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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放量强势上行沪指创两年多新高
公募基金受热捧，半年规模过万亿元释放积极信号

近日的A股市场火了。7月6日，在券
商、保险、银行等板块的带动下，上证综
指一路狂飙，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也纷
纷走强，同样收获不俗涨幅。截至当日收
盘，上证综指站上3300点大关，日涨幅超
过5 . 7%；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分别涨超
4 . 0%和2 . 7%。

值得关注的是，当日沪深两市交易额
达到1 . 5万亿元，这已经是沪深两市交易额
连续第3日突破万亿元大关。盘中富时中
国A50指数期货涨幅一度扩大至近7%。

业内人士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A股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良好的
性价比，从而吸引各路资金纷纷入场，成
为近期A股放量走升的重要原因。那么，
到底有哪些“买家”因素为A股提供了强
大的动能？

作为外资投资A股的“风向标”，沪
深港通北向资金近期呈现“跑步”入场态
势。市场数据显示，6日北向资金净买额
超过136亿元，而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北向
资金的流入规模分别突破了171亿元和131
亿元。这3日流入规模在近半年市场中均
处于高位。

实际上，北向资金的持续流入早已成
为A股常态。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沪深
港通北向资金6月净流入527亿元，较上月

猛增75%。上半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达
11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23%。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也是不
可忽视的资金增量来源。今年公募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成绩
单”，在赚钱效应的带动下，上半年国内
公募基金市场新发产品规模迈过万亿元大
关。其中，权益类基金成为助力新发基金
规模扩张的最强推动力，占全部新发基金
规模的67%。

有市场机构测算发现，今年5月和6月
的偏股基金新发1824亿元，考虑到基金仓
位、陆续建仓等因素，预计7月、8月的有
效资金流入为400亿元、300亿元。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
示，在低利率、流动性充裕、居民金融资
产配置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公募基金发
行火爆背后是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
加快。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
国居民家庭资产自改革开放开始逐步累
积，配置主力从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起步，
到通过购买各类家庭耐用消费品提高生活
水平，再到购买不动产、乘用车等“昂
贵”的固定资产，目前可能正在进入金融
资产配置加速的拐点。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认为，随

着资本市场不断“升级”，居民可以配置
的金融产品增多，也有意愿进行多元化资
产配置。

随着市场情绪启动的，还有普通投资
者加速入市的步伐。多家券商的开户数据
显示，6月、7月的日均股票账户开户数量
环比增长超过三成，上半年开户数同比也
出现猛增。

在6日交易量不断放大的过程中，不
少投资者涌入股票交易软件，甚至造成了
交易App卡顿。有投资者反映，当日上午
多家券商交易App一度无法登录或者银证
转账卡顿，或无法显示盈亏持仓等数据，
足见投资者的交易热情。

杨德龙等专家认为，去年以来，科创
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市场改革的步伐加
速，为投资者带来了更多投资机遇，也成
为近期A股放量走高、部分板块走强的重
要驱动力。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认
为，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全球各主要股指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相比之下，A股
上半年整体平稳，投资价值凸显，散户、
公募、外资、险资、产业资本等资金入市
脚步加快。

（综合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

综合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 本周首个交易日，A
股强势上行。上证综指突破3300点整数位创两年多新
高，收盘录得逾5%的涨幅。两市成交连续第3个交易
日超1万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3187 . 84点的全天最低点高开，
此后一路上行，接连收复3200点和3300点两大整数
位。触及 3 3 3 7 . 2 7点的两年多新高后，沪指收报
3332 . 88点，较前一交易日大涨180 . 07点，涨幅高达
5 . 71%。

深证成指涨幅也达到了4 . 09%，收盘报12941 . 72
点，涨508 . 46点。创业板指数涨势稍弱，收报2529 . 49
点，涨幅为2 . 72%。中小板指数大涨4 . 15%至8632 . 06
点。伴随股指走升，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不计算ST
个股，两市200多只个股涨停。绝大多数科创板个股
收涨，沪硅产业、聚辰股份涨停。当日仅有5只科创
板个股收跌。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券商、保险、银行三大板块
领涨，且涨幅都在8%以上。葡萄酒、医疗保健板块
涨势相对较弱。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7242亿元和8419亿元，总量超
过1 . 5万亿元。至此，两市已连续3个交易日成交突破
1万亿元。

此外，市场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今年以来已
成立超680只新发公募基金产品，合计募集规模超过
1 . 06万亿元。

在我国公募基金20多年的发展史上，仅有2015年
和2019年的新基金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分别达到
1 . 33万亿元、1 . 43万亿元。

在诸多业内人士看来，新发基金规模在2020年仅
用半年时间就迈过万亿元大关，意味着今年全年发行
规模有望刷新2019年的纪录。

数据同时显示，6月初以来，百亿规模私募加仓
1 . 29个百分点，最新仓位指数为84 . 15%，创年内新
高，74 . 48%的百亿私募仓位超过八成。

6日不少投资者涌入股票交易软件，甚至造成交易App卡顿———

如此热度，动能来自何方

湖北全力防范汛情疫情叠加冲击
武汉防汛应急响应和排涝应急响应均升至Ⅱ级

疫情尚未远去，湖北正经历另一场
“大考”。

强降雨反复侵袭，部分江河湖库水位
偏高，山洪地质等灾害频发……入梅以
来，各种自然灾害已致湖北超过600万人次
受灾。面对严峻的汛情，湖北各地各部门
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吹响防汛救灾的战
斗号角，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防范汛情与疫情叠加冲击。

武汉24小时最大降雨量

超过250毫米

大雨倾盆，长江之畔，武汉市遭遇持
续强降雨天气。

5日以来，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
累计最大降雨量达511 . 4毫米。5日至6日凌
晨，武汉市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
米。至6日4时，长江汉口站水位26 . 79米，
超设防水位1 . 79米，汉江新沟站水位27 . 51
米，超警戒水位0 . 01米。预计武汉市后续
仍有强降雨发生，长江、汉江及中小河流
水位将持续上涨，防汛排涝形势严峻。

降雨导致武汉城区多处路段出现渍
水，6日10时，渍水导致车辆无法通行的路
段共有14处。当时，记者在武汉市洪山区
虎泉街保利华都小区附近看到，暴雨侵袭
之下，道路积水严重，个别车辆被浸泡在
水中，只能看到车顶。从6日5时起，武汉
排涝应急响应级别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湖北省气象局介绍，入梅以来，湖北

已经历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初步统计，6
月8日至30日，全省累计平均面雨量309毫
米，比历年平均梅雨总量(250毫米)偏多
24%。仅7月5日8时至6日8时，全省降雨量
超过100毫米的就有23个县市区。

多轮强降雨导致湖北省内江河湖库水
位普遍上涨。截至7月6日8时，长江监利站
水位超警戒0 . 06米，莲花塘水位超警戒
0 . 30米，汉口水位超设防1 . 87米；部分中
小河流超警戒水位；1223座水库超汛限水
位，洪湖、梁子湖、斧头湖水位均超设
防，长湖和汈汊湖水位超警戒……

抢险救灾

全力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6月27日，宜昌因暴雨出现严重内涝。
武警某部交通第二支队三大队闻令而动，
第一时间派出近30名官兵携带两台龙吸
水、7台抽水泵、2艘皮划艇，展开抢险救
援。截至2 9日9时，救援官兵累积排水
76300立方米，协助解困被淹车辆420辆。

每50米一盏灯，照亮12公里的孝感市
孝南区府河堤防段大坝。“连续强降雨导
致水位迅速上涨，府河堤防段急需照明，
确保夜间巡堤人能及时发现渗水、管涌等
险情。”孝感市孝南区供电公司闵集供电
所所长池胜勇说，接到任务后，30人的应
急保电队伍连续作业6个多小时，终于让
沿河大堤亮起240盏照明灯。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湖北出梅时间可

能延迟到7月中旬，期间还将有多场强降
雨过程。截至6日，除堤防管理单位的专
业人员外，全省上堤防守的干部、群众已
达21368人，县处级以上干部206人。

应急谋远

助力湖北疫后无大灾

潜江市龙湾镇党委副书记高宏在龙湖
河河堤上通宵值守至凌晨4点，小憩2小时
后，早上6点，他再次回到堤坝上。冒着
大雨，高宏带领沿河8个村的驻村干部与
农户近千人一同排查隐患、修补堤坝。

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市6日将潜
江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这是今年
湖北首个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的市
州。

“未来几天还有强降雨，我们得继续
24小时驻守在坝上。”高宏说。

坚持防汛救灾与疫情防控两手抓、两
手硬，湖北正以统筹做好“防灾”与“救
灾”、统筹做好“外涝”与“内涝”防
范、统筹“汛期”与“汛后”、统筹“应
急”与“谋远”为目标，吹响防汛救灾的
战斗号角。全省各地各部门正进一步强化
责任落实、监测预警、精准防控、应急值
守和抢险救灾，盯紧大江大河、中小河
流、湖泊水库、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
涝等防范重点，时刻保持“迎战”“临
战”“实战”状态。

（综合新华社武汉7月6日电）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两湖水系及长江中

下游干流区间来水明显增加，长江中下游干

流各控制站水位持续上涨。在莲花塘站5日5

时突破警戒水位32 . 5米之后，6日，长江中

下游干流部分控制站陆续突破警戒水位。

实时水情显示，长江干流监利、九江、

大通、南京站分别于6日5时、0时、15时、8

时达到警戒水位。截至6日15时，莲花塘站

水位32 . 84米(超警0 . 34米)，监利站35 . 70米

(超警0 . 20米)，九江站20 . 32米(超警0 . 32米)，

大通站14 . 40米，南京站8 . 86米(超警0 . 16

米)。初步预计水位未来仍将继续上涨，最

大超警幅度在1 . 0米左右。

气象部门预测，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还

将有持续强降雨，预计6日至9日，乌江、洞

庭湖水系西部及长江中下游干流一线有暴雨

到大暴雨，乌江中游、沅江、澧水及长江中

下游干流附近过程累积雨量100毫米至200毫

米；10日至12日，长江上游干流北部有较强

降雨过程，其中涪江、渠江过程累积雨量

100毫米至150毫米。

长江中下游干流控制站

陆续突破警戒水位

据预测中下游还有持续强降雨

7月6日，工作人员在武昌江滩上拉警戒线。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香港7月6日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二条，香港特别
行政区日前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区国安委6
日举行首次会议，全体成员出席，由中央人民政府指
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会议。

香港特区国安委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主席，
成员包括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
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
处处长邓炳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
入境事务处处长区嘉宏、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和行政
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陈国基同时兼任特区国安委
秘书长。

香港特区国安委按香港国安法第十五条设立国家
安全事务顾问，就特区国安委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
意见，并列席特区国安委会议。国务院日前已任命骆
惠宁出任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香港特区国安委的职
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
策；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建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亦明确规
定特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区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
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作出的决定不受司
法复核。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
“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
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
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等9个新职
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
外，此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
员”等5个新工种，同时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
职业下的“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员”等3个工种上升为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公开征集，组织职
业分类专家按照职业分类原则、标准和程序进行评估
论证，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向社会公示后确定的。这批
新职业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域、
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适应
贫困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需要的促进脱贫
攻坚领域。

人社部等发布“互联网

营销师”等9个新职业

“直播销售员”成新工种

香港特区国安委

举行首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从6日举行的北京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的原则，目前北京核酸采
样与检测人数均超1100万。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趋
稳向好，先后对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等区54个小
区解除封控管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7
月5日，曾去过新发地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的人
员及其同住人员共7 . 4万人，延长居家观察已满7天
(“14+7”天的隔离观察)，已有序组织第三次核酸检
测。检测结果为阴性，且体温等症状排查无异常
者，即可解除居家隔离观察。

庞星火表示，对新发地市场集中隔离人员实行
分类分批解除隔离措施。具体分两类情况，第一类
是对新发地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隔离人员，因风险
等级高，仍采取“14+14”天的隔离观察措施，隔离
期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观察。

第二类是对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隔离人员，落
实严格排查，对5月30日至6月13日未到过新发地市场
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隔离期间严格遵守各项集中
隔离纪律要求，且隔离人员同批次进入隔离点、隔
离期间隔离点没有发生阳性检出者的，经评估后，
可以实施“14+7”天的隔离政策，隔离期满后，核酸
检测为阴性的，可以解除隔离观察。

北京核酸检测人数超1100万
54个小区解除封控管理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2020年上半年，疫情对
房地产市场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
响，地方政府针对行业因城施策更加灵活，疫情缓和
后前期积压的购房需求积极释放。综合来看，上半年
房地产市场持续恢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人
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
秦虹近日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虽然受疫情影响较
大，但目前整体恢复较好。部分城市土地市场也比较
火热，具体表现在部分楼面地价的上升和溢价率的提
高，同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也明显增长。

秦虹分析认为，上半年地方政府积极推地、降低
购地门槛、缓解企业购地资金压力、放宽预售条件、
简化审批程序等，供给端政策空间较大。地方陆续出
台的人才政策通过降低落户门槛、给予购房补贴等措
施来刺激需求。

“短期内，房地产企业可享受政府普惠性救助政
策，可抓住机遇，缓解资金压力。”秦虹分析指出，
“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总量巨大，具有惯性，
因此不会出现断崖式变化。”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研究总监曹晶晶分析表
示，上半年百城新建住宅及二手住宅价格整体维稳，
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规模持续恢复。从房价走势来
看，截至6月底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涨幅较去年同
期收窄0 . 18个百分点至1 . 27%。整体来看，百城新建
住宅均价累计涨幅为近五年同期最低水平。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

持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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