 0.66  0.66  0.01  

期限 1M 3M 6M 1Y 

时间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本周 上周 较上周 

同业存单 1.52  1.81  (0.29) 1.64  1.78  (0.14) 2.01  1.94  0.07  2.29  2.29  (0.00)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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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国债到期收益率 1Y、10Y利率/利差  图表 24. 国开债到期收益率 1Y、10Y利率/利差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5. 中短期票据到期收益率、信用利差（AAA+）  图表 26. 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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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存单市场回顾 

本周同业存单发行共计 2,082亿元，较上周减少 1,893 亿元；发行加权平均利率为 2.09 %，较上周发

行利率下降 6bp。 

按期限来看，1个月的存单发行量为 452亿元，较上周增加 69亿元、加权利率为 1.83%，与上周持平；

3个月为 511亿元，较上周减少 320亿元、加权利率为 1.91%，较上周下降 1bp；6个月为 187亿元，

较上周减少 309亿元、加权利率为 2.05%，较上周下降 5bp；9个月为 297亿元，较上周下降 653亿元、

加权利率为 2.27%，较上周上升 2bp；1年为 635亿元，较上周减少 679亿元、加权利率为 2.36%，较

上周上升 2bp。  

按银行类别来看，国有行的存单发行量为 341亿元，较上周减少 289亿元、加权利率为 2.29%，较上

周上升 7bp；股份行为 778亿元，较上周减少 551亿元、加权利率为 2.03%，较上周下降 7bp；城商行

为 563亿元，较上周减少 874亿元、加权利率为 2.05%，较上周下降 10bp；其它机构为 400亿元，较

上周减少 180亿元、加权利率为 2.10%，较上周下降 9bp。 

按评级来看，AAA的存单发行量为 1,830亿元，较上周减少 1,624亿元、加权利率为 2.05%，较上周下

降 7bp；AA+为 183亿元，较上周减少 254亿元、加权利率为 2.35%，较上周上升 6bp；其它评级为 70

亿元，较上周减少 16亿元、加权利率为 2.47%，较上周下降 14bp。 

 

图表 27. 同业存单本周发行数据 

按期限 
1M 3M 6M 9M 1Y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发行量：亿元 452  384  69  511  832  (320) 187  496  (309) 297  950  (653) 635  1,314  (679) 

利率：% 1.83  1.83  (0.00) 1.91  1.92  (0.01) 2.05  2.10  (0.05) 2.27  2.25  0.02  2.36  2.34  0.01  

按类型 
国有行 股份行 城商行 其它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发行量：亿元 341  630  (289) 778  1,329  (551) 563  1,437  (874) 400  580  (180) 

利率：% 2.29  2.22  0.07  2.03  2.11  (0.07) 2.05  2.15  (0.10) 2.10  2.19  (0.09) 

按期评级 
AAA AA+ 其它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本周 上周 增量 

发行量：亿元 1,830  3,453  (1,624) 183  437  (254) 70  85  (16) 

利率：% 2.05  2.13  (0.07) 2.35  2.29  0.06  2.47  2.61  (0.14) 

总计 本周 上周 增量 

 发行量：亿元 2,082  3,975  (1,893)  

利率：% 2.09  2.15  (0.06)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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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同业存单发行历史情况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29. 同业存单发行量（按银行类型）  图表 30. 同业存单发加权利率（按银行类型）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31. 同业存单发行量（按期限）  图表 32. 同业存单发加权利率（按期限）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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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 同业存单发行量（按评级）  图表 34. 同业存单发加权利率（按评级）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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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重要新闻 

银行相关 

 【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 3000 亿元，用

于补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 50%，或为专项债项

目资本金搭桥。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动，中央财政按实际股权投资额予以适当贴息，贴息期限 2

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配套融资支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抓紧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易刚表示，今年受疫情和外部冲击等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货币政策将继续从总量上发力以支持经济复苏。同时也强调用好支持中小企业和绿色转型等结

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

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

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加强存款利率监管，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

本，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和指导作用，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加大稳健货币

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二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17.8%，比上季下降 16.6

个百分点；银行业景气指数为 66.0%，比上季下降 6.1个百分点；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 56.6%，比

上季下降 15.8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2%，比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重回

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恢复性扩张。 

 【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支持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参与盘活存量资产；鼓励银行等金融

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为回收资金投入的新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证监会】进一步降低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易费用应免尽免。费

用减免政策实施后，预计年均减免金额达 1.6亿元。 

 【澎湃新闻】近期建行、中行、工行等大行的 3年期、5年期存款产品出现了利率“倒挂”现象。 

 【贝壳财经】监管部门近期再度对部分银行总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落实《关于规范基金投资

建议活动的通知》，招行、工行、中信等多家银行称将在月底或下月初停止智能投顾相关业务。 

 

地产相关 

 【财联社】广东揭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对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住房贷款的，购买

二手住房最低首付比例由 30%降低至 20%。 

 【财联社】河南济源印发通知，明确居民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降为 20%，鼓励房地产开发企

业对首付分期收取，首付分期首获官方承认。 

 【新京报】昆明楼盘推“延期交付赔首付”，逾期交房超过 90天将全额退还其购房款。 

 【财联社】福建龙岩对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职工家庭，首付款比例由不低于 40%

再下调为不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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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汇总 

【苏农银行】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2.88亿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51.54%。 

【南京银行】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69.83亿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84.91 %。 

【江阴银行】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7.57亿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87.89 %。 

【苏州银行】 子公司苏州金融租赁注册资本由 20亿元人民币增至 23.8亿元人民币，苏州银行对其持

股比例由 54%上升至 56.27%。 

【杭州银行】 杭州城投、杭州交投受让澳州联邦银行所持的公司股份 593,600,000股，受让后杭州城

投、杭州交投持有股份占总股本比例分别为 5.1%、 5.0%。  

【青岛商行】 已行使赎回选择权，全部赎回了 2017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 30亿元。 

【建设商行】发布分红派息实施公告，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4元，共计派发 910.04亿元，股权登记

日为 7月 7日。 

【厦门银行】 发布稳定股价方案实施进展的公告，本次增持已累计增持 61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32%，成交价格区间为 5.7元至 6.0元。 

【杭州银行】 自 7月 5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杭银转债”将停止转股。 

【齐鲁商行】 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4 元，共计派发 8.43 亿元，股权登记

日为 7月 5日。 

【南京商行】林静然先生因工作需要、另有任用，辞去公司董事、行长、财务负责人等职务，行长

职责暂由董事长胡升荣先生代为履行。 

【长沙银行】 银保监会核准吴四龙、杨敏佳、李兴双、李建英担任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邮储银行】 发布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自 6月 27日起六个月内，邮政集团拟以自有资累计不少于

5,000万元进行股份增持。 

【华夏商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获证监会批准。 

【无锡银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获证监会批准。 

【兴业银行】 自 7月 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上银转债”将停止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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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经济下行导致资产质量恶化超预期。银行作为顺周期行业，行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强。宏观经

济发展影响实体经济的经营以及盈利状况，从而影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表现。如果经济超预期下行，

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存在恶化，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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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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