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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5.0%

四大行股价均创历史新高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4 年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GDP）6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动能
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同日，A 股银行板块持续上涨，建
行、农行等多只国有大行股价格再度刷
新历史新高。42家上市银行中，33家录
得上涨，其余个股微跌或平盘。数据显
示，截至7月15日，申万银行板块年内累
计涨幅达18.88%，在申万31个行业中位
居第一。

经济稳定运行
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今年上半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和不确定。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
长5.0%；其中二季度增长4.7%，增速比一
季度有所回落。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从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回落有极
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因素影响，
但经济稳定运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二季度经济体量超32万亿元，工
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总额都超10万亿
元，总量指标规模依然十分可观。

细看这份“半年报”，国内需求持续
恢复、外部需求有所改善。

向内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3.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7.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9%，虽然房地产投资低位运行，但基础
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5.4%和
9.5%，显示复苏暖意。

向外看，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6.1%。其中，二季度外贸同比
增长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别
提高 2.5 个和 5.7 个百分点，季度走势持
续向好。外汇储备稳定在 3.2 万亿美元
以上。

保持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
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1%，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
保持温和上涨。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
均值为 5.1%，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健的同时，
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6%，快于全部投资6.7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
量的比重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8%……这些指
标印证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
加快培育壮大。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元，同比名义增长5.4%，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3%。

“‘形有波动、势仍向好’，短期波动
不会改变长期向好大势。”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表示，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中
国经济表现依然较好，一季度GDP增速
快于美国、欧元区、日本等，结合二季度
国内外形势，预计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
仍将保持领先，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国有行股价再创新高
机构大幅加仓银行股

7 月以来，多只国有大行股屡创新
高。截至 7 月 15 日收盘，建设银行全天
上涨 2.99%，盘中创下 7.61 元/股的历史
以来最高价，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涨
幅排名第一。此外，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中国银行、北京银行股价均创上市以
来新高；渝农商行、浦发银行和邮储银行
分别创年内股价新高。

2024 年以来，银行股延续此前上涨
走势，在各板块中表现突出。在市场波
动较大的情况下，累计涨幅达18.88%，在
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一。资金流
向方面，7 月 15 日银行板块的主力净流
入额居于申万31个行业第二，在申万二
级行业中，国有大型银行主力净流入额

9.72亿元，排名行业第一。
个股累计涨幅来看，截至 7 月 15 日

收盘，南京银行以年内上涨 45.54%的成
绩拔得头筹，成都银行累计上涨 40.67%
位居第二。此外，年内累计涨幅超过
30%的上市银行包括交通银行、常熟银行
等 11 只；年内累计涨幅超 20%的个股有
20只，国有六大行均在其列。

“国家队增持、ETF 扩容、险资 OCI
账户配置、部分北向资金回流，助推银行
板块上涨。”中信建投证券马鲲鹏团队在
近日发布的研报中分析称，上半年高股
息策略强势演绎，在资金面催化下，银行
板块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明显。

银行股近年来是高股息的防御性
投资策略的重要标的。数据显示，截至
7月15日收盘，动态股息率高达5%以上
的上市银行有 20 家，其中平安银行、兴
业银行等 4 家机构股息率超过 6%。此
外，除郑州银行以外的 41 家上市银行
2023年度计划分红总额超过6000亿元，
同比增长逾4%。

资金面看，“国家队”是增持银行股
的重要资金来源。去年10月，中央汇金
公司宣布在6个月内在二级市场增持工
行、农行、中行和建行股份。今年4月，四
大行纷纷发布增持进展，截至4月10日，
中央汇金分别累计增持 2.87 亿股、4.01
亿股、3.3亿股、7145万股股份，按照日均
收盘价测算，汇金公司累计增持金额约
49亿元。

公募基金也在今年一季度大幅加仓
银行股。券商中国记者梳理数据发现，
今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重仓持有的银
行标的市值为约为1111亿元，较去年末
环比增长约29.3%，超出申万银行指数同
期涨幅18.73个百分点，显示出有较大力
度的增持动作。

高股息等红利资产成追捧对象

今年以来，以高股息为代表的红利
资产成为震荡市场背景下资金的追捧对
象。截至目前，上证红利指数累计涨幅

接近 10%，中证红利指数涨幅接近 7%。
银行股作为稳健防御性投资标的，投资
吸引力显著增强，尤其是作为高股息红
利资产的代表走势强劲。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7月，银行纷纷
下起了“红包雨”。据统计，截至 7 月 4
日，A股42家上市银行中，已有17家做出
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的决定。

从行业分析师的观点来看，银行板
块上涨似乎还只到中场。如华创证券在
最新研究报告中强调，当前低利率环境
为银行股投资提供了双重利好：既保证
了分红的稳定性，又吸引了中长期资金
的持续流入。报告指出，为了保持4%以
上的股息率，银行股的整体估值预计还
有23%至54%的增长空间，这表明银行板
块，目前虽处估值洼地，却孕育着巨大的
上行潜力。

浙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则认为，银
行股行情不是下半场，而是长周期的开
始，推荐“大+小”哑铃组合，既包括了高
股息的国有大行，也包括了高成长性的
中小银行。

展望后续银行股走势，中信证券研
究预计，二季度银行经营景气度稳定，扩
表策略审慎，息差走势符合预期，信用风
险格局稳定。板块投资来看，前期多方
政策发力，有助改善银行风险预期，银行
股估值提升更具基本面支撑，进一步夯
实分红收益空间确定性。

红利资产的行情，还会持续下去吗？
展 望 下 半 年 ，中 信 建 投 称 ，中 期

看，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踏入经营成
熟期，结合日本经验，红利资产范围
也将向医药、有色、食品饮料等方向
延展。

天风证券表示，看好后续高股息
风格继续演绎，红利板块内部新一轮
扩 散 。 新“ 国 九 条 ”中 提 到“ 市 值 管
理”“提高二级市场投资回报率”，政
策逻辑和市场逻辑共振之下，具备垄
断性、稀缺性的高股息资产有望获得
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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