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爱科技行业 加码先进制造

社保基金QFII布局热点赛道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

期。截至8月2日晚，已有187家A股公司披露

半年报， 社保基金、QFII机构等的身影也逐

渐浮出水面。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相关数据

发现， 社保基金、QFII机构对科技行业、先

进制造等领域的上市公司加大布局力度。从

这一角度看， 社保基金和QFII机构无疑是

国内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弄潮儿” 。

对比公募基金二季度末重仓情况发现，

目前社保基金和QFII机构在创新发展方面

布局，更偏重于行业和产业的基础层面。 随

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披露，这些机构在股市

核心赛道上的共识将越来越明确。

社保基金偏爱科技

Wind资讯数据显示， 截至8月2日，社

保基金成为34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

东。 其中，万华化学和中科创达分别被3只

社保基金持有。 华工科技和锦浪科技，分别

被2只社保基金持有。 社保基金持有市值最

多的同样是万华化学和中科创达， 分别为

45.89亿元和28.81亿元。

社保基金持股变动方面， 二季度社保

基金增持最多的公司是华工科技， 增持

1532.48万股，另外，锦浪科技、东方财富、

鲁西化工、中科创达等7家公司在二季度被

社保基金增持超过100万股。 三安光电、拓

邦股份、诺德股份、兴发集团等11家公司成

为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持有的公司。

从行业来看，社保基金在二季度增持的

公司集中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医药等行

业，减持较多的行业为有色等。

QFII增持先进制造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在37家上市公司

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出现了QFII机

构。 其中，从持股数量看，卫星石化、东方财

富、华帝股份、海大集团、拓邦股份等公司被

QFII机构持有的股份数量较多； 从持有市

值看，QFII机构在海大集团、 卫星石化、迈

为股份、东方财富、三棵树等个股持股市值

较高。 如果从持股占流通股的比重来讲，百

亚股份、迈为股份、华帝股份、卫星石化、昊

志机电等个股被QFII机构大比例持有。

具体来看，卫星石化在二季度末被3家

QFII机构持有6155.16万股，成为QFII机构

持股数量最多的公司。 海大集团被3家QFII

机构持有28.83亿元的市值，成为QFII机构持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 从流通股占比看，百亚股

份在二季度末被4家QFII机构持有27.67%

的流通股，成为截至目前的“第一名” 。

从增持情况看，东方财富、信维通信、海

大集团、昊志机电、龙蟠科技等公司在二季

度被QFII机构增持。 其中，QFII机构在二季

度增持了东方财富1469.83万股。 从行业分

布看，先进制造、计算机等成为QFII机构增

持的重要行业。

创新仍是大方向

事实上，并不只是社保基金、QFII机构

在创新发展方向积极“弄潮” 。 此前的基金

二季报数据显示，以“宁组合” 为代表的新

能源行业成为公募机构重仓方向。 社保基

金、QFII机构目前显示出来的持股情况，更

趋向于科技和制造行业中较为基础的领域。

抓住科技、新能源等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机

会，成为众多机构投资者的共识。

纽富斯投资表示， 宏观层面依然处于

稳定状态， 暂时没有影响市场热点行业景

气度和预期变化的因素。 科技、新能源仍是

中长期大方向，但估值争议非常大。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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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基建投资将迎温和增长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近期，多地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多措

并举扩大有效投资， 助力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业内人士指出，下半年，随着“十四五”规划确

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的逐步落地，专项债三季度

发行明显提速， 将推动基建投资温和增长，继

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基建投资持续发力

下半年以来，基建投资持续发力。近期，广

东、湖北、安徽等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7月31日，武汉举行了第三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本次集中开工的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共161个，总投资达2158亿元。同日，安徽

举行2021年第七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

会， 共有22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1064亿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

级改造等10个行业领域。

此前，7月19日， 天津今年第二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107亿元的446个重大项

目擂响战鼓。 6月28日，广东第二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启动。二季度全省各地共开工

107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9913亿元。

近期，北京发改委表示，今年北京市继续

谋划实施“3个100” 市重点工程，集中精力推

进100个基础设施、100个民生改善和100个科

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目，包括新建项目120

个，续建项目180个，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

据悉， 在今年上半年的120个新建项目中，48

个已经实现开工。

基建通大数据平台统计显示，仅最近半个

月就有19条重大公路项目开工， 总投资1595

亿元。 近期开工的重大城轨类项目共5个，铁

路共1个，总投资合计超1013亿元。

此外，山东、上海、海南、浙江、深圳等多地

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 施工图相继出炉，基

建投资将进一步加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研究

员任荣荣认为，下半年，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

环境总体向好， 将为实现投资合理增长添动

力，投资将延续稳步向好态势，有效投资的关

键作用将持续发挥。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副所长张明看来，要稳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

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发力。

专项债撬动效应或逐步显现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专项

债仍是稳投资重要着力点。 近日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要求，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

物工作量。

财政部数据显示，财政部已下达2021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676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限额80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4676亿元。

“若今年有3万亿元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

领域， 理论上或可拉动基建投资约5.2万亿

元。 ” 中诚信国际近日发布报告认为，从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看，结合财政部提出的

“适当放宽专项债券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

发行节奏” ， 相较于前两年9月至10月完成全

年新增债发行的情况，今年发行完成时点或延

迟至第四季度末， 但考虑到11月至12月天气

寒冷，部分基建项目不适宜开工等因素，新增

债或集中于今年第三季度发行，预计第三季度

月均需发行新增专项债超5000亿元。 由于今

年发行节奏迟滞，且从债券发行到形成实物工

作量、拉动投资的传导链条较长，对基建投资

的撬动效应或于第三季度逐步显现。

从专项债具体投向看，兴业证券统计发现，

上半年交通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

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占比分别为35.4%、32.3%、

25.0%，合计占比超九成，与去年同期相比，占

比皆有所扩大。 另外，还有少数专项债投向农

林水利等领域，体现了专项债在扩大有效投资、

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建投融资环境将趋于改善

任荣荣认为，下半年2万多亿元专项债券

将陆续发行，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加之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上市开启基

建融资新模式的利好，基建投融资环境将趋于

改善。 随着“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

目逐步落地，将推动基建投资温和增长。 （下

转A02版）

稳内需

成稳增长重中之重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当前，内需不足对经济恢复的制约增强，叠加

出口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 稳内需成为稳增长的

重中之重。 下一阶段，应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拓展经济增长空间，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基础，更好

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从最新公布的

7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

PMI

）数据看，需求扩张继续放缓，稳增长压力有所

加大。其中，订单类指数全面回落。例如，新出口订单

指数再次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47.7%

， 连续

4

个月回

落，预示出口可能渐进下行。 为保持经济恢复动能，

内需应及时顶上，但当前内需不足问题凸显。

7

月以

来，

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连续回落；受新冠

肺炎疫情复发等因素影响，电影票房表现依然疲软，

线下消费恢复遭遇一定阻力；受缺芯影响，乘用车批

发数据持续低迷，汽车销售表现欠佳。

稳内需已成为下阶段稳增长的重中之重。

稳内需应着力释放消费潜力。 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压舱石”作用显著。 数据显示，上半年，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1.7%

， 拉动经济

增长

7.8

个百分点。 近期，受疫情、极端天气等因素

影响，消费市场复苏进程放缓。居民对就业和收入

前景相对谨慎，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受到一定影

响。（下转A02版）

真假委管

起底红星美凯龙转型“秘术”

“扬帆起航”“腾飞在即”……市场对红星

美凯龙委管模式的轻资产转型颇多溢美之

词，并给予高估值。一个项目、两份合同，租赁

型商场“摇身一变”成了深受资本市场追捧的

委管型商场，上市公司兜底租金，风险却深埋

在“抽屉”里。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调查，掀开

了红星美凯龙转型“秘术”的真实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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