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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业内观察

打破箱体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集体上涨，沪指强

势收复3400点，盘面上个股涨少跌
多，保险、航运港口板块表现较好。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超60只，无1只
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
收于5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
13168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图显
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
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金叉状态；
从形态来看，受金融板块带动，市场
继续强势回升，虽然深成指和创业
板再次挑战60日均线失败，但盘中
再次刷新本轮反弹新高，由于本轮
反弹已持续24个交易日，与1月第
一波反弹时间等长，短期只有快速
突破3439点，才能打破当下箱体震
荡格局。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显著增加，各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来
看，在政策利好的助力下，板块轮动
补涨将推动慢牛走势继续。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云信130万股、鲁信创投60万
股、爱建集团180万股、电投能源26万
股、山河智能75万股、祖名股份25万
股、中核科技20万股、润泽科技7万
股。资金余额7866060.78元，总净值
54160760.78元，盈利26980.38%。

周四操作计划：中核科技拟继
续加仓，润泽科技、祖名股份、山河
智能、爱建集团、华创云信、电投能
源、鲁信创投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创新
之花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科
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近日
联合发布《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
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出15项
科技金融政策举措，为科技创新
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
服务。

面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国际竞
争的严峻形势，强大的科技投入
是支撑前沿科技领域和未来产业
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到促进成果转化，从推动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施到支持科
技企业发展……如何提升金融服
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为科技创
新“保驾护航”，科技金融一直在
积极“破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
金融体制”，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
章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次7部门联合发布的15项
政策举措，从创业投资、货币信
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财政政
策、央地联合和生态建设7个方面
强化部署，将推动更多金融资源
进入科技创新领域各环节，引导
更多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
期、投硬科技。

创业投资是支持科技创新的
生力军，文件提出设立国家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支持创业投资机
构和产业投资机构发债融资等
举措。同时，文件强调发挥货
币信贷的重要作用，优化科技
创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等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鼓励银行探索
较长周期的科技创新贷款绩效考
核方案等。

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
技创新关键枢纽作用，文件提出
优先支持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债
券市场“科技板”等政策举措。文
件还明确，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
新的减震器和稳定器作用，探索
以共保体方式开展重点领域科技
保险风险保障，鼓励险资参与国
家重大科技任务等。

科技金融的发展离不开财政
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文件提出，用
好用足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实施科技创新
专项担保计划，落实好天使投资、
创业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等。

金融活水涌流，创新活力迸
发。下一步，科技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
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提前一个月开启。5月13日，天猫、京
东、抖音、快手纷纷宣布开启2025年的“6·18”预售活动。记者留意到，
今年“6·18”大促开启预售时间与往年相比，提前了一周左右。“今年

‘6·18’更简单，不用再算数学题。”天猫“6·18”喊出了化繁为简的口
号，记者留意到，今年各平台在大促时长、打法简化、加大补贴力度等
方向上基本趋同，但各自有侧重。业内指出，今年“6·18”期间，各大平
台均投入了更多资源补贴，有望强势拉动消费。

4月以来超300家上市公司
披露回购增持计划

记者5月13日获悉，今年4月份
以来，超300家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回
购增持计划，金额上限超1000亿
元，其中有三一重工、美的集团、荣
盛石化等民营企业，也有中国石油、
中国中铁、中远海发等央国企。同
时，中国诚通、中国国新两家国有资
本运营公司也公开宣布拟使用股票
回购增持贷款资金，加大对所投上
市公司的增持力度。

据了解，截至2025年4月末，上
市公司披露的拟申请股票回购增持
贷款金额上限已超过1100亿元，金
融机构与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签订
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
2000亿元。

在5月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证券、
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5000亿元
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3000亿元
额度合并使用，总额度8000亿元，
同时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
0.25个百分点，各类专项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利率降至1.5%。

记者了解到，目前金融机构发
放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利率约为2%，
低于上市公司平均股息率水平，能
够有效激发市场主体使用贷款实施
回购增持的积极性，推动更多上市
公司做好市值管理。同时，资本市
场两项工具的合并使用有助于提升
工具便利性、灵活性，更好满足不同
类型市场主体需求，进一步提高政
策资金利用效率。 据新华社

新华社发

电商平台“6·18”年中大促提前一个月开启，各平台打法基本趋同

各大平台争抢“出口转内销”资源

用“简单让利”招式实现共赢
对于今年“6·18”期间各大平台纷纷亮出

“简单让利”的新招式，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
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丁道师认为，首先是从供给端出发，通过各
种各样的政策扶持，让商家提供更好、更具性价
比的服务和商品。

“这样一来，消费者可以买到物美价廉、质量
靠谱的产品，会有更多的获得感，而商家可以心
无旁骛地给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丁道师表示，
今年“6·18”，重视供给端和消费端，“不仅保护消
费者，也保障商家权益，打开了一种共赢局面。”

“今年和往年很大的一点区别在于，价格战
肯定不是‘主战场’。”丁道师认为，最近各大电商
相继取消“仅退款”政策，并优化平台的规则，有
意在引导整个行业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
追求简单的爆单和GMV（商品交易总额），“‘全
网最低’‘买贵赔十’这样的口号，也比往年少了
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往年相比，今年告别
了价格战、零和博弈，也不再靠牺牲商家利益满
足消费者。这说明，整个行业更注重健康和谐的
发展，注重整个行业生态的协同。”丁道师说。

丁道师还提到，今年刺激消费是重头戏，相
继推出了一系列国补政策，甚至有些地方还推
出地方补贴，再加上电商平台的补贴、商家的补
贴。“多重补贴下来，今年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
有利的一年，也对促进消费、提振消费信心起到
了积极的帮助。”

从国家政策到平台、商家多个层面的补贴，
丁道师认为，积极地刺激消费，会使得营商环
境、消费环境和整个经济环境变得更健康。在
他看来，今年的“6·18”大促变化是可喜的，“各
大平台不再只是卷数据，而是从更健康、更科
学、更有利于行业持续发展的态度，在一些有价
值的维度进行尝试。” 综合广州日报、钱江晚报

今年“6·18”大促，结合国补
政策，推出“国货”主题、培育外贸
商家“内销”是平台的重要亮点。
尤其“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新
商家成为各大平台争抢的资源。

京东推出“2000亿出口转内
销扶持计划”，帮助外贸企业快速开
拓国内市场。在快手电商大促运
营负责人屈天义看来，今年“6·18”
将成为国货、外贸等领域新商家的
重要增长契机。快手针对外贸商家

设立“国货品类日”，以及规划了多
个营销主题和9大特色品类日。抖
音电商也推出了宝藏原产地、非
遗好物、外贸货品扶持专项活动。

广东东莞一位面向欧美客户
做箱包生意的外贸商家罗义说，
希望利用大促初步开拓国内市
场。平台方面表示，希望借助大
促窗口流量，留住更多新商家，帮
助外贸商家实现“外贸优品”向

“国货爆品”转型升级。

取消跨店满减，改为官方立
减15%~50%；缩短预售时间，付
定金时间只有3天；爆款延长发
货期，缺货商品仍然可以加购
……截至目前，天猫、京东、抖音、
快手等电商平台已经公布“6·18”
玩法规则。在用户层面，跨店满
减成为历史，一件直降/官方立减
成为主流，让消费者无须凑单。
淘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6·18”大促消费者不用再跨店

拼单辛苦算账。
为在今年“6·18”期间争取

到最大流量，各电商投入了巨
额补贴资源，持续以低价争取
用户。京东首次整合国家补贴
与京东外卖百亿补贴等资源“补
上加补”；抖音则投入亿级现金
补贴和千亿级流量资源，推出立
减15%等系列优惠活动；快手电
商拿出千亿流量、20亿元补贴，
助力大促。

取消“跨店满减”凑单玩法

“外贸优品”向“国货爆品”转型升级

重要亮点

打法简化

七部门发力！

15项举措支持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