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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
臭氧
臭氧

简要说明：当日我市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为轻度污
染，空气污染指数AQI为104，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
气质量可以接受，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
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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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415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4年6月15日
本期销售金额：156516元
本期开奖号码：01 11 13 17 19
本期出球顺序：01 13 11 19 17

本期中奖情况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注）

1

297

4116

单注奖金

（元）

41262

50

5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4年8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
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415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4年6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4207896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3605638元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27648

13647

0

本地中奖注数（注）

2169

1051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43511297.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4年8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
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4157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4年6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091266元
本期开奖号码：2 1 1 3 8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119

119

单注奖金（元）

100000

/

应派奖金合计（元）

11900000

11900000

12583886.0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
止日为2024年8月1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4068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4年6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309548443元

前区 后区
本期出球顺序：33 32 15 20 31 05 10
本期开奖号码：15 20 31 32 33 05 10

本期中奖情况

856579360.5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
期兑奖截止日为2024年 8月 14日,逾期作弃
奖处理。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注）

8

3

93

29

250

1181

15439

35663

30074

854166

8496239

/

单注奖金
（元）

8633190

6906552

143076

11446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

应派奖金合计
（元）

69065520

20719656

13306068

3319340

2500000

3543000

4631700

7132600

3007400

12812490

42481195

182518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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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点评

期货点评

凡真财经 记录平凡生活中的真实财经故事

截至6月14日15时，上证指数报3032.63点，当
日上涨0.12%，当周跌幅为0.61%；深成指报9252.25
点，当日上涨0.5%，当周跌幅为0.04%；创业板指数
报1791.36点，当日上涨0.76%，当周涨幅为0.72%。

当周周五沪指弱势下探至3011点，考验3000点
整数关口，最终在券商、地产、光通信的带动下放量
收红，其中券商并购重组预期、地产的收储以及龙头
光模块的订单预期成为主要催化因素。A股三大指
数出现一定幅度的分化，沪指、深成指下跌，创业板
指止跌反弹；半导体概念股表现强势，与半导体芯片
板块关联密切的PCB概念也有动作。

当前，市场对于券商行业的合并重组预期还是
非常强的。近日，有券商行业的分析师指出，围绕“培
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新一轮并购重组有望
启动，头部券商有较强的并购重组预期，有望实现深
度整合的券商能够取得更优合并效果。

近一个多月来，部分上市公司因回购事项等披
露前十大流通股东，公私募和外资、社保等机构的最
新调仓动向曝光。有迹象显示，大消费、医药和科技
等方向成为机构调仓的重点所在。

继4月份中国证监会发布5项资本市场对港合
作措施之后，6月14日，沪深交易所同时发布最新修
订的沪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降低ETF互联互通的
纳入标准。

兴业证券认为，对比近期行业表现，商业航天、
果链、工业机器人等热门题材成“坑”，活跃资金趋于
谨慎，领涨行业表现难以持续三五个交易日，若没有
大的政策或新增放量资金，震荡调整的格局仍将继
续。后续可关注月度货币金融数据情况、降息预期兑
现情况以及陆家嘴金融论坛的有关政策动向。

长江证券义乌营业部的看法是，市场呈现震荡
盘整走势，走势较弱，经过之前几周的连续杀跌，人
气涣散，成交量萎缩。不过，大盘虽萎靡，但市场仍有
机会，板块方面，科技股连续反弹，主要还是CPO、算
力等方向。目前科技股仍是主线，盘后央行发声，设立
5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面向首批近7000家企业
发放，有利于缓解中小创科技企业的资金问题，这是
鼓励科技创新的又一实质体现。 特约记者 杨庆文

震荡调整仍将继续

当周期货市场走势分化，板块看，受油价回升带
动，能源板块上涨，下游化工品跟着上升，其余板块走
势相对分化。具体看，焦炭、焦煤、欧线等涨幅领先，锰
硅、乙二醇、菜粕等跌幅居前。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整
体下行，IH跌幅领先，国债期货维持高位盘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 月国内 CPI 同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同，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5
月PPI同比降幅收窄至1.4%。年内国内物价有望延
续温和回升态势，三季度或有降息降准有空间。

欧盟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关税，税率范
围17.4%~38.1%，对电动车上游原材料构成一定利空。

美国5月CPI同比增长3.3%，低于预期和前值
3.4%，为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5月核心CPI同比增
长3.4%，低于预期3.5%及前值3.6%，为三年多以来
的最低水平。5月PPI同样录得下降。美联储周四如
期将利率政策维持不动，从去年7月以来连续第七
次会议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5.25%至 5.50%
的20多年高位。更新的点阵图暗示，美联储官员大
幅下调对今年降息次数的预期。美国前周初请失业
金人数增加1.3万人24.2万人，创去年8月12日以来
新高，预期为22.5万人。

从商品板块看，海外定价品种继续受降息预期
变化影响，未来降息预期仍是数据依赖，波动较大。有
色、贵金属短期预计仍以调整为主，关注逢低做多机
会。黑色建材整体受地产政策及减排降碳支撑，但目
前逐渐进入需求淡季，对上游原材料利空更加突出。

地缘局势长期化，影响边际走弱，能源市场关注
点逐渐转向需求端，或对油价构成压力。农产品的豆
粕、菜粕焦点仍在美国播种情况以及后续拉尼娜的
天气信号，生猪等养殖板块则联系市场对再通胀的
预期，未来整体相对看好。

中大期货义乌部认为，多单方面，值得关注的是
苯乙烯，苯乙烯库存处近五年同期中性偏低位，原料
端纯苯库存同样处于同期低位，供需偏紧格局下，纯
苯价格坚挺，对于苯乙烯支撑较强。

空单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工业硅，西北地区产量
维持高位、西南地区产量继续回升，整体供应量继续
攀升。需求方面，有机硅产量继续回落。多晶硅亏损
有所回暖，产量继续回落，出现明显去库，部分企业
继续检修，整体下游需求弱。当前基本面仍是偏弱格
局，价格逐步回归基本面。

大越期货义乌营业部对螺纹钢的看法是，螺纹
钢产量环比变化不大，继续处在低位，需求连续环比
下滑，供和需呈现双弱格局。短期政策面地产、基建
释放利好，但行业现实数据弱势，趋势震荡偏弱。

特约记者 杨庆文

能源板块上涨

市场专家普遍表示，当月融资总量
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利率水平
维持低位。当前信贷增速受去年信贷高
基数和一些短期扰动因素影响，但节奏
更加均衡，对经营主体支持“实”的成分
进一步得到体现。总的看，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质效提升。

信贷增长“挤水分”效果显现

数据显示，5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
248.73万亿元，同比增长9.3%。1—5月，
各项贷款增加11.14万亿元，为历史同期
较高水平。

当前，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依然缺乏
足够的需求储备，加上季度GDP核算方
式优化后，地方政府督导下的虚增贷款
的现象有所缓解。业内人士分析称，在这
样的背景下，5 月新增贷款接近万亿元
水平，并不算少。业内人士还反映，地方
债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对5月贷款
也有下拉作用，如果将这部分因素还原
后，当月新增贷款实际上是高于上年同
期水平的。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的质效也进一步提升。近期，随着持续规
范手工补息和资金空转，部分企业过去

“贷款双增、低贷高存、虚增套利”的模式
难以为继，金融数据主动挤水分，表面看
增量没有那么大，但是排除了虚增部分
后，金融数据更实、效率更高，反映的是
经济实实在在的支持，也是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体现。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表示，
金融发展不仅需要考虑规模，同时更要
考虑质量，“挤水分”也是推动我国金融
发展由大变强的关键。广开首席产业研

究院院长连平也表达一致观点，在他看
来，目前的信贷增速符合中国经济运行
需要，接下去要做好的是均衡投放，确保
信贷资源在年内均衡摆布，避免在某时
段过去集中或短缺。

数据显示，5 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
比增速与上月总体持平，依然明显高于
名义经济增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力度保持稳固。业内人士分析称，近期企
业和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加快，对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形成稳定支撑，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出财政政策正加快落地，社会融
资规模的结构不断优化。

M2增速受多重因素影响略有放缓

5 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 7%，较四
月有所回落。在业内人士看来，广义货币
供应量增速放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当前增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是相匹配的。

对于 M2 的增速放缓，业内人士表
示，主要是受去年高基数扰动。2023 年
是疫情平稳转段后的第一年，M2 增速
明显回升，导致基数较高。从提出基数影
响的两年平均增速来看，2023年和2024
年5月末M2平均增长9.3%，保持了流动
性合理充裕。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受传统规
模情节的影响，以往有靠虚增存贷款做
高金融数据的现象，这在经济转型升级
阶段是不可持续的。今年以来，规范手工
补息、优化金融业增加值核算实际上都
是在主动挤水分，也是落实《政府工作报
告》关于避免资金沉淀空转的要求。“在
这个过程中，M2增速会有所回落。”业内
人士表示，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更多需要

的是对实体经济真实有效的金融支持。
此外，数据显示，5月企业和政府债

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同比多增近9000
亿元，部分企业还在提前还款，对信贷增
长也有下拉影响。特别是近期发行的特
别国债具备收益率高于存款、流动性强、
风险相对较小等特点，受到机构、个人投
资者热捧。通过购买理财等渠道，居民和
企业存款大量流向债市。Wind 数据显
示，1—5月债券型基金资产增加了4921
亿元，而去年同期仅为732亿元。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5 月，人民银行推出一系列支持房
地产健康发展的政策包，引导金融机构
将信贷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
斜，持续调整优化金融资源供给。

今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技
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元科技创新和技
术改造再贷款。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分析，新的再贷款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
了成本较低的稳定资金，有助于引导商
业银行更好地做好五篇大文章，撬动更
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助力推动新
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国金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赵伟认为，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
技术改造再贷款若使用完毕，则至少拉
动8300多亿元相关信贷。

目前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优化的效
果已经初步显现。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
总监陈文静表示，政策调整后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均将处于历史低点，进一步降
低购房居民购房的首付门槛及购房成
本，有望提振居民购房意愿，若核心城市
加快跟进相关举措，有望对市场情绪产
生更大的带动作用。

贷款利率水平稳中有降
处于历史低位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融资成本问题，
数据显示，5 月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3.71%，比上月低6个基点，比上年同期
低 25 个基点；新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
3.64%，比上月低 6 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
53 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经济恢复向好，物价也在温和回
升，实际利率水平也会持续回落。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
政策利率稳步下行，带动社会融资成本持
续下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魏国
学表示，此举能够降低长周期基建项目融
资成本，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适当减
轻居民房贷利息压力，进而稳定投资和消
费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中性利率也是衡量利
率水平的一个角度。当前我国政策利率较
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稳固的。
学术界给予不同的假设条件对我国中性利
率进行估算，主流观点认为当前中性利率
水平在2%左右。今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
操作7天期逆回购利率保持在1.8%的较低
水平，考虑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利率不到
2%，仍低于中性利率，货币政策继续保持
对实体经济的稳固支持力度。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利率下调仍有空
间但也面临内外部约束。今年以来，央行已
多次公开发声表示货币政策仍有空间，但
前期政策效果还在显现，未来也会结合形
势变化继续做好逆周期调节。客观来说，进
一步降息面临内外部“双重约束”。从内部
看银行净息差继续收窄。从外部看人民币
汇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5月份金融数据发布 货币政策仍有空间

近期，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发
行并受到追捧、快速售罄，债券市场的波
动问题关注度持续升温。

实际上，回溯历史不难发现，2018
年初至今我国债券市场已大大小小经历
过多轮涨跌。上一轮较为明显的下跌出
现在 2022 年第四季度。2022 年 9 月 10Y
国债收益率均值为 2.67%，12 月的均值
已升至2.87%，三个月内上行了20BP。

在那轮10Y国债收益率上行的过程
中，几乎所有类型债券的收益率都是上行
的，只是幅度大小的差异罢了。上述时间
段内1Y国债、1Y国开债、1Y AA级短融和
1Y AA级二级资本债的收益率月均值分
别上行了 43BP、51BP、112BP 和 114BP，
5Y国债、5Y国开债、5Y AA级中票和5Y
AA级二级资本债的收益率月均值分别上
行了23BP、33BP、57BP和95BP。

上述变化也引发了包括银行理财、公
募基金等资管产品净值的变化。数据显示，
2022年第四季度，短期纯债型基金、中长期

纯债型基金、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和混合
债券型二级基金年化后的复权单位净值增
长率皆是负数，依次为-0.10%、-1.21%、-
3.81%和-5.20%。与此同时，与基金净值下
跌相伴的是基金份额的缩水。2022年第四
季度末，短期纯债型基金、中长期纯债型基
金、混合债券型一级基金和混合债券型二
级基金的份额分别较当年第三季度末减少
了35.2%、5.7%、15.8%和9.7%。

究其背后的原因，基本面、估值面、供
需面、情绪面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
2022年四季度债市调整。当时，多项重磅政
策出炉，一系列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有效
地扭转了市场预期，该年9月制造业PMI
再次回升至50%以上；此外，第三季度债券
市场的估值已明显偏高、市场出现了资产
荒等因素也都是上一轮债市变动的推手。

以往鉴今，我们也能看到当前的债
券市场和 2022 年第四季度调整之前有
着不少相似之处。

从基本面上看，随着通胀等指标的

修复，当前投资者对于经济形势的预期
亦正在逐步扭转。年初以来，CPI一直处
于温和回升的趋势中；3 月以来，PPI 同
比降幅持续收敛。5月份，综合PMI产出
指数为51.0%，位于扩张区间，表明我国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从估值面上看，6 月 13 日 10Y 国债
与MLF间的利差为-22BP，5Y AAA-级
银行永续债与 5Y 国债之间的利差为
37BP（以月均值计），上述两项指标已明
显低于2022年9月的水平。

从供需面上看，当前债券投资者再
度感到“资产荒”，特别是普遍认为长债
和超长期债券品种的供给速度低于预
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债券融资
的总量是较大的，前期少发行一些意味
着后期就会相应地多发行一些，5 月下
旬以来政府债券发行的提速将推动债券
市场供需格局的转变。

从情绪面上看，当前市场中普遍较
少关注利空因素。这样的看法在2022年

第三季度以及以往每轮牛市的末端皆会出
现，而在调整开始后投资者往往又会过度
强化利空因素。

此外，除了这些“面”的因素，业内专家
也指出了一些“点”的因素值得关注。例如，
今年4、5月R007的均值连续下降，5月相
较于3月降低了24BP，这体现出非银主体
的流动性颇为充裕，也是本段时间投资者
给予 10Y 国债收益率较低定价的原因之
一。但是，投资者必须意识到，“非银有钱”
只是阶段性的，而不是趋势性的。禁止手工
补息等措施所导致的流动性再分配在刚开
始实施时的冲击偏大，此后会逐步淡化。随
着非银机构对债券等资产的配置，未来非
银主体的流动性还会逐步回归常态，这也
容易带来债券市场的重复定价。

综合上述分析，不少业内人士提示，当
前的利空因素有不少，只不过被投资者有
意无意地忽视了。我们期待此时投资者更
需关注债券类资产的价格波动风险，守护
好“钱袋子”。

如何理解债券市场波动

自5月23日以来，大盘持续震荡调
整。在此期间，资金风向标 ETF 掀起抄
底狂潮。5月23日至6月14日，约340亿
资金借道A股ETF“抄底”，主要流向代
表A股核心资产的大盘宽基指数ETF。

瞄准大盘核心资产

从近日资金抄底的路径来看，资金
偏好的风格清晰，大盘宽基指数ETF最
受青睐。Wind数据显示，5月23日至6月
14日，吸金最多的为华夏上证50ETF，资
金净流入高达61亿元。其次是华泰柏瑞
沪深300ETF，净流入28.92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基金公司之间关于
A50ETF 的“鏖战”仍然激烈，多只中证
A50ETF 资金净流入居前。5 月 23 日以
来，工银瑞信中证 A50ETF、平安中证
A50ETF、银华中证 A50ETF、易方达中

证 A50ETF、富国中证 A50ETF、华宝中
证 A50ETF、大成中证 A50ETF、摩根中
证 A50ETF、华泰柏瑞中证 A50ETF、嘉
实中证 A50ETF 十只中证 A50ETF 全部
获得资金净流入，合计62.77亿元。其中，
净流入最多的是工银瑞信中证A50ETF
和平安中证 A50ETF，分别净流入 19.01
亿元、14.07亿元。

此外，双创 ETF 也获得资金加仓，
华夏创业板ETF、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
份ETF、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
均获10亿元以上资金净流入。

行业主题基金方面，具备高股息、低
波稳健优势和避险属性的红利低波ETF
持续受到追捧。5月23日以来，华泰柏瑞
中证红利低波动 ETF、嘉实沪深 300 红
利低波动 ETF 均获得 10 亿元以上资金
净流入。与此同时，多只券商、芯片、白

酒、医药等行业ETF获资金加仓。
整体而言，5月23日以来，A股ETF

合计资金净流入约340亿元。本周以来，
由于A股市场继续窄幅震荡，尤其是周
二大盘缩量盘整，有色金属、煤炭等周期
股下挫，白酒、银行等权重板块表现低
迷。在此背景下，资金继续大手笔抄底，
本周A股ETF合计净流入约128亿元。

关注低估值主线

对于本周市场表现，中庚基金认为，
本周食品饮料跌幅较大，主要由于渠道
反馈二季度以来终端需求压力较大，全
年动销有不达预期风险。叠加近期龙头
酒企产品批发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市
场信心持续不足，食品饮料相较其他消
费子板块基本面偏弱，因而板块跌幅较
大，后续仍需关注白酒批发价表现和板

块个股二季度业绩情况。
对于本周涨幅较大的计算机、电子板

块，中庚基金认为，主要由于全球AI产业
蓬勃发展，苹果发布会后市场看好AI功能
普及，各环节龙头公司指引相继上修，带动
板块指数上涨。

受缩量行情下行业急速轮动等影响，6
月以来市场分歧较大。对于6月指数基金
配置策略，华夏基金表示，整体来看，当前
市场估值已修复至合理位置，存量博弈环
境抑制估值扩张空间，资金风险偏好有所
下降，市场短线波动或将加大。但是全年来
看，未来三个季度上市公司盈利将实现改
善，继续维持对2024年全年大势乐观的判
断。6月策略建议保持低估值主线，逐渐增
加景气配置，构建“资源+消费”的组合，可
重点关注中证农业、消费电子、中证全指运
输、细分有色、绿色电力等行业主题指数。

3000点关口，大资金抄底

6月14日，人民银行发布5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01.85万亿元，同比增

长7%；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14万亿元，为历史同期较高水

平；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91.93万亿元，同比增长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