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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陈雨康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

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成更

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

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

发展动力源作用。

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项目协同到制

度创新、从项目显示度到民生感受度……近年

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走深走实，强劲活跃

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近日，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公室印发《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下称《三年行动

计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将通过项目化、清

单式推进，确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各

项任务加快落实。

做好先行者、动力源

作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2023年，

长三角以全国 3.7%的国土面积，创造了 24.4%
的地区生产总值，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不断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孔

雪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动

力源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从产业结构看，长

三角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发展水平较高，形成

了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优势产业集群，产业基础已奠定；从

区域协同看，沪苏浙皖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

础设施领域实现了互联互通，区域合作的硬件

支撑已具备；在对外开放上，长三角是中国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

作，是当下企业出海的重要“起锚点”；金融领

域方面，长三角金融产业产值逐年走高，成为

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的主力军。

不容忽视的是，长三角在发挥高质量发展

动力源作用上仍有许多堵点、痛点有待纾解，

其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仍需提升。业内专

家认为，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注重聚焦

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先行探路，加强重大改革

创新举措系统集成，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产

业竞争力和发展能级，辐射带动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协同发展。

（下转A2版）

重点领域“先行探路”长三角探索更深层次一体化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8月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金融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3.53万亿元，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7%；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87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少 3.22万亿元，7月末的社融存量同比增

长8.2%。此外，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

增长6.3%，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6.6%。

7 月份，金融数据“挤水分”效应持续显

现。在有效信贷需求偏弱的情况下，综合反映

实体经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融资支持的社会

融资规模指标增速保持平稳，展现出了一定的

韧性，也反映出直接融资正加快发展。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经济逐步恢复良性循

环，有效融资需求也将回升。未来经济政策着

力点将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以提振消费

为重点扩大内需，随着消费恢复，经济循环会

更加顺畅，也将创造出新的有效融资需求。

“挤水分”效果持续显现

7月末，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速小

幅改善，狭义货币（M1）供应量同比继续下降。

今年以来，受金融数据“挤水分”影响，M2、M1等
货币供应量指标增速有所放缓。

目前，M1已连续 4个月同比下降。权威专

家认为，主要是前期企业活期存款中，有一部

分通过手工补息获取了相对高些的收益，随着

手工补息等行为得到规范，企业活期存款出现

下降，有些逐步向理财转化。有业内人士反

映，部分企业过去“存贷双增、低贷高存、虚增

套利”的模式难以为继，提前归还了贷款；新发

放贷款要先补上贷款收回、核销的“坑”，然后

再增长，最终体现在贷款增量上的数据会相对

少一些，但对经济的支持是实打实的。

随着货币信贷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

发展，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评价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质效需要具备多元视角。比如，从社会融

资规模看，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8.2%，仍然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金融持续

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从贷款结构看，7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16.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同比增长 15.5%；“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

增长15%；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7%，均高于

同期全部贷款增速。

有效融资需求依然偏弱

今年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3.53万亿

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8.87万亿元。对比上

月数据测算，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600亿元，同

比少增 859 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7708 亿

元，同比增加2342亿元。

尽管存在季节性效应、“挤水分”效应等因

素，7月信贷数据依然指向当前有效信贷需求

偏弱。

权威专家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加快，传统上高度依赖于信贷资金的房

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贷款“大块头”逐渐调

整，反映到信贷数据上是不增长甚至收缩，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等新动能领域贷

款需求短期内难以完全接续，补不上传统领

域贷款下降形成的“坑”，导致信贷增长出现

波动。

不过，在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中，票据融资

增长较多、增加5586亿元。 （下转A2版）

7月金融数据持续“挤水分”直接融资加快发展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裴利瑞

近期，债市波动明显加大，继监管部门下场

提示风险后，市场机构也纷纷出手，为火热的债

券市场“退烧降温”。

8月以来，债券基金密集宣布限购，对投资者

“闭门谢客”。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月内

已有31只债券基金公告限购，最低限购金额低至

100元，全市场有1764只债券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

暂停大额申购的状态，在同类基金中占据半壁江山。

同时，基金公司在债券基金的宣传上也放低

了声势。多家基金公司已不再主动进行债券基

金的持续营销宣传工作，甚至主动通过官微、代

销平台等渠道向投资者提示短期风险，降低客户

的收益预期。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金规模的急速膨胀并

不是一件好事。今年二季度，纯债基金规模大幅

增长超万亿元，总规模突破 10万亿元，创下历史

新高。短期大量资金的涌入有时会影响基金经

理执行原有投资策略的能力，且这些资金大多抱

着较高收益预期而来，一旦市场回调就可能发生

大规模赎回。于是，大额限购便成为了机构稳定

负债端的重要策略。

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入场债市的高位接盘

风险也很大。近几个月长债收益率快速下行，这

么低的长债收益率往往不可持续，如果未来经济

复苏、利率回升，债券价格就会下跌，投向债市的

资管产品净值也会随之回撤。央行在8月9日发

布的《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特意向投资者提示债市风险，净值化机制下，

资管产品没有刚性兑付，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与

股市、债市投资的逻辑本质上是类似的。

2022年年底的债市挤兑风波殷鉴不远。市

场过热往往意味着风险上升，特别是在资管产品

已全面净值化的当下，“基飞蛋打”可能会造成基

民赎回加剧，进而触发“净值下跌-遭遇赎回-被

动抛售-净值下跌-继续赎回”的负反馈，形成债

券市场波动的“放大器”。

因此，站在当前时点，市场参与各方做好预

期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短期来看，由于前期资

金快速涌入，央行对长端和超长端的收益率高度

关注，下半年债券投资收益或很难达到投资者的

高预期；中长期来看，宽松货币政策下国内利率

水平难以大幅提升，债市大跌的风险较小，投资

者也无需因为短期波动而恐慌性赎回。

债市投资“退烧降温”
预期管理是重中之重

A2
年内73家上市公司被立案
八成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随着新“国九条”的发布，监管部门加强了信

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监管，严肃整治财务造假、资

金占用等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A4
信托公司最新监管评级有结果
首次划分为1级～6级

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级至6级，数值越大反映

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作为目前比亚迪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

产基地，郑州比亚迪近日正式对外宣布了新

款车型宋L DM-i“周销超万辆”的战果。

而在半个多月前，已在河南深耕多年的

富士康，宣告将在郑州建设新事业总部，打

造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生态圈。

“链主”企业在河南产能、产量布局加码，

用工需求也随之增长。

以往，伴随 iPhone系列产品出货高峰期

来临，郑州富士康每年 8月至 12月迎来产业

旺季。今年 7 月伊始，这里便传出“旺季提

前，工价暴涨”的消息，不断吸引求职者前来

应聘。

而新车型上市获得大量订单后，进入8月

份，郑州比亚迪也宣布启动年内第二次大规

模招聘，单月直聘规模达到4000人，岗位薪资

最高可达9000元/月。

订单激增 用人需求超预期

虽然距郑州市中心车程超过1小时，周边

尚存不少待建设地块，8月 13日，当证券时报

记者驱车驶入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的比亚迪郑州工厂周边路段，还是意外陷

入堵塞的路况中。

刚过上午 10点，郑州比亚迪招聘中心附

近的简易停车场就已宣告满员，周边道路两

旁汽车一辆挨着一辆，几辆违停车正在被交

管部门拖走。记者跟随缓慢行进的货车长

龙，挤过被临停车辆占据的拥挤车道，兜兜转

转20分钟，依然很难“落脚”。

“正招工嘛，附近停放的都是外地车，这

几天来的人很多。”比亚迪招聘中心大门对面

一排平房，经营着十多家餐馆和商店，一位店

主告诉记者，最近每天上午 8点到 12点是普

通操作工进厂应聘的时段，自家店铺早早就

开门迎客了，生意还不错。

一位拖着行李箱的求职者表示，按照报

名后收到的通知，他需要上午到厂，经过面

试和体检后，当日就会入职并分配宿舍。

按照8月初郑州比亚迪发布的招聘信息，

郑州港区需招聘操作工 2900 人、技工 1100
人，安阳瓦店和济南也另有 2700人的岗位需

求，合计招聘规模达6700人。其中，郑州园区

无疑是用工需求大户。

“今年 7月比亚迪新款车型宋 L DM-i发

布后，订单量非常大。作为这款车型的主要

生产地，郑州比亚迪8月份面临快速提产。不

仅是8月份，接下来的9月份，甚至10月份，整

个郑州的产量都会成倍增长，郑州园区的招

工需求量比往年也会更大。”郑州比亚迪人事

经理之前在参加河南本地媒体的一场招聘直

播活动时说。据他透露，不仅是新款车型订

单激增，近期一款老车型降价也收到市场良

好反馈，订单出现大幅增长，厂区也需要增加

招聘人员数量，以尽快完成交付任务。

此番郑州比亚迪拟招聘的近 4000 名员

工，多数将就职于第十一事业部。第十一事

业部西郑地区人事经理也在直播中介绍，该

事业部的工作涉及汽车生产多个流程，包括

冲压焊接、涂装、总装，以及总装后的品质检

测，最终发往市场。目前事业部需求量较大

的是一线操作员工，主要工作是运用辅助设

备进行产品的简单装配，年满18周岁，拥有初

中以上文化水平即可。

（下转A5版）

旺季提前工价上涨“链主”比亚迪富士康郑州招聘火爆

赵黎昀赵黎昀//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