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发展稳中向好 银行股频获股东高管增持

本报记者 王方圆

2022年上半年即将落下帷幕，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发现，近期多家上市银行发布稳定股价公告，披露股东或高管增持计划；上半年已有12家上市银行高管出手增持自家银行股份，合计增持金额超过2000万元。

多家银行表示，这是股东和管理层基于对自家银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银行投资价值的高度认可，旨在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国内经济将进一步修复，银行板块行情有望启动。

多家银行披露增持计划

6月27日晚间，邮储银行发布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公告显示，邮储银行控股股东邮政集团拟在2022年6月27日起六个月内，增持邮储银行A股金额不少于5000万元。

除邮储银行外，6月以来，先后有瑞丰银行、齐鲁银行、苏州银行发布稳定股价方案，将由股东或董事、高管增持自家银行股份，不仅增持阵容强大，且增持金额也非常可观。

6 月 9 日 晚 间 ， 齐 鲁 银 行 发 布 稳 定 股 价 方 案 ， 由 5 名 持 股 5 % 以 上 的 股 东 和 8 名 董 监 高 人 员 合 计 增 持 股 份 不 低 于 5420 . 65 万 元 。 具 体来看，澳洲联邦银行拟增持不低于 1791 .21万元；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 增 持 不 低 于 1140 . 75 万 元 ； 兖 矿 能 源 集 团 拟 增 持 不 低 于 964 . 76 万 元；济南城市建设 投资集 团拟增持 不低于 701 . 21万元 ； 重 庆 华 宇 集 团 拟 增 持 不 低 于 687 . 95 万 元 ； 8 名 董 事 、监事、高级 管理人 员拟 增 持 合 计 不 低 于 134 . 76 万 元 。

苏州银行增持阵容也非常强大。 6月13日晚间，苏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长、行长、5名副行长、行长助理、财务总监、风险总监及1名董事，拟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205.91万元。

增持金额已超2000万元

从已增持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已有12家上市银行高管出手增持自家银行股份，合计增持金额超2000万元。 其中，北京银行高管增持金额最高，达1374.36万元。 此外，上海银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浙商银行高管增持金额也均超过1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银行获高管增持并非由于触发稳定股价条件，而是高管基于对自家银行经营发展的信心，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董监高一致认为目前北京银行估值明显偏低，在宏观政策发力稳经济大盘、公司自身转型步伐加快的多重因素驱动下，北京银行各项业务发展持续向好，估值也有望向上修复，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市值表现。 ”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另外，还有多家银行获得大股东支持。 南京银行5月18日晚间公告称，第一大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14.04%增加至16.37%。 此外，法国巴黎银行承诺，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增持所取得的公司股份，自取得之日起5年内不进行转让。

业内人士 认为，股 东及高 管增持体 现了对 自家银 行经营 发展的信 心。 此外 ，股东增 持也有望 为商业 银行带 来更多 经营发展 机会 ，对 于投资 者具有 一定的参 考意义 。

看好银行股后市表现

从二级市场上看，银行股整体处于低估值状态。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宏观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国内经济将逐步恢复，银行板块有望迎来投资机遇。

东北证券表示，从信贷数据来看，预计6月信贷将在5月总量修复的基础上出现结构修复。 在银行业绩层面，看好信贷以量补价；在资产质量方面，宽信用将带来资产质量优化。

“从银行自身来看，业绩优异、资产质量达到近年来最优水平成为大部分上市银行的主要特征。 目前银行板块估值水平处于历史最低位置，看好银行板块行情重启。 ”东北证券表示。

光大证券认为，预计今年下半年商业银行营收、盈利增速将企稳。 建议投资者把握三条主线：一是经营基本面优质、估值性价比较高的上市银行；二是信贷投放力度大、负债端优势明显的上市银行；三是深耕优质区域且有业绩释放潜力的上市银行。

Wind数据显示，4月1日至6月29日期间，共有22家A股上市银行迎来机构调研，合计调研次数超180次，合计参与调研机构超过1600家。

多 位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 二 季 度 以 来 ， 商 业 银 行 逐 步 优 化 贷 款 结 构 ， 提 高 个 人 经 营 性 贷 款 、 信 保 类 贷 款 占 比 ， 同 时 稳 定 存 款 成 本 ， 预 计 全 年 息 差 水 平 有 望 保 持 稳 定 。

6月以来累计涨幅较大的机器人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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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集中调研机器人概念股

●本报记者 李莉

6月以来，汇川技术、埃斯顿等多只机器人概念股成

为机构调研的焦点。在二级市场上，机器人概念股近期也

持续上涨。 业内人士表示，在制造业逐步复苏、下游领域

扩产的推动下，机器人销售情况持续向好，未来发展空间

广阔，相关产业链具备较大的成长潜能，尤其是上游核心

零部件企业有望直接受益。

强势上涨

6月以来，A股市场量价齐升。Wind数据显示，截至6

月29日，本月A股有39家公司获得超百家机构调研，其中

多家机器人概念股成为机构调研焦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机构调研榜单中，机器人

概念股汇川技术获关注度最高，6月以来参与该公司调

研的机构达到579家，其中不乏UBS、红杉资本、高盛资

管等知名机构的身影。另外两家机器人概念股埃斯顿、京

山轻机分别被255家和247家机构调研，位列第四位和第

五位。

Wind数据显示，6月29日，A股三大指数震荡调整，

赛象科技、 远大智能、 巨轮智能等机器人概念股逆市涨

停。 6月以来，万得机器人概念指数累计涨幅超17%，72

只成分股中只有4只下跌，其余全部实现上涨，其中京山

轻机、巨轮智能涨幅超100%，迈赫股份、埃斯顿、远大智

能等7只股票涨幅超40%。

MIR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国内工业机器人出货

量为6.6万台，同比增长20.5%。 业内人士表示，在制造业

逐步复苏、高景气下游领域扩产的推动之下，机器人销售

情况持续向好。

开源证券机械设备分析师孟鹏飞认为， 机器人行业

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制造业整体复苏，机器

人自动化需求较为旺盛；二是新能源汽车、锂电、光伏等

高景气下游行业扩产拉动需求。

空间广阔

日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安

晖在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上表示，“2021年中国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达1998亿元，预计2026年将超过6000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4.8%。 ”国融证券认为这一预测是

聚焦狭义的核心产业，如果将视野拓宽至广泛的应用、零

部件、软件、算法算力、能源，那么拥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将

撑起一个百万亿级的新兴产业。 随着以特斯拉为代表的

新势力加入，行业有望加速扩张。

根据麦肯锡报告预测， 到2030年全球约4亿人的岗

位将被自动化机器人替代， 按单体价格30万元计算，长

期来看全球机器人市场空间可达120万亿元， 是一个崭

新且空前庞大的蓝海市场。

申万宏源研究机械首席分析师王珂认为， 机器人是

未来五年营收将有翻倍空间的细分领域。过去二十年，我

国机器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目前我国机器

人整机端和核心零部件领域有部分公司崭露头角。 预计

后续发展潜力仍然较大，尤其是在新能源、新材料、自动

化物流等高景气新需求出现的背景下， 可能体现出全行

业快速发展、细分领域爆发式发展的特征。

从机器人产业链角度出发， 国盛证券电力设备与新

能源首席分析师王磊认为，部分核心公司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中技术领先的减速机厂商和工控系

统领先品牌； 二是在机器视觉技术上拥有坚实基础并实

现产品应用和融合的相关公司； 三是国内机器人集成设

备厂商将有望在特斯拉掀起的机器代人浪潮下持续受

益，并加快技术升级。

证券简称

累计涨幅

（%）

总市值

（亿元）

市盈率

（TTM）

京山轻机 129.45 136.35 118.15

巨轮智能 100.00 80 .50 —

迈赫股份 62.30 41 .84 73 .82

埃斯顿 51.22 221.40 148.19

远大智能 49.84 47 .68 1058.46

绿的谐波 48.89 193.44 102.21

盾安环境 46.00 115.57 29 .56

中大力德 43.27 26 .50 32 .99

全志科技 40.72 182.47 37 .62

智云股份 38.17 20 .89 —

软控股份 37.12 69 .04 47 .19

克来机电 34.22 55 .97 205.21

科远智慧 32.89 30 .84 94 .40

赛象科技 32.58 27 .55 79 .78

均胜电子 31.41 218.62 —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

二季度以来726个险资账户参与打新

科创板创业板受青睐

●本报记者 石诗语

今年二季度以来， 险资打新热情较高，

共有726家保险机构及产品的资金账户参与

一级市场打新。险资参与首发累计动用资金

超过5万亿元， 打新个股主要集中于科创板

和创业板。 多位险资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险资把握A股结构性机会，加大权益

资产浮盈实现力度。

共动用5.52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8日，二季度

以来， 共有726家保险机构及产品的资金账

户参与一级市场打新。 从账户类型看，参与

打新的保险资金账户主要包括保险公司、保

险资管公司、再保险公司等保险机构主体。

二季度以来，险资机构和产品参与首发

配售次数共计达18085次。 从参与首发累计

动用资金来看，截至6月28日，二季度以来险

资共计动用5.52万亿元。 其中，幸福人寿累

计动用资金最多，达346.64亿元，远超其他

险资账户。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主动管理型

产品 （个分红） 委托投资参与打新金额

187.50亿元，位居第二位。

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险资账户参与

首发累计获配投入资金共计39.63亿元。 其

中，中国人寿位列榜首，累计获配投入资金

达到5.03亿元，幸福人寿、合众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分别以2391.85

万元、1395.30万元居于第二、三位。

险资业内人士表示，基本面相对稳健的

新股是保险资金热衷的标的，虽然近两年打

新收益率处于低位， 但整体收益率为正，且

有望实现增厚收益。

倾向于长期持有

Wind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以来，共有

77只个股进行招股。其中，创业板新股24只，

科创板新股19只，北交所新股16只，上证主

板、深证主板新股分别有6只、12只。

从险资打新偏好看，创业板和科创板新

股得到险资青睐。 具体行业方面，专用设备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领域是险资参与打

新的重点。

在打新个股的选择上，险资倾向于能够

长期持有的股票。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

认为，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险资会关注资

产负债久期的匹配，偏好长期投资、价值投

资。 A股被认为是具有吸引力的权益资产，

险资把握住股市结构性机会，加大权益资产

浮盈实现力度。

大家资产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张伟告诉

记者，保险资金投资立足长期，重视估值，投

资总体要抓“渗透率、市占率、国产化率” 这

三个要素，把握企业真正的成长机会。 在价

值股投资方面，他认为要抓行业供给收缩的

结构性机会，客观来看，部分传统行业也有

较好的利润恢复空间，需要逆周期进行布局

和投资。

券商：7月A股震荡向上趋势不改

●本报记者 胡雨

6月行情即将收官， 中国银河证券、平

安证券、东北证券、信达证券等多家券商7

月策略观点已经出炉。 券商机构普遍认为，

A股市场有望延续震荡向上趋势，考虑到中

报季即将来临， 业绩将成为影响后市行情

的核心变量之一。 在配置方面，继续看好成

长方向，白酒、大金融等价值板块也具备配

置价值。

基本面与流动性支撑

梳理券商7月策略观点发现， 基本面改

善、流动性延续宽松是支撑A股市场行情继

续向好的重要基础。

对于7月A股走势， 平安证券策略团队

维持市场中期震荡向上的观点，并认为成长

股的结构性行情有望延续。“基本面已经筑

底，短期迎来环比改善，高景气转型产业表

现相对较好；从流动性角度看，年初以来国

内货币政策偏宽松， 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

无风险利率短期仍趋于低位震荡。 ” 平安证

券表示。

对于基本面，东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邓利军表示，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7月经济

修复的确定性相对较高。考虑到外部风险依

然存在，预计7月行情将呈现反弹后震荡，核

心变量是中报业绩和机构资金。

6月29日，A股市场整体回调， 主要股

指跌幅均超过1%。 不过在中国银河证券策

略分析师蔡芳媛看来， 当前市场并不怕下

跌，因为下跌即是机会，建议用平常心看待

市场震荡。 临近年中时点，A股反弹了一段

时间之后将进入分化期。 7月上市公司的中

报业绩开始披露， 业绩驱动将成为市场的

核心主导因素， 建议投资者将目光更多回

归行业本身， 布局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及

行业。

在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樊继拓看

来，A股整体上已经反转。 在风格层面，股市

资金活跃度和风险偏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

归，成长板块估值有望出现季度级别的技术

性反弹。 一旦房地产销售数据出现改善，那

么，稳增长预期将变为经济回升预期，消费

等超跌板块将会有所表现。

把握成长方向

对于7月市场配置方向，梳理发现，成长

方向仍是券商机构的“心头好” 。

平安证券策略团队看好高景气和困境

反转两条主线。 一方面，本轮反弹仍以成长

板块的结构性行情为主，建议关注业绩高景

气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链，以及汽车

智能化和电动化产业链等；另一方面，此前

明显受压制的行业有望边际修复，场景消费

将逐渐好转。

邓利军建议投资者沿着三条主线进行

布局。 一是中报业绩较好且机构偏好的成

长方向（包括周期成长），如军工、有色、化

工、电新等行业，可重点关注；二是从超跌

修复角度看，关注受益于政府采购、政策放

松和疫后修复的计算机、 传媒、 消费等行

业；三是从政策导向角度看，关注新旧基建

相关的地产、 建筑建材， 以及消费端的家

电、汽车等板块。

蔡芳媛认为， 投资者7月应把握复苏契

机，均衡配置成长与价值。 建议战略性布局

汽车、半导体、电新等高景气板块，以及白

酒、医药、农业、大金融等具有较强防御性的

板块，均衡配置，把握中长期投资机会。

证券简称 增持金额(万元) 增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银行 1374.36 3051100 0.0144

上海银行 366.12 565000 0.0040

厦门银行 154.01 266100 0.0101

齐鲁银行 105.06 213254 0.0047

浙商银行 102.77 292100 0.0014

紫金银行 90.51 302000 0.0082

招商银行 76.66 20000 0.0001

苏州银行 52.24 87000 0.0024

重庆银行 52.15 68100 0.0020

渝农商行 26.89 70000 0.0006

郑州银行 20.07 63500 0.0008

交通银行 9.38 20000 0.0000

多家银行披露增持计划

6月27日晚间， 邮储银行发布关于稳

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公告显示，邮储银行

控股股东邮政集团拟在2022年6月27日起

六个月内，增持邮储银行A股金额不少于

5000万元。

除邮储银行外，6月以来，先后有瑞丰

银行、齐鲁银行、苏州银行发布稳定股价

方案，将由股东或董事、高管增持自家银

行股份，不仅增持阵容强大，且增持金额

也非常可观。

6月9日晚间，齐鲁银行发布稳定股

价方案， 由5名持股5%以上的股东和8

名董监高人员合计增持股份不低于

5420.65万元。 具体来看，澳洲联邦银行

拟增持不低于1791.21万元； 济南市国有

资 产 运 营 有 限 公 司 拟 增 持 不 低 于

1140.75万元；兖矿能源集团拟增持不低

于964.76万元；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拟

增持不低于701.21万元； 重庆华宇集团

拟增持不低于687.95万元；8名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合计不低于

134.76万元。

苏州银行增持阵容也非常强大。 6月

13日晚间，苏州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董

事长、行长、5名副行长、行长助理、财务总

监、风险总监及1名董事，拟合计增持股份

金额不低于205.91万元。

增持金额已超2000万元

从已增持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

2022年以来，已有12家上市银行高管出手

增持自家银行股份，合计增持金额超2000

万元。 其中，北京银行高管增持金额最高，

达1374.36万元。 此外，上海银行、厦门银

行、齐鲁银行、浙商银行高管增持金额也

均超过1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银行获高管增持

并非由于触发稳定股价条件，而是高管基

于对自家银行经营发展的信心，向市场传

递积极信号。“董监高一致认为目前北京

银行估值明显偏低，在宏观政策发力稳经

济大盘、公司自身转型步伐加快的多重因

素驱动下，北京银行各项业务发展持续向

好，估值也有望向上修复，看好公司未来

发展前景和市值表现。 ” 北京银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

另外， 还有多家银行获得大股东支

持。南京银行5月18日晚间公告称，第一大

股东法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

（QFII） 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从14.04%增

加至16.37%。此外，法国巴黎银行承诺，法

国巴黎银行及法国巴黎银行（QFII）增持

所取得的公司股份， 自取得之日起5年内

不进行转让。

业内人士认为， 股东及高管增持体

现了对自家银行经营发展的信心。 此外，

股东增持也有望为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经

营发展机会， 对于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看好银行股后市表现

从二级市场上看，银行股整体处于低

估值状态。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宏观政策

进一步落地见效， 国内经济将逐步恢复，

银行板块有望迎来投资机遇。

东北证券表示， 从信贷数据来看，预

计6月信贷将在5月总量修复的基础上出

现结构修复。 在银行业绩层面，看好信贷

以量补价；在资产质量方面，宽信用将带

来资产质量优化。

“从银行自身来看，业绩优异、资产质

量达到近年来最优水平成为大部分上市

银行的主要特征。目前银行板块估值水平

处于历史最低位置，看好银行板块行情重

启。 ” 东北证券表示。

光大证券认为，预计今年下半年商业

银行营收、盈利增速将企稳。 建议投资者

把握三条主线： 一是经营基本面优质、估

值性价比较高的上市银行；二是信贷投放

力度大、 负债端优势明显的上市银行；三

是深耕优质区域且有业绩释放潜力的上

市银行。

Wind数据显示，4月1日至6月29日期

间， 共有22家A股上市银行迎来机构调

研，合计调研次数超180次，合计参与调研

机构超过1600家。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二季度以来，商

业银行逐步优化贷款结构， 提高个人经

营性贷款、信保类贷款占比，同时稳定

存款成本，预计全年息差水平有望保持

稳定。

经营发展稳中向好 银行股频获股东高管增持

2022年上半年即将

落下帷幕， 中国证券报

记者统计发现， 近期多

家上市银行发布稳定股

价公告， 披露股东或高

管增持计划； 上半年已

有12家上市银行高管出

手增持自家银行股份，

合计增持金额超过2000

万元。

多家银行表示，这

是股东和管理层基于对

自家银行未来发展前景

的坚定信心， 对银行投

资价值的高度认可，旨

在维护中小投资者利

益。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

认为， 随着政策持续落

地见效， 国内经济将进

一步修复， 银行板块行

情有望启动。

●本报记者 王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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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市银行高管增持股份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