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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周五主要指数收涨，成交额比前一日放大超过 6,000 亿，行业全部收

涨，电子、电力设备、通信、非银等行业涨幅居前。

周五开盘较为平稳，上午地产银行下跌并未对整体市场造成恶性影响。

最近几个交易日连续来看，成交量和波动幅度先是缩窄，随后放量快

速上涨，整体上节后以来的调整或已结束。

上午鸿蒙题材开始出现集体性调整，但相对于前期巨大的涨幅和成交

量来说，这种调整尚显得温和。并且其他同属于科技方向的芯片、消

费电子并未受到鸿蒙调整的影响，从其上午就已经涨幅较大来看，反

而是吸引了鸿蒙题材当中流出的部分资金，结合午后的大幅上涨，可

见市场资金主要还是在围绕科技方向。在半导体率先大幅上涨的带动

下，其他行业全面反弹，反映出当前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半导体、消

费电子、传媒、军工等方向，接下来可以继续重点关注。

【市场回顾】

市场概况：10 月 18 日，市场午后大幅走高，创业板指领涨，科创 50

指数涨超 11%。盘面上，芯片股集体爆发，大金融股午后大涨，消费电

子概念股维持强势，算力概念股持续反弹。整体上个股涨多跌少，全

市场超 5000 只个股上涨。板块方面，半导体、光刻机、CPO、AI 手机



等板块涨幅居前，无下跌板块。截至收盘，沪指涨 2.91%，深成指涨

4.71%，创业板指涨 7.95%。

【资金面】

主力资金流向：10月18日，上证净流入668.28亿元，深证净流入584.80

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主力资金流入前三的板块为半导体、证券、软

件开发，主力资金流出排名前三的板块为城商行、国有大型银行、股

份制银行。

【消息面】

1. 国家统计局：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6%

国家统计局 10 月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 94974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57733 亿元，同比增长 3.4%；第二产业增加值 361362 亿元，

增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 530651 亿元，增长 4.7%。分季度看，一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二季度增长 4.7%，三季度增长 4.6%。

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点评：在全球经济和地缘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2024 年三季度，我

国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过 5%。

2.央行正式启动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作：目前获准参与

机构 20 家 首批申请额度超 2000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创设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

为保障工具操作顺利开展，10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联



合印发《关于做好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相关工作

的通知》，向参与互换便利操作各方明确业务流程、操作要素、交易

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

点评：此次央行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首期操作 50

00 亿元，是对 9 月 24 日央行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

市场稳定发展表态的初次落地实施。此举有望促进资本市场展现活力。

3.央行行长潘功胜：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至 0.5 个百分

点

央行行长潘功胜在 2024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9 月 27 日，已下调存

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预计年底前视市场流动性情况，择机进一

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0.5 个百分点；下调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

操作利率 0.2 个百分点；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降 0.3 个百分点。今天

早上，商业银行已经公布下调存款利率，预计 21 号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也会下行 0.2-0.25 个百分点。

点评：央行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将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

性，积极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行业动态】

1.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龚进峰：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多项国家标准将

于 2024 至 2026 年密集发布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进峰在 2024 世界智能网联

汽车大会上透露，涉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多项国家强制和推荐标准



将于 2024 年至 2026 年密集发布，其中，涉及网联功能与应用的《车

载事故景急呼叫系统(AECS)》(强制)、涉及车载定位的《车载定位系

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卫星定位》等标准已报批，计划于

2025 年发布；涉及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的《汽车密码应用技术要求》(强

制)、涉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轻型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技术要求

及试验方法》(强制) 等标准已分别处于申请立项及起草阶段，计划于

2026 年发布。龚进峰同时表示，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将于 2025 年支

撑高级别自动驾驶和网联化多场景应用、2030 年支撑实现单车智能和

网联赋能全面协同。

2.国家药监局：深入开展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非法

渠道购进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药监局在武汉召开全国药品流通监管工作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

以来全国药品流通监管情况，交流监管工作经验，谋划明年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当前药品流通监管面临新形势，各级药监部门要落实“四

个最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风险研判和风险防控，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药品经营和使用环

节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线

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测，督促第三方平台严

格自律，强化网售处方药监管，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3.李云泽：打好保交房攻坚战 助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 2024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打好保交房

攻坚战，助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快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扩



围增效，切实做到“应进尽进”“应贷尽贷”“能早尽早”。推动银

行机构用好用足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工具，促进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消化商品房库存。

【基金动态】

1.跨境 ETF 赎回压力增大 产品溢价率明显回落

近期，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叠加 A 股市场吸引力提升，投资海外

市场的跨境 ETF 遭遇较大赎回，自 9 月 24 日以来平均单只产品被赎回

近 1 亿份，跨境 ETF 整体溢价率有所回落。跨境 ETF 通常属于 QDII（合

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的一种，投资者通过购买跨境 ETF，可以在国

内市场上间接投资国外资产，实现资产的全球化配置。不过，叠加近

期海外市场波动加剧、A 股交易放量等因素，跨境 ETF 遭遇普遍赎回。

2.基金今年已分红近 1500 亿元

公募基金再现密集分红。仅 10 月 16 日和 17 日，就有超 80 只基金宣

布分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基金分红金额已近 1500 亿元，其中

易方达沪深 300ETF 分红金额将超过 50 亿元。在业内人士看来，基金

分红有利于提升投资者的持有体验，助力长期投资。

【买方观点】

东吴基金徐慢：AI 算力、AI 手机有望引领产业趋势

市场层面，经过数天回调，市场可能已初步企稳，虽然成交量有所下

降，但相对仍高于前期市场均值。主线方面，非银和大科技有可能成



为关注重点，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可能震荡上行，或以结构性机会

为主。

AI 科技浪潮仍在演进中，算力需求有望仍旧强劲，N 公司新品 GB 系列

量产顺利，预计 12 月开始可能陆续批量交付，相关产业链核心公司有

望充分受益。同时，AI 端侧，尤其 AI 手机刚刚兴起，除北美 A 公司

新 AI 功能即将上线外，安卓系品牌商也在陆续推出具备 AI 功能的新

款手机，考虑到换机效应以及硬件性能的提升需求，相关上游消费电

子产业链也有望充分受益。

半导体方面，短期波动可能较大，可多关注涨幅相对较低、业绩表现

较突出、格局好、周期成长有望创新高的龙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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