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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6月份以来，A股市场波动加剧，
成交额已连续5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大关。而龙虎榜上榜券商营业部的
交易情况，往往反映出市场热点的最
新交易动向。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iFinD
梳理统计，6月份以来，截至记者发
稿，共有2256家券商营业部7906次登
上龙虎榜，成交金额合计为1109.81
亿 元 。 百 强 营 业 部 成 交 额 高 达
729.21亿元，占2256家营业部总成交
额的66%。

在龙虎榜成交额方面，有5家券商
营业部6月份以来龙虎榜成交金额均
超过40亿元，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天
团”占了4席。其中，东方财富证券拉
萨东环路第二营业部凭借61.73亿元
的成交额暂列第一，第二位东方财富
证券拉萨东环路第一营业部，成交额
也高达58.32亿元；两家营业部净买入
额最高的个股均为中通客车。而第三
名则来自华泰证券总部，成交额为
53.99亿元，其净买入额最高个股为华
润双鹤。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
二、第一营业部暂列第四位、第五位，
成交额分别为43.28亿元、41.59亿元。

半月有余，上述4家东方财富证
券 旗 下 营 业 部 的 合 计 成 交 额 达
204.91亿元，占2256家上榜营业部总
成交额的18%。同时，近一月，东方
财富证券拉萨东环路第二营业部的
协同营业部（共同出现在个股龙虎榜
的买方名单上）排名前三的均是其

“兄弟”营业部。其中，与拉萨东环路
第一营业部共携手操作276次；与拉
萨团结路第一营业部共携手操作241
次；与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共携手
操作225次。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券商板块
维持高波动，光大证券仅在6月1日至

6 月 15 日 期 间 股 票 涨 幅 就 高 达
72.55%，实现6天5板，同期申万二级
证券行业指数涨幅为14.45%。

截至6月15日，申万二级证券行
业平均市净率为1.65倍；净资产规模
前二十名的上市券商平均市盈率为
18.03倍，平均市净率为1.4倍。而光
大证券的市盈率为26.61倍，市净率
为1.72倍，股票涨幅、市盈率和市净
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对此，光大证
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此后的6月16日，光大证券盘中再度
冲击涨停，不过临近收盘时股价加速
下行，收盘跌幅为7.23%，并登上龙
虎榜，当日净卖出1.41亿元。

从个股交易龙虎榜来看（统计周
期为5日），有16只个股的龙虎榜成交
额已超10亿元。备受关注的光大证券
位列第五，龙虎榜成交金额高达35.51
亿元，净买入额为773.69万元。其中，
华泰证券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上海
崇明区川心街营业部及东方财富证
券拉萨东环路第一营业部净买入光
大证券均超1亿元，而安信证券西安
芙蓉东路营业部、浙商证券保定复兴
中路营业部及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
结路第二营业部均净卖出光大证券
均超1亿元。除了光大证券外，财达证
券也榜上有名，龙虎榜成交金额为1.5
亿元，净买入额为4515.77万元。6月
16日，兴业证券则被净卖出1.72亿元，
当日收盘跌幅8.29%。

不过，对于券商板块整体而言，中
信证券非银金融团队认为，风险偏好
提升带动成交额重回万亿元，券商板
块估值随之提升。贝塔驱动叠加低估
值是本轮上涨的特征。目前，券商板
块估值处于2018年以来21%分位数水
平，仍处历史低位。展望未来，贝塔因
素是短期驱动，供给侧改革及财富管
理业务仍为中长期投资主线。

A股成交额连续5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

券商龙虎榜营业部

月内成交额已超1100亿元

本报记者 贾 丽

防疫工作促进无人配送市场升
温。近日，在北京的部分小区中，无
人智能快递车已投入运转。这一产
业已成为资本竞争布局的关键领域。

6月16日，蘑菇车联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蘑菇车联的自动驾驶接驳车、
物流车已经驶入北京市顺义区的部
分小区，可以在疫情期间解决约4名
快递员的运力。“虽然无人智能车目
前大规模商用还需要时间，但其更多
意义在于实现车路云协同技术的落
地，该技术将应用在更广泛的城市公
共服务领域。”

自动驾驶无人车的落地，能否解
决“最后1公里”这一行业难题？其背
后市场空间又有多大？

无人车从试点走向商用

目前，无人车在国内已从试点走
向商用阶段。

蘑菇车联相关人士表示，实际
上，今年5月份，其自动驾驶物流车已
经进入北京市顺义区的部分小区，车
路协同的业务模式下一步将逐步在
全国多个场景推广。他向记者透露：

“蘑菇车联续航里程约100公里，装载
量400公斤。昼夜交替配送，1台车可
支持2000户居民社区的配送工作。”

据了解，美团、京东等多家企业
的无人车也在上海等城市的部分小
区运行，以进一步解决封控社区和本
地生活配送的“最后1公里”问题。

中国本土化管理资深管理专家
周锡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无
人车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规
模将超万亿元。“随着中国5G自身的
场景落地，头部企业布局无人车争
夺平台入口，快递巨头和互联网行
业头部企业都在竞相进入，相关项
目陆续落地。”

无人车因其广泛的市场空间，近
年来引得众多资本进入，华为等科技
巨头及传统车企纷纷展开角逐，行业
的研发、测试和落地也开始提速。据
新战略无人驾驶产业研究所统计，
2021年国内外自动驾驶行业披露200
余起重要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近1500
亿元（包括IPO）。其中，低速无人驾
驶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融资近70

起、超300亿元。
“谁先占领市场，谁将拥有主动权，

获得广告投放、类金融、商户入驻费用、
快递合作的资源，甚至可能成为行业壁
垒的构建者。”一位无人车供应商表
示，无人车投放背后产生的潜在市场
价值足以引发头部企业的争夺战。

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赖阳认为，“由于受到行驶距离限
制，无人车目前更多使用在局部场
景，企业对其大多是战略性的布局，
产业要迎来大规模商用还需时间，但
已经可以降低‘最后1公里’的成本，
在企业形成效率较高的方案之后，有
望得到规模性普及。不过，在工业等
领域，无人车已开始逐步商业化。”

有望撬动更广阔市场

“‘最后一公里’只是蘑菇车联自
动驾驶的部分应用场景。接驳、物流
自动驾驶‘无人化作业’的落地，其背
后是以智能网联及车路协同技术为
支撑的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蘑菇车
联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智能网联及车路协同涉
及整车制造、汽车电子、芯片等智能
网联车载设备，以及路侧感知、边缘
计算等车路协同智能设备。

近年来，自动驾驶在城市范围内
大规模落地，带动了以5G基站、AI、
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近期，全国多个省份均发
布新基建建设规划，加速新基建项目
落地。业内初步估算，预计“十四五”
期间新基建项目投资总额将达到20
万亿元以上。

智研咨询推测，2020年至2030年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总规模有望达近2
万亿元，其中车路协同市场规模约
7630亿元。企业车路云一体化系统
性方案落地，有望撬动整个智能网联
产业全盘落地。

“目前，自动驾驶应用场景中，车
路协同等技术产业领域有望首先走
向规模商用。随着商业模式逐步成
熟，自动驾驶应用产业有望生产一批
独角兽企业，并实现单独上市。但是
企业应注意不同城市、不同场景探索
方案的区分，注重生态连接，同时行
业标准还有待统一，生态还有待进一
步互融。”周锡冰认为。

无人快递车已在北京部分小区落地

多企业入局逐鹿万亿元市场

本报记者 矫月 王僖 赵彬彬

当下，中小微物流企业面临“货源
少、成本高”的双重压力，同在一个产
业链的重卡行业，已历经月销量“13
连降”。一场行业与周期的博弈与自
救，正在上演。

“无论物流行业还是重卡行业现
如今都处于低谷时期，而企业该如何
自救成为当下的一道待解题。”一位业
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重卡产业链困局待解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来到济南
市山东泉胜国际物流大市场，昔日车
水马龙的场景，现如今已然变得清冷
许多。记者在市场里看到，有很多小
物流公司的大门紧闭，有的店门上还
张贴出“吉房出租”的告示。

陈伟是市场内一家跑山东至新疆
线路的中等规模物流公司的负责人，
他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们跑运
输十多年了，没遇过这么难的时候，
2020年公司贷款买了 15辆天然气重
卡，没想到如今却面对的是‘干得越多
赔得越多’。”

“现在，中等物流企业都在咬牙坚
持勉强度日，那些‘夫妻店’式的小型
物流企业，很多都挺不住倒闭了。”陈
伟说。

张蔷本为一名卡车司机，为了实
现从卡车司机到老板的转变，2021年
借着“零首付”的契机，贷款近30万元
买了一辆卡车。然而，市场的变化让
他猝不及防。“没有固定货源、竞争者
增加、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叠加，每个
月 9000多元贷款压力很大。”卡车老
板张蔷向《证券日报》记者说：“因为
疫情出现反复，导致卡车司机无法照
常出车，同时，企业运输需求的减少，
也使得卡车司机时常面临无货可拉
的境地。”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能挣钱生
活和还车贷，即使货源再少、路再难
走、成本再高，卡车司机们也不得不继
续出车拉货。

“张蔷、陈伟”们的境况几乎是目
前我国中小微物流企业的一个缩影。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报告显示，
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
位近 60万家，个体经营户数 580多万
个，物流相关市场主体超过 600 万。
其中超过九成的法人单位属于中小微
企业。

中小微物流企业的生存困局早在
2021年就出现端倪。根据中国物流
与采购协会今年 5月份发布的《中小
微物流企业经营状况调查报告》称，
2021年度超过一半的被调查中小微
物流企业出现亏损，近三分之一的企
业利润基本持平，仅有 18.4%的企业
实现盈利。

陈伟向《证券日报》记者算过这样
一笔账：“从济南运一车货到新疆乌鲁
木齐，来回一趟的运费大概是4万元，
之前跑一个来回能赚1万多元。涨价
后，光燃料成本就增加了 1.5万元，再
加上高速费、人工成本和损耗折旧，来
回一趟仅成本就飙升到 4.3万元。此
外，由于订单减少导致行业竞争加剧，
运费不仅没涨，甚至还会下降，跑一趟
就要赔好几千元。”

陈伟向记者表示：“由于很多地
方工厂停工，货源也急剧减少。过
去一个月跑三趟，现在能跑一趟就
不错了。”

在中小微物流企业大多亏损的情
况下，同一产业链上的重卡行业也受

到了影响，销售量出现下滑。中汽协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重卡销量 4.9万
辆，同比下降69.6%，而这也已经是行
业月销量连续第13个月同比下滑。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重卡销量就
开始下滑。”山东匡山汽车大世界某重
卡经销商李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往年销量好的时候，济南地区一个月
大概能销售1000台卡车，今年4月份，
销售量急速降到了仅100台车。”

对于重卡销量下滑的原因，业内
人士认为一方面是此前透支了需求，
另一面则是受下游物流行业不景气
影响。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
年，卡车司机面临货源减少、油价气价
高涨、运费下降的困境。而车贷难还
的问题恰是源于行业收入锐减，进而
也导致重卡新车销量锐减。”

在重卡月销量“13连降”下，重卡
经销商面临生存考验。李龙表示，“现
在有些大的经销商一个月亏损能达到
100万元，小经销商一个月也亏损 10
多万元。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下去，
过个一年半载的，经销商就很难撑下
去了。”

不仅经销商日子难过，整个重卡
产业链都遭遇“寒冬”。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东风汽车等 7家重
卡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净利润
同比全部下降。同样，下游公路物流
行业也比较惨淡，今年一季度 7家公
路物流上市公司中仅2家公司利润增
长，5家公司出现下滑。

开源节流积极自救

在业内人士看来，重卡是强周
期性行业，会受到环保政策、整体经
济环境等因素影响，波动性较大，目
前是重卡行业的低谷，但随着政策
发力和经济回暖，重卡行业的前景
仍然可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商用车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钟渭平表示，从历史经验
看，每一个排放标准的切换，都会对原
有的排放标准车型产生重大销售利
好，而对新的排放标准车型，市场在前
期有较大的观望情绪。

事实上，业内对于国六切换之后

重卡市场下滑是有预判的，很多企业
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已经有多家企业在稳固国内市场
地位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据
了解，今年 1月份至 4月份，中国重汽
重卡月度出口量分别为6022辆、6031
辆、6105辆和 6500辆，连续 4个月打
破月度出口销量纪录。公司更是于日
前提出了今年出口 8 万辆重卡的目
标。而这一目标较去年同比增长
60%。此外，福田汽车、上汽红岩也纷
纷在国际市场实现突破。

对于重卡经销商来说，通过节约
开支，确保现金流安全则更为重要。
李龙向记者介绍：“去年我们 40万元
租的场地，今年4月份续租的时候，为
了节约成本，就退了一块场地，节约了
10多万元。”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行业低谷期，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是有效应对疫情
影响、增强抗风险能力，激活企业可持
续发展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永昌物流王经理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疫情期间，通过加大调配能
力，提高运输效率，有效降低影响。“即
使在疫情封控最紧张的时候，我们每
天还有18辆车发往上海，把货物拉到
上海附近的物流仓，然后再由上海的
车去接取物资。”

“预计在各地保畅通、保生产、
保民生政策举措有序推进下，物流
市场需求有望趋稳。”上述业内人士
认为，随着部分地区防控形势整体
向好，底部徘徊的物流行业已有回
暖迹象。

在业内人士看来，重卡行业最坏
的时期或已过去，行业龙头也表现出
了信心。6月 11日，潍柴动力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随着物流恢复、基础
设施建设加大等，预计行业需求将逐
步改善。

提振市场未来可期

除了企业积极行动外，政府出台
了相关政策扶持行业复苏。

为了缓解重卡产业链还贷难的问
题，5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汽
车央企发放的 900 亿元商用货车贷
款，要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

对此，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

文喜认为，该政策可谓缓解重卡还贷
危机和维护物流体系平稳运行的“及
时雨”。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重卡行业和物流行业目前受
打击较大，因此从国家层面，应有足够
的力度来支撑这个群体。”

有重卡经销商向《证券日报》记者
透露：“不少卡车贷款就是从重卡企业
的财务公司或融资租赁公司贷的款，
所以，要想解决中小微企业还款难的
问题，还需要其他重卡企业能给贷款
客户给予延期的福利。”

记者发现，继上述政策出台后，福
田汽车、陕汽重卡等公司也相继推出
相应的延期方案或是关怀服务缓解卡
车还贷问题。

延期还款的政策虽然为企业赢得
了缓冲的时间，但要完全解决问题仍
需行业整体复苏。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国家对汽
车排放指标的提升，重卡行业也将向
绿色环保转型，未来前景仍有扩展
空间。

上述重卡经销商向记者表示：“目
前，由于市场行情不好，很多国五车，
甚至是跑了多年的国四车，还在大量
运行，未来这些用户都是置换国六的
潜在客户群。”

不过，要想置换更加环保的重卡，
花费问题成为一道拦路石。

“我们还是期盼能有更大力度的
扶持补贴政策，促使老用户置换国六
新车。”李龙向记者表示，这一“存量市
场”还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市场回暖再
加上政策“组合拳”发力，也有望推动
重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已有地方开始在政策上
发力。近日，记者从山东省济南市工
信局获悉，为推动商用汽车消费市场
加快恢复，济南市工信局、济南市财政
局等5部门联合制定实施细则，6月12
日起至 6月 30日，在济南市内购买商
用汽车可享受 3000元至 6000元不等
的汽车消费补贴。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从数据来看，
2022年 5月份，国内重卡市场整体销
量虽然较上年下滑近 70%，但环比 4
月份实现了 11.4%的增长，这意味着
市场已有逐渐回暖的趋势。

实探中小微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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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临近 2022年年中，已有
不少上市公司率先披露半年报业绩预
告。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6日，A股市场已有 34家上市公司
发布 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预
计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同比增长的有23家，占比67.65%。

按净利润增长幅度来看，上述 34
家上市公司当中，新能源相关产业的上
市公司增幅较为靠前。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的锂
产业（按申万行业分类，下同）上市公司
盛新锂能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793.9%
至 897.04%；锂盐化工产业上市公司雅
化集团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542.79%
至 618.52%；光伏产业上市公司昱能科

技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243%。上述三
家上市公司暂列增长幅度前三名。

淳石集团合伙人杨如意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
国新能源产业前期资金和政策投入已
经初见成效，预计随着产业技术、市场
以及生态的逐渐成熟，企业利润将会
逐年升高。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还远未到头，
预计未来还将继续受到政策的大力
支持以及资金的青睐，相关板块具有
长期投资价值，值得长期关注。”杨如
意说。

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中国汽车动
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大涨，
2022 年 5 月份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18.6GWh，同比增长 90.3%，环比增长

39.9%。另据中汽协数据，5月份我国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4.7万辆，同比增
长 110%，环比增长 49.6%，市场占有率
达24%。

排排网旗下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助
理刘寸心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
4月份至 5月份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运转出现暂停，导致
动力电池需求有所降低，但随着上海等
地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行业已经重
新回归正常运行轨道。预计在政策以
及各地陆续推出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
的带动下，行业将处于较长时间的高景
气区间，特别是产业链中的锂电池相关
产业有望迎来量价齐升，一些创新能力
强，产销增长稳定的锂电池头部企业值
得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按所属行

业分类来看，在 23家预增上市公司当
中，除新能源产业以外，电子（5家）、计
算机（4家）以及医药生物（2家）等高新
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表现同样亮眼。

光大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认为，
电子产业上游核心环节（如设备材料
领域）的国产化成为目前的迫切需求，
预计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国家政策扶
持和大量的研发投入下，国内电子产
业设备材料企业的市场份额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上半年疫情反复，医疗检测、医
药、医用耗材等方面的需求有所提升，
相关企业的业绩自然比较亮眼。”杨如
意表示，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只有掌握
核心技术，才更具备投资价值，因为创
新与发展将会是资本市场未来长期关
注的话题。

34家A股公司披露中报预告 近七成净利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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