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術編輯：李慕之

大公報記者 倪巍晨

中國出口韌性持續顯現。海關數據顯示，首8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8.58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6%；其中，出口增長6.9%，進口增長4.7%，貿易順差擴大13.6%至4.33萬億

元。8月美元計價出口大增8.7%，增速為17個月以來最勁，優於預期的6.6%。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持續回升向好，在國內外需求

帶動下，首8個月進出口保持增長，月度進出口值連續5個月同比增長。分析認為，中國出口表現強
勁，利好經濟增長，為全年GDP增長預期目標的實現，提供有力支撐。

專家：外貿表現強勁 助力全年GDP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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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強調，國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併，有助優
勢互補，增強核心功能。 資料圖片

▲國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併後，有力奪得內地券
商 「一哥」 的地位。

【大公報訊】國泰君安（02611）
昨日舉行線上業績說明會，對於與海通
證券（06837）合併，國泰君安董事長朱

健表示，吸收合併海通證券，有助推動
打造一流投資銀行，促進中國證券行業
高質量發展。業界認為，合併後，新機

構有望成為內地券商 「一哥」 ，長遠更
有可能超越歐美大型投資銀行。

朱健強調，這次重組旨在響應國家
戰略，同時符合兩家公司的戰略發展方
向，有助雙方優勢互補，增強核心功
能，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級，為進
一步優化上海市金融國資布局、促進行
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惠譽：行業格局分化更明顯
今年上半年，國泰君安實現營業收

入170.70億元（人民幣，下同），歸屬
於上市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50.16億元。
此外，國泰君安不斷提升海外子公司的
市場影響力，令收入顯著增長。若按照
2023年的數據估算，合併後，新機構的
總資產、歸母淨資產均處於行業首位，
市值將在全球券商中排名第13位。

評級機構惠譽的研究報告表示，國
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併後，總資產若以
2023年底計算將達到1.68萬億元，超過
目前行業龍頭券商中信証券的1.45萬億
元。而且，國泰君安和海通證券具有里
程碑意義的併購交易，將進一步推動中
國證券市場的整合，行業格局分化趨勢
將愈加明顯。

若所有已宣布併購交易按照公布的
計劃實施，以2023年底數據計算，資產
規模排名前十的證券公司將壟斷證券行
業60%以上的利潤，而且近40%的行業
資產和利潤將來自前五大券商。故此，
中國證券業的合併潮將利好龍頭券商。

專家：長遠或超歐美大型投行
資深證券界人士謝明光指出，在眾

多內地券商之中，中信証券（06030）近

年各項業務持續領先行業，不過，國泰
君安及海通證券作為上海國資旗下實力
最雄厚的兩家券商，合併後營收及歸母
淨利潤將會大幅提高，整體總資產及淨
資本也會大幅上升。

值得留意的是，證券行業與其他行
業不同，淨資本成為衡量券商資本狀況
和資產流動性的關鍵監管指標，因為只
有券商淨資產迅速變現的部分，才能成
為淨資本，故此淨資本越高，業務發展
的空間越大，國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併
後，相信有力奪得內地券商 「一哥」 的
地位。

同時，國泰君安與海通證券合併也
彰顯了中國證券行業的整合併購大趨
勢，面對全球同業的挑戰，中國證券業
透過合併令規模進一步擴大，長遠發展
有望超越不少歐美大型投資銀行。

國泰君安：合併海通 打造一流投行

8月單月，人民幣計價進出口升
4.8%。其中，出口升8.4%；進口持
平，實現貿易順差6493.4億元。若
按美元計價，8月，中國進出口同比
增長5.2%，其中，出口增長8.7%，
進口增長0.5%；實現貿易順差910.2
億美元。首8月中國進出口同比增長
3.7%；其中，出口增長4.6%，進口
增長2.5%，貿易順差擴大11.2%至
6085億美元。

聖誕商品備貨潮提前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

周茂華表示，8月中國出口數據高於
趨勢值，並優於全球經濟和中國GDP
增速，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的同
時，外貿質量也顯著提升。出口及貿
易順差數據的強勁表現，對全年中國
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的實現提供有力支
撐。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
分析，美國補庫存周期仍在繼續，歐
盟消費需求開始回暖，日韓經濟景氣
度上升，加之歐美企業或已提前為聖

誕節備貨。半導體需求熱度驅動。低
基數效應等，對今年同期出口帶來支
撐。而大宗商品進口量價漲跌不一，
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保持正增長等，是
8月中國進口端呈現的主要特點。

海關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中
國出口機電產品9.72萬億元，同比增
長 8.8% ， 在 出 口 總 值 中 佔 比
59.1%。其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
其零部件、集成電路、汽車等產品出
口同比分別增長11.6%、24.8%和
22.2%。

此外，民營企業進出口佔比穩步
提升。今年前8個月，民營企業進出
口15.74萬億元，同比增長10.5%，
在外貿總值中佔比55.1%，比重較去
年同期提升2.3個百分點。

專家：貿易摩擦或影響出口
呂大良補充說，首8月中國有進

出口實績的外貿經營主體達63萬家，
同比增加8.8%。他強調，今年以
來，中國有進出口實績的外資企業數
量在增加，表明中國仍是外商投資興

業的沃土。
展望未來，溫彬表示，歐美降息

可期，有助拉動需求增長。同時，美
國原計劃在8月對自中國進口的18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的計劃，已被無
限期推遲，而近期中美經貿工作組舉
行的第二次副部長級會議，也有助加
強中美在特定領域的經貿合作。但他
提醒，美國經濟放緩和大選的不確定
性、中歐貿易摩擦升溫，以及全球半
導體周期見頂等，或對中國出口形成
一定拖累。他預計，出口增速在10月
觸及高點後或小幅回落，但仍有望保
持在5%以上水平。

周茂華稱，得益於宏觀政策實施
力度的加碼，有效需求的修復將帶動
商品進口需求，未來中國進口增速將
呈現溫和擴張態勢。

畢馬威中國經濟研究院院長蔡偉
認為，全球主要經濟體降息周期的開
啟，外需的恢復將帶動未來出口繼續
保持韌性。但蔡偉也關注近來針對中
國出口產品的貿易壁壘開始增多，這
將對未來出口形勢帶來一定挑戰。

中國與東盟貿易緊密 出口增長13%
今年首8個

月，中國與東
盟貿易總值4.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10%，在中國外貿
總值中佔比15.7%，繼續穩居中國最
大貿易夥伴地位。中國對東盟出口增
長13.1%，自東盟進口增長5.7%。
同期，中國對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
合計進出口13.48萬億元，同比增長
7%；其中，出口增長7.7%，進口增
長6.1%。分析稱，今年以來，中國
與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維持向好態
勢，區域合作不斷緊密，多元共進的
國際貿易市場布局進一步優化。

畢馬威中國經濟研究院院長蔡偉
坦言，近年中國持續深化與新興市場
的雙邊或多邊經貿往來，通過實施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與 「一帶一路」 等關鍵貿易協
議，穩固現有的全球貿易網絡，顯著
增強了中國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與合
作深度。

歐美補庫存 進出口錄增長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

周茂華表示，受惠外貿結構持續優
化，今年來，中國對東盟、共建 「一
帶一路」 國家、拉美等新興市場的貿

易保持較高景氣度。
數據顯示，歐盟、美國目前仍是

中國的第二、第三大貿易夥伴，中國
對上述經濟體的進出口規模均錄得增
長。蔡偉分析，歐美等發達經濟體製
造業已開啟 「補庫存」 階段，加之全
球科技行業進入上行周期等，均對外
需持續回暖帶來利好。

中國民生銀行宏觀團隊的報告指
出，低基數疊加供需缺口擴大，令歐
盟進口需求高漲，對上月中國出口貢
獻度最高，而半導體周期上行也帶動
中國對日本、韓國市場出口增速的加
快。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

新能源車外銷11萬輛 激增22%
據中國汽

車 工 業 協 會
（中汽協）數據顯示，汽車上月出口
51.1萬輛，環比增長9%，同比增長
25.4%。其中，傳統燃料汽車出口
40.2萬輛，環比增長9.8%，同比增
長26.4%；新能源汽車出口11萬
輛，環比增長6.1%，同比增長
22%。

8月，中國汽車產銷分別錄得

249.2萬輛和245.3萬輛，環比分別
增長9%和8.5%，同比分別下降
3.2%和5%。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銷
分別錄得109.2萬輛和110萬輛，同
比分別增長29.6%和30%，佔新車
總銷量44.8%。

今年首8個月，汽車產銷分別錄
得1867.4萬輛和1876.6萬輛，同比
分別增長2.5%和3%，其中，新能源
汽車產銷分別錄得700.8萬輛和

703.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29%和
30.9%，佔新車總銷量37.5%。

中汽協表示，部分省市出台置換
更新政策，市場消費熱情進一步激
發，尤其是新能源汽車表現強勁，推
動汽車產銷環比增長。展望後市，隨
着中央報廢更新政策加力效果逐漸顯
現，疊加地方置換更新補貼政策陸續
生效，預計對未來4個月汽車市場起
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中國民生銀行
首席經濟學家 溫彬

外需熱度未減、全球半導體周
期延續上行，以及去年同期低
基數，是上月出口表現優於預
期的主因。受惠歐美即將降
息、中美經貿關係緩和等，未

來出口有保持中高速
增長的基礎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畢馬威中國經濟研究院
院長 蔡偉

今年全球貿易形勢有好轉跡
象，加上中國 「穩外貿」 政策
持續顯效，中國整體出口表現
優於預期。隨着全球主要經濟
體開啟減息周期，外需恢復將

帶動出口繼續保持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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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外貿表現（美元計價）

8月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
宏觀研究員 周茂華

8月中國出口表現高於趨勢值，
出口結構不斷優化，外貿出口
質量顯著提升，進出口領域展
現較強韌性，預計中國出口保
持適度擴張，進口增速將呈現

溫和擴張態勢

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
司長 呂大良

今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持續回
升向好。世貿組織的報告顯
示，三季度全球貿易保持復甦
態勢。在國內外需求帶動下，
首8月中國進出口保持增長，月

度進出口值連續5個月
同比增長

首8月中國與主要貿易夥伴數據
單位：萬億元人民幣

市場

東盟
歐盟
美國
韓國

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進出口
總值
4.49
3.72
3.15
1.51

13.48

進出口
變幅

+10.0%
+1.1%
+4.4%
+8.0%

+7.0%

出口
變幅

+13.1%
+2.9%
+5.0%
-0.1%

+7.7%

進口
變幅
+5.7%
-2.1%
+2.3%
+15.8%

+6.1%

中國外貿今年表現
8月單月

人民幣計價
+4.8%
+8.4%
+0.0%

6493.4億元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首8月

+6%
+6.9%
+4.7%

4.33萬億元

指標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貿易順差

8月單月
美元計價
+5.2%
+8.7%
+0.5%

910.2億元

首8月

+3.7%
+4.6%
+2.5%

6085億元

各界評論

▲中國上月出口
大增8.7%，增速
為17個月以來最
勁。

態勢向好

需求巨大

中國出口升8.7%超預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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