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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长短目标，加码扩内需必要性增加 
  
 
 核心观点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阶段，关键是提振信心。一

季度经济增速超预期走高，而在低基数效应下，二季度经济增速超预

期回落，亦低于前值，实际 GDP环比增速创 2017年同期的次低点。 

上半年，外需保持较高韧性，降低了稳增长的压力，为我国经济

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或优于稳增长短期

目标，稳增长政策发力节奏或相对靠后。展望下半年，在有效需求不

足的情况下，出口增速已呈现边际放缓迹象，从主要贸易伙伴角度进

行测算，同时考虑出口基数回升，下半年出口增速或存在回落风险，

内需接续外需稳增长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稳增长短期目标或要置于

更突出位置，以保证顺利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向后看，外需或逐季走弱，消费需求或延续弱复苏，房地产投资

短期较为依赖政策效果，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或仍是当前托底经济

的主要压舱石。（1）外需或逐季边际回落，三季度或弱于二季度，但

优于四季度。（2）消费或延续弱修复，促消费政策加码或是消费温

和回升的关键变量。短期看，促消费政策加码或是拉动消费修复的关

键支撑，如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消费券或进一步加大力度，后续

有待观察政策效果。（3）三季度房地产投资止跌企稳迹象尚不明确，

有待观察政策效果。房地产投资回暖的趋势性特征尚不明确，三季度

或是稳地产政策效果的观察窗口期，短期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不

高。后续若政策效果持续兑现，三季度房地产投资有望止跌回升；若

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房地产投资增速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拖累，不排

除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4）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或将成为关

键支撑。三季度是专项债发行的关键窗口期。若三季度专项债发行不

能提速，因从募集资金到形成实物工作量存在时滞，或对基建投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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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掣肘，进而制约内需扩张。三季度，内外需协同发力水平下，叠加

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效果逐步兑现，对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产生

支撑。若后续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和以旧换新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亦

不排除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 

 

 

 

 风险提示： 

全球贸易摩擦超预期加剧；美国商业银行危机超预期演变；海

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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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主要经济数据指标（%）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1 二季度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环比增速为 2017 年以来同期

次低点 

二季度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亦低于前值，显示经济增长边际放缓；剔除

基数效应，二季度经济增长边际放缓较为明显。2024 年上半年不变价 GDP 同

比增长 5%，持平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二季度当季不变价 GDP 同比增长

4.7%，低于 wind 一致预期 5.1%，较一季度回落 0.6pct。考虑二季度存在较

为明显的低基数效应，从两年复合增速来看，二季度不变价 GDP 两年复合增

速仅为 2.53%，较一季度两年复合增速 4.9%低 2.37pct。 

二季度不变价 GDP 环比增速是 2017 年以来的次低点，仅高于 2022 年同

期环比增速水平。从环比增速来看，二季度不变价 GDP 环比增长 0.7%，较一

季度 1.6%回落 0.9pct，较 2023 年同期环比增速 0.8%回落 0.1pct，成为 2017

年以来同期的次低点，仅高于 2022年二季度不变价 GDP环比增速-2.1%。 

图表2：我国经济增速 图表3：GDP 环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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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持续稳健修复的核心问题，供需失衡压力有所

放大。（1）外需拉动逐步放缓。一季度，外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

而进入二季度，出口增速虽保持韧性，主要是低基数效应影响，若剔除低基

数效应，出口增速呈现边际回落迹象，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边际减弱（详

见报告《低基数助力出口稳定，后续增长压力仍大》）。（2）内需温和扩张，

未能完全对冲外需边际走弱的下行压力。二季度，国内以旧换新、大规模设

备更新改造政策逐步落地实施，因居民收入和预期仍有待持续改善，居民消

费仍偏谨慎，如居民短期贷款延续弱势，通胀新涨价较弱，下游消费工业企

业利润占比持续回落等，均显示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

策效果显现；贯彻落实 4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稳地产政策进一步加码，

旨在托底房地产市场而非刺激，房地产市场环比有所回温，房地产投资同比

增速呈现企稳迹象，但较去年同期仍弱，持续回暖的趋势性特征有待进一步

观察；专项债发行节奏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对基建投资形成掣肘。1-6 月

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合计 1.49 万亿元，占年度新增专项债限额的 38.29%，较

2023 年 60.55%低 22.26pct;地方新增债务合计 1.83 万亿元，为地方政府新

增债务限额的 39.52%，较 2023 年 60.51%低 20.99pct。 

图表4：我国经济呈现供过于求的态势 图表5：专项债发行节奏偏慢（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同花顺,中邮证券研究所 

2 工业增加值好于预期，边际小幅放缓 

6 月工业增加值好于预期，弱于季节性和前值，边际小幅放缓，整体韧性仍

强。从工业增加值增速绝对值和边际变化来看，外需拉动、有色金属涨价仍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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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扩张的主要动力，国内以旧换新政策效果亦有所显现；从行业来看，保持

高景气度的行业是信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行业景

气度边际变化较为显著的行业是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6月当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5.3%，较前值回落 0.3pct，好于预期，较 wind

一致预期 5%高 0.3pct，弱于季节性，较近五年（不包括 2020 年和 2021 年两个

非合理波动年份，下同）同期均值 5.64%低 0.34pct。 

1-6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 6.0%，较前值回落 0.2pct。以 2019年为基

期，1-6 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复合增长率为 5.41%，持平 1-5 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复

合增长率 5.41%。 

图表6：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图表7：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从分行业增加值边际变化来看，在已公布数据的行业中，上游采掘景气度仍

高，整体呈现边际改善；上游原材料行业景气度有所回落；中游设备制造业景气

度基本持平前值；下游消费行业景气度边际有所回暖。（1）上游采掘的 2 个行

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延续边际回

升。（2）上游原材料的 7个行业中，2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边际改善，较

上个月减少一个行业；5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边际回落。其中，边际改善

的行业是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边际回落的行业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质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中游设备的 6个行业中，3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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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边际改善，持平上月数量；3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边际回落。其中，边

际改善的行业是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边际回落的行业是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

子信息制造业。（4）下游消费的 2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延续边际回落，1

个行业工业增加值边际改善，1个行业持平前值。 

图表8：分行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外需拉动、有色金属涨价仍是拉动生产扩张的主要动力，国内以旧换新政策

效果亦有所显现。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绝对值排名分析，排名前五的行业是电

子信息制造业（13.30%）、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11.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0.5%）、

汽车制造业（9.8%），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生产扩张或主要是有色金

属涨价带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汽车制造业或主要受外

需拉动，对应的出口增速保持较强韧性。其中，汽车制造业亦或存在国内以旧换

新政策拉动。 

从工业增加值边际变化来看，出口拉动亦是当前一大支撑力，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度。从边际变化来看，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边际改善排名前五的行业是医药制造业（0.9pct）、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0.5pc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4pct）、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0.4pct）、专用设备制造业（0.3pct）。其中，医药制造业工业增

加值累计同比增速连续 6个月边际改善，呈现筑底回升迹象，但工业增加值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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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速绝对值仍低，且 6 月 PPI 医药制造业价格环比增速-0.2%，价格延续回

落，或指向医药行业步入弱复苏阶段，仍需谨慎观察；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边际改善仍是外需拉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

增加值边际改善或源自夏季用电和 AI 大模型用电需求增加导致；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或因 6月原油涨价带动；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边际改善或源自于设备更

新改造政策带动以及基建投资提速。 

往后看，短期生产韧性犹在，增速或延续边际放缓。一是短期出口增速韧性

仍强，仍将有效支撑生产。从 7 月出口领先指标来看，7 月出口增速保持韧性，

对生产的支撑犹在，下半年仍存在下行压力，出口对生产的拉动或边际放缓（详

见报告《低基数助力出口稳定，后续增长压力仍大》）。二是专项债发行节奏或

提速，支撑基建投资，进而对生产产生拉动。内外需拉动力处于转换阶段，外需

边际走弱，内需接力外需，支撑经济修复（详见报告《融资需求进入转型期，关

注结构性机会》）。三是稳增长政策效果或逐步显现，有望支撑生产韧性。从工

业增加值变化来看，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房地产领域的“四

支箭”以及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等政策效果已有所显现，后续政策效果或持续显

现，亦会对生产产生支撑。此外，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政策力度或有望进一步加码。 

3 消费修复缓慢，短期政策驱动仍是主要推动力 

（1）6 月社零同比增速不及预期、前值和季节性，整体显示消费修复不及预

期。若剔除基数效应影响，社零复合增速基本持平前值，亦指向当前消费修复较

为缓慢。从 6月金融数据和通胀数据亦有体现，居民消费仍偏谨慎，背后核心应

是居民收入和预期仍有待持续改善。 

6月社零同比增速为 2%，较前值回落 1.7pct，弱于预期，较 wind一致预期

4%低 2pct，弱于季节性，较近五年均值 7.2%低 5.2pct。考虑基数效应，以 2019

年为基期，6月社零复合增速为 3.6%，较 5月复合增速 3.56%回升 0.04pct,基本

持平，亦指向消费修复较为缓慢。其中，汽车当月零售额同比增速-6.6%,较前值

回落 2.2pct，仍是主要拖累；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高于社

零整体增速水平，较前值回落 1.7pct，亦呈现边际回落态势，或与“618”大促

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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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结构分析，6 月餐饮消费好于商品消费。餐饮消费同比增速好于前

值，且剔除基数效应影响，复合增速亦呈现边际改善，餐饮消费修复较为理想，

或与暑期开启有关；商品消费同比增速较前期明显回落，但存在较为明显的高基

数效应，若剔除基数效应影响，6月商品消费复合增速较 5月复合增速亦小幅回

落，或与“618”大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关。 

6月餐饮收入当月同比增速 5.4%，较 5月增速回升 0.4pct，弱于季节性，较

近五年同期均值水平 8.72%低 3.32pct。若考虑基数效应，以 2019 年为基期，6

月当月餐饮收入复合增速为 3.67%,较当月同比增速回落 1.73pct，显示存在低基

数效应，较 5 月餐饮收入复合增速 2.82%回升 0.85pct，呈现边际改善迹象，这

或与 6月暑期开启有关。商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为 1.5%，较前值回落 2.1pct，

弱于季节性，较近五年同期均值水平 7.06%低 5.56pct。若考虑基数效应，以 2019

年为基期，6 月当月商品零售总额复合增速为 3.54%，高于当月增速水平，指向

或存在高基数效应，较 5 月商品零售总额复合增速 3.65%低 0.11pct，整体呈现

边际走弱，或与“618”大促、以旧换新政策有关，销售额环比有所回落。 

（3）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来看，当月同比增速排名前五的商品是粮油、

食品类（10.8%）、烟酒类（5.2%）、石油及制品类（5.1%）、中西药品类（4.5%）、

通讯器材类（2.9%）。 

（4）往后看，消费持续修复仍有压力，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或温

和回升。居民消费修复的核心变量是收入和预期。从二季度数据来看，居民边际

消费倾向已有明显修复，为 2020 年同期以来最高水平，但消费有所回落，指向

居民消费较为谨慎，居民收入和预期仍有待持续改善，6月社融数据和通胀数据

亦有所体现。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作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领先指标，目前处于筑

底波浪式回升过程，亦指向居民收入增速修复或较为缓慢，居民消费信心有待增

强。短期看，促消费政策加码或者拉动消费修复的关键支撑，后续观察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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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图表10：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图表1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图表12：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4 固定资产投资持平预期，三季度关注内外需拉动力切换 

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3.9%，较前值下降 0.1pct，持平预期，弱

于季节性，较近五年均值水平 6.06%低 2.16pct。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

长-10.1%，持平前值，仍是主要拖累；制造业投资保持了较高韧性，是主要支撑，

累计同比增长 9.5%，较前值回落 0.1pct；基建投资（不包括电力）累计同比增

长 5.4%，较前值回落 0.3pct。 

4.1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速度放缓，趋势性特征有待进一步观察 

1-6月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10.1%，持平前值，跌幅并未继续扩大，略

好于 wind 一致预期-10.2%，或是稳地产政策托底支持，房地产投资下跌速度有

所放缓，趋势性特征有待进一步观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12 

从销售端看，房地产销售景气度环比回暖，同比增速仍弱。1-6月商品房销

售额累计同比增速-25.29%，较前值回升 3.07pct，跌幅边际收窄，商品房销售边

际有所趋稳。这应是近期稳地产政策带动效应，在高频数据中已有体现。 

从投资端看，在保交楼政策引导下，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边际改善，

因房企拿地意愿仍相对较低，房屋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小幅回落。1-6

月房屋施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为-11.97%，较前值回落 0.34pct；新开工面积累计

同比增速-23.77%，较前值回升 0.48pct；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21.78%，较前

值回落 1.73pct。 

从资金来源看，房企融资连续三个月边际改善，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或是主

要推动力，同比增速仍弱，亦与当前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有关。1-6月房地产开

发资金累计同比-22.6%，较前值回升 1.7pct，连续三个月边际改善。其中，国内

贷款累计同比增速-6.6%，较前值回落 0.4pct，本月增速边际回落；其他资金累

计同比增速-33.05%，较前值回升 2.54pct，其中，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同比增速-

37.7%，较前值回升 2.5pct，这与 6月居民中长期贷款环比回升保持一致。 

往后看，在消化存量房产的政策引导下，短期仍需跟踪高频数据，观察政策

效果。后续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望逐步企稳回升。若政策效果

不及预期，不排除进一步加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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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1-6 房地产投资增速跌幅边际收窄（%） 图表14：1-6 月房地产销售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图表15：1-6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 图表16：1-6 月房屋竣工面积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4.2 基建投资增速小幅回落，专项债或将步入密集发行期 

基建投资边际小幅回落。1-6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5.4%，

较前值回落 0.3pct，应与当前专项债发行节奏相对靠后有关。5月专项债发行虽

有提速，但1-6月专项债发行额1.49万亿元，仅为全年新增专项债限额的38.29%，

远低于 2022年和 2023年同期水平；若一并考虑一般债券发行情况，1-6月地方

政府新增债券发行额合计 1.83万亿元，为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的 39.52%，亦

明显低于 2022 年和 2023 年 92.01%和 60.51%的水平。从基建相关产业链开工建

设来看，上半年，仅 1 月和 5 月挖掘机开工小时数同比为正值，分别为 88%和

0.7%，前者存在春节错位影响。在开工旺季的 3月、4月和 6月，挖掘机开工小

时数同比增速分别为-11.4%、-3.6%和-2.5%。与此同时，石油沥青装置开工率、

水泥价格指数等均处于近年来低位水平，亦指向基建投资项目开工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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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看，再次提示，三季度专项债有望进入密集发行期，基建投资增速或边

际温和回升。扩内需成为下半年经济持续修复的关键方向，基建投资仍是重要压

舱石。若三季度专项债发行不能提速，因从募集资金到形成实物工作量存在时滞，

或对基建投资产生掣肘，进而制约内需扩张。从 7月专项债发行来看，当前发行

节奏仍较为缓慢。7月 1日-7月 13日，新增专项债发行额为 486.23亿元，按照

时序简单线性推算，预计 7月新增专项债发行额为 1122.07 亿元，仅为 6月发行

额的 33.73%。但从政府净融资额来看，政府净融资有明显提速，或指向中央加杠

杆扩内需的迹象更为明显。7 月 1 日-7 月 10 日，政府净融资额 7594.43 亿元，

按照时序简单线性推算，预计 7 月政府净融资额或达到 22783.29 亿元，较 6 月

明显提速，环比增长 65.08%，基本接近 5月净融资额。 

4.3 制造业投资好于预期，关注内外需拉动力转换的结构性机会 

1-6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9.5%，好于预期，较 wind一致预期 9.3%高

0.2pct,较前值回落 0.1pct,整体保持了较强韧性，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了

较好支撑。 

从细分行业投资增速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保持前五位的行业是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8.2%）、食品制造业（27%）、农副食品加工

业（21.40%）、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9.8%）、金属制品业（16%）。其

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要是外需拉动，在生产端有

所体现，进而映射到投资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则是因有色金属涨价带

动。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游消费景气度尚未明显回暖的情况下，食品制造业和农

副食品加工业生产亦未明显回暖，但投资较为明显回升。 

从细分行业投资增速边际变化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边际变化前五位的行业

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4pct）、医药制造业（0.8pct）、汽车制造业

（0.7pct）、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5pct）、通用设备制造业

（0.5pct）。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边际改善应是有色金属涨价带动；

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或源自于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带动；汽车制造

业或因外需拉动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共同拉动。 

往后看，短期制造业投资韧性仍强，但内外需拉动力逐步切换，或带来制造

业投资机会的结构性变化。外需拉动和有色涨价成为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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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看，短期出口增速仍将保持韧性，对生产和投资仍会产生支撑，但年内或存

边际走弱风险，5月和 6月剔除基数效应的出口增速已呈现边际走弱迹象。内需

接续外需发力，成为经济持续修复的关键。目前较为明确方向：一是继续观察以

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的拉动作用。从目前制造业细分行业投资增速

边际变化来看，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效果有所显现，如医药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等，不过政策效果相对较为有限，有待进一步观察政策效果；二

是关注专项债发行节奏。从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节奏来看，三季度应是进入发行的

关键窗口期，若发行进一步提速，有望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支撑。 

图表17：1-6 月制造业投资情况（%） 图表18：1-6 月各细分行业投资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邮证券研究所 

5 展望：兼顾长短期目标，稳增长政策发力必要性增大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阶段，关键是提振信心。上半年不变价

GDP同比增速 5%，持平全年经济增速目标，但二季度在低基数水平上，不变价 GDP

同比增速明显弱于预期。 

上半年，外需保持较高韧性，降低了稳增长的压力，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创

造了有利条件，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或优于稳增长短期目标，稳增长政策发力

节奏或相对靠后。展望下半年，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口增速已呈现边际

放缓迹象，从主要贸易伙伴角度进行测算，同时考虑出口基数效应回升，下半年

出口增速或存在回落风险，内需接续外需稳增长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稳增长短

期目标或要置于更突出位置，以保证顺利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向后看，外需或逐季走弱，消费需求或延续弱复苏，房地产投资短期较为依

赖政策效果，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或仍是当前托底经济的主要压舱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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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或逐季边际回落，三季度或弱于二季度，但优于四季度。（2）消费或延续

弱修复，促消费政策加码或是消费温和回升的关键变量。短期看，促消费政策加

码或是拉动消费修复的关键支撑，如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消费券或进一步加

大力度，后续观察政策效果。（3）房地产投资止跌企稳迹象尚不明确，有待进

一步观察政策效果。房地产投资回暖的趋势性特征尚不明确，三季度或是稳地产

政策效果的观察窗口期，短期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性不高。后续若政策效果持

续兑现，三季度房地产投资有望止跌回升；若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房地产投资增

速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拖累，不排除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4）制造业投资

和基建投资或将成为关键支撑。三季度是专项债发行的关键窗口期。若三季度专

项债发行不能提速，因从募集资金到形成实物工作量存在时滞，或对基建投资产

生掣肘，进而制约内需扩张。三季度，内外需协同发力水平下，叠加大规模设备

更新改造政策效果逐步兑现，对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望产生支撑。若后续大规模设

备更新改造和以旧换新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亦不排除政策进一步加码的可能。 

 

风险提示 

全球贸易摩擦超预期加剧；美国商业银行危机超预期演变；海外地缘政治冲

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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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邮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不一致或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研究人员于

发出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且不予通告。  

中邮证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者计划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非中邮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

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阅读或关注本报告中的内容而视其为专业投资者。  

本报告版权归中邮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存在对本报告以任何形式进行翻版、修改、节选、

复制、发布，或对本报告进行改编、汇编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亦不得存在其他有损中邮证券商业性权益的任何

情形。如经中邮证券授权后引用发布，需注明出处为中邮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

或修改。  

中邮证券对于本申明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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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2 年 9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注册资本 50.6 亿元人民币。中邮

证券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的证券类金融子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

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此外，公司还具有：证券经纪人

业务资格；企业债券主承销资格；沪港通；深港通；利率互换；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做市、推荐业务资格等业务资格。 

公司目前已经在北京、陕西、深圳、山东、江苏、四川、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辽宁、吉林、黑龙江、广

东、浙江、贵州、新疆、河南、山西、上海、云南、内蒙古、重庆、天津、河北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全国多家分支

机构正在建设中。 

中邮证券紧紧依托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雄厚的实力，坚持诚信经营，践行普惠服务，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位

专业化的证券投、融资服务，帮助客户实现价值增长，努力成为客户认同、社会尊重、股东满意、员工自豪的优秀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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