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首秀”收红

机构称A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

本报记者 吴玉华

7月29日，A股市场表现分化，上证指数小幅上涨，创业板指跌逾1%，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首秀”也小幅上涨。 全天A股市场超2300只股票上涨，超70只股票涨停，智能驾驶、商业航天等概念板块活跃，银行等板块走强。 市场成交缩量，成交额不足59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和上证指数互为补充，有助于引导投资者关注高分红上市公司，推动形成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A股估值已具备较强吸引力，中期而言机会整体大于风险。

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小幅上涨

7月29日，A股市场表现分化，上证指数上涨0.03%，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0.96%、1.44%，上证指数报收2891.85点，深证成指报收8514.65点，创业板指报收1635.67点。 市场成交缩量，当日A股成交额为5896.99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降3.38%，其中沪市成交额为2600.95亿元，深市成交额为3258.4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7月29日，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实时行情正式发布。 在发布4年后，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转为实时行情，迎来“首秀” ，当日上涨0.04%，报收3200.91点。

29日A股市场上涨个股数量为2341只，涨停个股数超过70只，下跌个股数量为2741只。 从盘面上看，智能驾驶、商业航天等概念板块全线爆发。 申万一级行业中，综合、银行、建筑装饰行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2.04%、1.39%、1.18%；电力设备、食品饮料、建筑材料行业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72%、1.65%、1.46%。

领涨的综合行业中，交运股份、南京公用涨停。 银行行业中，杭州银行涨逾4%，齐鲁银行上涨4%，中信银行、渝农商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只银行股涨逾2%。 领跌的食品饮料行业中，贵州茅台股价跌破1400元/股。

对于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实时行情的“首秀” ，明泽投资基金经理陈实表示，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是在上证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将样本分红计入了指数收益，反映了上交所上市公司在计入分红收益后的整体表现。 综合来看，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和上证指数互为补充，促进上交所在指数编制上与国际接轨，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多维度观测上交所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和体现分红投资收益的综合回报，同时也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引导投资者关注高分红上市公司，推动形成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主力资金净流出超50亿元

从资金面来看，在29日市场分化的情况下，资金表现较为谨慎。 Wind数据显示，29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50.53亿元，相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增加，其中2070只股票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3013只股票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

行业板块方面，29日共有11个行业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其中汽车、石油石化、交通运输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入6.79亿元、3.09亿元、2.89亿元。 在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出的20个行业中，电力设备、食品饮料、非银金融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出20.70亿元、10.30亿元、10.18亿元。

个股方面，万丰奥威、金溢科技、赛力斯、中信海直、罗博特科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为3.88亿元、3.09亿元、2.78亿元、2.37亿元、2.14亿元；市场表现方面，29日这5只股票中除赛力斯上涨5.32%外，其他4只股票均涨停。 宁德时代、贵州茅台、中信证券、五粮液、寒武纪-U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分别净流出5.72亿元、3.35亿元、2.16亿元、2.15亿元、1.99亿元。

29日北向资金净流出49.85亿元，从当日沪、深股通十大活跃股情况来看，北向资金净买入工商银行、长江电力、寒武纪-U金额居前，分别达2.18亿元、1.85亿元、1.42亿元；净卖出贵州茅台、宁德时代、潍柴动力金额居前，分别为5.72亿元、2.57亿元、1.91亿元。

近期增量资金主要通过ETF流入市场。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7月以来股票型ETF资金净流入近1500亿元。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净流入近450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净流入超300亿元，华夏沪深300ETF净流入超210亿元，嘉实沪深300ETF净流入超170亿元，增量资金大幅加仓沪深300ETF；南方中证500ETF、南方中证1000ETF均净流入超90亿元，华夏上证50ETF净流入超70亿元，华夏中证1000ETF净流入近60亿元。

而在7月29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成交额为20.58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成交额为6亿元，华夏沪深300ETF成交额为3.06亿元，均较之前缩量，借道ETF流入市场的增量资金力度有所减弱。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ETF是今年最重要的资金增量之一，近期ETF再度大幅流入，有望对市场形成支撑，也对风险偏好形成呵护。

机构称8月市场或迎转机

从市场估值来看，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9日，万得全A滚动市盈率为15.77倍，沪深300滚动市盈率为11.64倍，均处于历史低位水平。

对于A股市场，张启尧表示，5月底以来，大盘和中证红利均出现显著调整，市场对于红利资产的拥抱出现“缩圈” ，进一步向其中的类债型低波红利龙头股下沉，其相对沪深300和中证红利的超额收益均持续创新高，已经远超过今年2月初和4月下旬的高点，这显示当前市场风险偏好已到了一个过度悲观的状态。 市场处于风险偏好从过度悲观的状态缓慢爬升、修复的窗口，8月或迎来转机。

“市场积极因素主要包括各部门针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配置政策逐渐落地，支撑国内经济进一步复苏；同时，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市场流动性有望改善；此外，当前A股估值偏低，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陈实表示，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复苏叠加流动性预期改善的背景下，A股中长期有望保持上行趋势。

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情绪低迷，但情绪的低迷同样也是中长期底部区域的特征之一。 本周是美联储的年度第五次议息，同时，进入8月后，国内的政策落地仍值得期待，市场可能会迎来变盘。

“下半年完成全年预定增长目标可能仍需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上周货币及财政政策思路均开始出现积极调整，未来稳增长举措仍有望进一步加码，资本市场改革有序落地，有望逐步助力投资者信心再修复。 从估值维度，上周10年期国债利率跌破2.2%关口，沪深300股息率进一步上升至3.15%，相比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出0.95个百分点，反映A股估值已具备较强吸引力，中期而言机会整体大于风险。 ”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表示，配置方面，资本市场改革背景下短期大盘风格有望好于小盘；设备消费以旧换新等领域短期或有相对表现；关注科技创新领域尤其是具备产业自主逻辑的板块；出口链和全球定价的资源品后续可能再度迎来自下而上的布局机会；红利资产中长期逻辑未变，但当前需要更加重视基本面和分红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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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驾驶板块逆势爆发

智能化布局深入车企或优先受益

●本报记者 胡雨

7月29日，A股三大股指走势分化， 智能驾

驶板块逆势走强，多只个股表现抢眼。在产业政

策积极助力、行业公司持续发力的带动下，今年

以来智能驾驶板块市场关注度持续升温。

在业内人士看来，智能化加速趋势下，自主

车企有望再现爆款， 带动车企销量增长并为智

能化赛道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注入业绩弹性，

智能化布局深入的整车企业有望在自动驾驶加

速渗透潮流中优先受益。

板块多只个股涨停

Wind数据显示，7月29日，A股智能驾驶板

块迎来强劲上涨，截至收盘，金溢科技、锦江在

线、大众交通、南京公用、中通客车、动力新科、

安凯客车等个股集体涨停， 移为通信、 万集科

技、赛力斯、高新兴等个股集体大涨。 从资金动

向看，金溢科技、赛力斯、大众交通、中通客车单

日均获得A股主力资金净流入超3亿元，净流入

规模在全市场位居前列。

随着相关行业政策在国内持续落地， 智能

驾驶产业在成为资本市场“宠儿”同时，其自身

发展也已步入快车道。

6月中旬，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

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

施》，提出稳步推进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运营，

打造高阶智能驾驶新场景，开展智能汽车“车

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 地方层面，日前北京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的《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

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自动驾驶汽车

用于城市公共电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网

约车）、汽车租赁等城市出行服务；在2024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上， 上海发放了首批无驾驶人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许可， 四家获证企业可在

浦东部分路段实现全无人载人的车辆应用，市

民可以通过相应软件预约乘坐这些无人车。

国内外智能驾驶相关产业链公司也不遑多

让，纷纷在智能驾驶领域持续推进：此前萝卜快

跑在武汉大规模投放无人驾驶汽车一度引发行

业内外高度关注， 并直接带动多家上市公司股

价走高， 是否参与萝卜快跑项目也成为一些公

司被投资者提问的重点；国外企业中，特斯拉首

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特斯拉2024年二季度

财报电话会中透露， 公司无人驾驶出租车产品

将在10月中旬召开正式发布会，FSD （全自动

驾驶系统）也“很可能在年内获得入华许可” 。

从部分上市公司最新动向看，7月28日，赛

力斯披露， 在与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及

相关方前期工作进展的基础上， 公司启动与引

望及其股东协商加入对引望的投资， 共同支持

引望成为世界一流的汽车智能驾驶系统及部件

产业领导者，并成为服务汽车产业的开放平台。

整车厂或受益最大

“自动驾驶能力是车企在电动智能化时代

重要的竞争力， 电动智能化对于出行方式的改

变正在加速，其影响深远，并将深刻改变汽车行

业的格局。 ”开源证券分析师任浪认为，整车厂

是自动驾驶发展中最大的参与者与受益方，自

动驾驶的搭载或使整车厂在市场中具有强力的

差异化，从而取得竞争优势，提振汽车销量。 对

于智能驾驶相关产业链的布局机遇，任浪认为，

智能化布局深入的整车企业将在自动驾驶加速

渗透潮流中优先受益， 建议关注华为系和新势

力车企。

平安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王德安认为，特斯

拉FSD入华可能会成为国内自动驾驶领域的“鲶

鱼” ，加速高阶智驾在国内的落地进程，高阶智驾

领域领先的车企或供应商会更加受益； 此外，作

为ICT巨头的华为在汽车界发力， 也会显著提升

消费者对智能新能源车的接受度，因此看好受益

于我国高端新能源车扩容的相关企业。

就整个汽车板块而言， 智能化不仅仅是未

来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部分机构看好的2024

年布局主线。 在华龙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杨阳

看来，智能化加速趋势下，自主车企有望再现爆

款， 带动车企销量增长并为智能化赛道的核心

零部件供应商注入业绩弹性，智驾域控、线控制

动、空气悬架等智能驾驶核心配置，以及智能座

舱域控等智能座舱核心配置的渗透率、 国产化

率有望进入快速增长区间。

规模或达万亿级 商业航天投资机遇受关注

●本报记者 刘英杰

近期，商业航天行业引发资本市场关注，A

股相关概念股走高。Wind数据显示，7月18日至

今，Wind商业航天指数区间涨幅高达9.96%，7

个交易日内有6日录得上涨。7月29日，新研股份

涨19.91%，腾达科技、立航科技、航天晨光涨停，

腾达科技实现6连板。 移为通信、宗申动力涨超

7%，金盾股份、安达维尔等涨超6%。

分析人士认为， 商业航天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方向，正从导入期转向成长期，政策支持

有望推动其快速发展。参考SpaceX估值2100亿

美元，国内市场规模有望达万亿级。 卫星通信是

现阶段最成熟的商业应用， 海外的成功证明了

通过发射更多卫星组网以降低成本是未来发展

方向。

中国“星链”启动布局

G60星座首批组网18颗卫星发射预计8月5

日在太原举行。 据悉，G60星座采用全频段、多

层多轨道星座设计，计划今年发射108颗星，到

2027年前，完成一期的1296颗卫星部署。

据国际电信联盟官网消息，今年5月24日，

上海蓝箭鸿擎科技提交了一份“提前公布资

料”（API） 文件 ， 其中提到了一项名为

“HONGHU-3”（中文为“鸿鹄三号” ）的卫

星星座组网计划， 将在160个轨道平面上共发

射10000颗卫星。

“今年上半年火箭发射热度不减， 预计下

半年随着G60星链进入招投标和发射密集期，

产业催化将持续不断。 ” 华西证券国防军工行

业首席分析师陆洲认为，“商业航天呈现出发

展潜力大、市场规模广、增长速度快的特点，且

在政策端、发射端等均具备坚实基础，具有良好

广阔的发展机遇。 ”

谈及SpaceX星链对我国商业航天行业的

启示，国泰君安中小盘首席分析师周天乐表示，

卫星通信和互联网服务是目前最成熟的商业航

天商业应用，星链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通过

复盘星链的发展历程， 我们认为通过发射更多

卫星组网从而以较低成本提供更好的网络服务

是未来卫星互联网运营商的主要发展方向。

周天乐分析， 目前国内单颗低轨通信卫星

的总成本约为1000万美元，而美国星链的成本

仅为75万美元左右，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持

续推动降本以实现快速发射组网。

政策利好不断催化

7月26日，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

责同志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聚焦商业

航天等领域精准发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擎” 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彰显了国家对这一领域

的高度重视。 北京、上海、海南等地也相继发布

了促进商业航天发展的专项规划，包括《北京市

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8

年）》《上海市促进商业航天发展打造空间信息

产业高地行动计划（2023-2025年）》《湖北省

突破性发展商业航天行动计划（2024-2028

年）》等。

中航证券航空航天首席分析师王宏涛认

为，今年，我国已进入“十四五” 后期，伴随“航

天强国” 已经进入到建设落地阶段，我国有望

落地更多支持航天产业发展的政策， 向航天产

业倾斜相对更多的资源。

王宏涛称， 伴随民营企业火箭发射频率加

速、航天发射企业向下游卫星产业拓展、传统通

信运营商深化卫星通信产业布局、 时空信息集

团成立等， 商业航天相关产业链关注度或持续

抬升。

投资机会凸显

近年来， 伴随国家和地方政府频繁出台支

持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 商业航天行业持续受

到市场关注。

东方证券国防军工行业分析师罗楠表示，

按照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顺序， 首先是上游空

间段卫星制造和卫星发射环节率先受益， 其次

是地面段网络建设设备和应用终端， 建议关注

产业链各环节的核心供应商。

“随着卫星发射需求的空前增加，‘液体+

可复用’ 火箭或将成为下一阶段我国航天发射

的市场焦点。 ”王宏涛建议，“后续应关注已实

现规模化发射、 参与核心环节配套以及测运控

领域中的企业。 ”

周天乐认为， 应重点关注在准入和融资方

面均具有优势的国资运营商以及在细分领域具

有比较优势的民资制造商。在现行准入规则下，

国资企业在商业航天运营端有优势， 而在制造

端， 民营企业有望通过专门化经营获取细分领

域的成本优势。

机构称8月市场或迎转机

从市场估值来看，Wind数据显示，截至

7月29日， 万得全A滚动市盈率为15.77倍，

沪深300滚动市盈率为11.64倍，均处于历史

低位水平。

对于A股市场，张启尧表示，5月底以来，

大盘和中证红利均出现显著调整， 市场对于

红利资产的拥抱出现“缩圈” ，进一步向其中

的类债型低波红利龙头股下沉， 其相对沪深

300和中证红利的超额收益均持续创新高，

已经远超过今年2月初和4月下旬的高点，这

显示当前市场风险偏好已到了一个过度悲观

的状态。 市场处于风险偏好从过度悲观的状

态缓慢爬升、修复的窗口，8月或迎来转机。

“市场积极因素主要包括各部门针对国

内经济发展的配置政策逐渐落地，支撑国内

经济进一步复苏；同时，美联储降息预期升

温，市场流动性有望改善；此外，当前A股估

值偏低，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 陈实表示，

在国内经济进一步复苏叠加流动性预期改

善的背景下，A股中长期有望保持上行趋势。

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夏风光表示，最近一

段时间市场情绪低迷，但情绪的低迷同样也

是中长期底部区域的特征之一。 本周是美联

储的年度第五次议息，同时，进入8月后，国

内的政策落地仍值得期待，市场可能会迎来

变盘。

“下半年完成全年预定增长目标可能

仍需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 上周货币及财

政政策思路均开始出现积极调整， 未来稳

增长举措仍有望进一步加码， 资本市场改

革有序落地， 有望逐步助力投资者信心再

修复。 从估值维度，上周10年期国债利率跌

破2.2%关口，沪深300股息率进一步上升至

3.15%，相比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出0.95

个百分点， 反映A股估值已具备较强吸引

力，中期而言机会整体大于风险。 ” 中金公

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表

示，配置方面，资本市场改革背景下短期大

盘风格有望好于小盘； 设备消费以旧换新

等领域短期或有相对表现； 关注科技创新

领域尤其是具备产业自主逻辑的板块；出

口链和全球定价的资源品后续可能再度迎

来自下而上的布局机会； 红利资产中长期

逻辑未变， 但当前需要更加重视基本面和

分红的可持续性。

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首秀”收红

机构称A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

7月29日，A股市场表现分化，上证指数小幅上涨，创业板指跌逾1%，上证综合全

收益指数“首秀” 也小幅上涨。 全天A股市场超2300只股票上涨，超70只股票涨停，

智能驾驶、商业航天等概念板块活跃，银行等板块走强。 市场成交缩量，成交额不足

5900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和上证指数互为补充，有助于引导投资者

关注高分红上市公司，推动形成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A股估值已具备较强吸

引力，中期而言机会整体大于风险。

●本报记者 吴玉华

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小幅上涨

7月29日，A股市场表现分化，上证指数

上涨0.03%，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分别下跌

0.96%、1.44%，上证指数报收2891.85点，深

证成指报收 8514.65点， 创业板指报收

1635.67点。 市场成交缩量，当日A股成交额

为 5896.99亿元， 较前一个交易日下降

3.38%，其中沪市成交额为2600.95亿元，深

市成交额为3258.4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7月29日，上证综合全收

益指数实时行情正式发布。在发布4年后，上

证综合全收益指数转为实时行情，迎来“首

秀” ，当日上涨0.04%，报收3200.91点。

29日A股市场上涨个股数量为2341

只，涨停个股数超过70只，下跌个股数量为

2741只。 从盘面上看，智能驾驶、商业航天

等概念板块全线爆发。 申万一级行业中，综

合、银行、建筑装饰行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04%、1.39%、1.18%；电力设备、食品饮料、

建筑材料行业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1.72%、

1.65%、1.46%。

领涨的综合行业中，交运股份、南京公

用涨停。 银行行业中，杭州银行涨逾4%，齐

鲁银行上涨4%，中信银行、渝农商行、光大

银行、中国银行等多只银行股涨逾2%。领跌

的食品饮料行业中， 贵州茅台股价跌破

1400元/股。

对于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实时行情的

“首秀” ，明泽投资基金经理陈实表示，上证

综合全收益指数是在上证综合指数的基础

上将样本分红计入了指数收益，反映了上交

所上市公司在计入分红收益后的整体表现。

综合来看，上证综合全收益指数和上证指数

互为补充，促进上交所在指数编制上与国际

接轨，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多维度观测上交所

上市公司整体表现和体现分红投资收益的

综合回报，同时也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加大

分红力度、 引导投资者关注高分红上市公

司，推动形成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主力资金净流出超50亿元

从资金面来看，在29日市场分化的情况

下，资金表现较为谨慎。 Wind数据显示，29

日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50.53亿元，相

较前一个交易日有所增加，其中2070只股票

出现主力资金净流入，3013只股票出现主力

资金净流出。

行业板块方面，29日共有11个行业出现

主力资金净流入，其中汽车、石油石化、交通

运输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分别净

流入6.79亿元、3.09亿元、2.89亿元。 在出现

主力资金净流出的20个行业中， 电力设备、

食品饮料、非银金融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出金

额居前，分别净流出20.70亿元、10.30亿元、

10.18亿元。

个股方面，万丰奥威、金溢科技、赛力

斯、中信海直、罗博特科获得主力资金净

流入金额居前， 分别为3. 88亿元、3. 09亿

元、2. 78亿元、2. 37亿元、2. 14亿元；市场表

现方面，29日这5只股票中除赛力斯上涨

5. 32%外，其他4只股票均涨停。宁德时代、

贵州茅台、中信证券、五粮液、寒武纪-U

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居前， 分别净流出

5. 72亿元、3. 35亿元、2. 16亿元、2. 15亿元、

1. 99亿元。

29日北向资金净流出49.85亿元， 从当

日沪、深股通十大活跃股情况来看，北向资

金净买入工商银行、长江电力、寒武纪-U金

额居前， 分别达2.18亿元、1.85亿元、1.42亿

元；净卖出贵州茅台、宁德时代、潍柴动力

金额居前， 分别为5.72亿元、2.57亿元、1.91

亿元。

近期增量资金主要通过ETF流入市场。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6日，7月以来股票

型ETF资金净流入近1500亿元。 其中，华泰

柏瑞沪深300ETF净流入近450亿元， 易方

达沪深300ETF净流入超300亿元， 华夏沪

深300ETF净流入超210亿元， 嘉实沪深

300ETF净流入超170亿元， 增量资金大幅

加仓沪深300ETF；南方中证500ETF、南方

中证1000ETF均净流入超90亿元， 华夏上

证 50ETF净流入超 70亿元， 华夏中证

1000ETF净流入近60亿元。

而在7月29日，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成交额为20.58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成

交额为6亿元， 华夏沪深300ETF成交额为

3.06亿元，均较之前缩量，借道ETF流入市

场的增量资金力度有所减弱。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

ETF是今年最重要的资金增量之一， 近期

ETF再度大幅流入， 有望对市场形成支撑，

也对风险偏好形成呵护。

29日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居前

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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