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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琪

一如市场预期，在2月份MLF（中期借贷便
利）操作利率未调整的情况下，最新一期的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依然下调了。

据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4年2月20日，1
年期LPR为3.45%，5年期以上LPR为3.95%。其
中，1年期LPR维持前值不变；5年期以上LPR由
此前的4.2%下调至3.95%，降幅达25个基点，这
也是5年期以上LPR有史以来的最大降幅。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本月LPR调整的直接原因是受近
期降准落地等因素影响，银行资金成本下降，
报价行有动力下调LPR报价加点。

“5年期以上LPR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企

事业单位中长期贷款利率的定价基准，当前楼
市持续低位运行，投资稳增长需求较高，较大
幅度下调5年期以上LPR必要性较强。而1年期
LPR保持不动，则有助于稳定已处历史低位的
银行净息差，为5年期以上LPR较大幅度下调腾
出空间。”王青说。

对于本月LPR的非对称调整，中信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谈到，一方面，历史上来看，5年期以上LPR调
整的幅度小，有补降的需要；另一方面，去年年
底以来，央行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和降准，已经
达到调整长期LPR的条件。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长期限LPR下行较
多，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之间的利差收窄至
0.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期限利差趋于合理，有

利于提高利率政策的协同性，提升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

“5年期以上LPR大幅下行有利于更好促进
投资和消费，更好地配合近期各项稳地产政策
效果释放，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也
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过程中的利息
支出，缓释风险。”温彬表示，此次非对称下调
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更好地以我为主、兼顾内
外均衡。在今年美联储降息节奏可能比较平
稳、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短期较难扭转的背景
下，此次LPR报价操作既保持了对实体经济合
理的支持力度，又提高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与政策的自主空间。

王青也认为，本次5年期以上LPR下调，将
直接带动新发放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和居民
房贷利率跟进下调，有助于提振企业投资需

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上看，本次5年
期以上LPR下调，释放了稳增长、稳楼市政策加
力的明确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改善社
会预期。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泓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当前商品房销售复苏
情况来看，市场信心恢复需要时间。基于5年
期以上LPR的下调，后续商业银行房贷利率也
会相应调降。

展望后期，王青认为，综合当前经济和物
价走势，预计短期内MLF利率下调的可能性仍
然较大。这将带动LPR继续下调，进而带动企
业和居民贷款利率持续下行，提振宏观经济总
需求。与此同时，LPR持续下调会带动贷款利
率下行，将为今年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提供更为
有利的条件。

2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非对称下调：

5年期以上LPR降25个基点 降幅史上最大

本报记者 田 鹏

2月20日，沪深交易所对宁波灵均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取暂停（限制）
交易等监管措施，直指其名下多个证券账户
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交易指令、短时间
内集中大量下单等异常交易行为。这与中
国证监会2月18日至19日召开系列座谈会，
锚定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推
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相呼应。

据悉，上述座谈会提出，坚持以投资者
为本的理念，规范各类交易行为，提升制度
公平性。实际中，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者始
终坚持对股票交易实行实时监控和自律管
理，对异常交易行为从严监管。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郑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异常交易行为的严格监管，意在确保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正常运行，减少价格
形成过程中人为干涉或者价格操纵的可
能，保障通过交易反映出的价格信号的有
效性，同时切实维护证券市场投资者之间
交易的公平性。

逾970起异常交易
被采取监管措施

证券市场同样适用价格形成规律，即
证券价格以其内在价值为基础，围绕供求
关系上下波动。因此，真实供求关系信息
的反馈事关投资决策，进而影响着投资者
切身利益和整个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公
允。在此背景下，交易所充分发挥一线监
管应有职责，在规范交易行为方面尽显雷
霆之势。

据沪深交易所官网公开数据统计，截至

2月20日，年内沪深交易所已对逾970起拉抬
打压、虚假申报等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
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与此同时，对152起
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上报证监会
9起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

上海功承瀛泰（临港新片区）律师事务
所主任、合伙人翁冠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异常交易的本质是突破交易制度的一种
不公平行为，会破坏市场秩序和法治，使得
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失效，进而迫使践行长期
价值投资理念的理性投资者离开市场，最终
演变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例如，2023年12月29日，福建港口集团
名下证券账户以明显偏离“兴业银行”最新
成交价的价格, 大笔、连续、密集申报成交，
成交量占收盘集合竞价期间该股总成交量
的99.99%，拉抬股价幅度达9.70%，严重扰乱
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下转A2版）

2月20日，沪深交易所对宁波灵均采取暂停（限制）交易等监管措施

沪深交易所雷霆出击剑指异常交易

龚梦泽

据中汽协发布的最新数据，1月份，中国自
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27.8万辆，同比增长
68.6%，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60.4%，占有率比上
年同期提升8.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1月份，有着“自主五虎”之称的
长安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奇瑞汽车和长城
汽车自主销量分别为24.1万辆、21.3万辆、20.1
万辆、20.1万辆和10.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5.1%、110%、33.14%、107.5%和69.06%。另外，
东风汽车、上汽乘用车和广汽在1月份的自主
销量分别完成8.4万辆、5.1万辆和4.5万辆。

2024年的强势开局，不仅为全年的产销成
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助力自主品牌整体市场
份额迈上新台阶。首先，在新能源板块，自主
品牌持续保持高速增长。1月份，比亚迪、吉利
汽车、长安汽车和长城汽车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分别为20.1万辆、6.6万辆、5.3万辆和2.5万辆，

同比劲增33%、591%、88%和296%。
其次，在海外业务方面，自主品牌车企同

样表现抢眼。1月份，长安汽车、长城汽车、比
亚迪和吉利汽车的海外销量分别为4.7万辆、
3.6万辆、2.6万辆和2.6万辆，同比大涨160%、
248%、65%和80%。

在新能源与出口业务的双轮驱动下，自主
品牌车企在2024年实现了良好开局。展望未
来，大部分自主品牌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年度
销量目标。在笔者看来，2024年车企在智能配
置、产品出海、营销渠道等方面竞争将进一步
加剧，如何在提升销量与竞争力的同时有效平
衡研发和利润，或成为车企面临的主要挑战，
将考验其造车基础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第一，车市竞争进入围绕智能化开展的“下
半场”。开年第一个月，继奇瑞推出以智能底
盘、电子电气架构为基础的M3X超混平台后，比
亚迪随即也发布了整车智能化架构“璇玑”及

“璇玑AI大模型”，智能化正与电动化、网联化融

合发展，形成更加绿色化、个性化的汽车产品。
可以看出，“电动化是上半场，智能化是下半场”
愈发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的真实写照。

第二，出口汽车市场增量有待拓展。以日
本汽车出口发展经验来看，国内汽车市场目前
还处于KD模式（拆散出口模式）和整车贸易出
口为主的阶段，海外本地化建设处于初期探索
阶段。预计自主品牌乘用车出口市场还将保留
3年—4年的扩展窗口期，出口规模约800万辆，
之后海外市场深度本地化运营会成为主流。

第三，“价格战”重塑利益分配机制。随着
合资车企降价，叠加新能源车依靠规模放量对
固定成本的摊薄以及锂价下跌，新能源竞品之
间的“内斗”会更剧烈，盈利能力差的车企将遭
遇严峻挑战。中国车市的传统利益分配机制
将受到新参与者的巨大冲击和重塑。

自主品牌领衔 中国车市迎来“开门红”

本报记者 田 鹏 见习记者 毛艺融

2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统称“沪深交易所”）发布消息称，量
化交易报告制度平稳落地，将结合报告信息，
持续加强对量化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的监测
分析，动态评估完善报告制度。

2023年9月1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了《关于
股票程序化交易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关于加强程序化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立起针对量化交易的专门报告制度和相应
监管安排，于2023年10月9日正式实施。在市
场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上述制度已平
稳落地，存量投资者已按要求如期完成报告工
作，增量投资者落实“先报告、后交易”的规定，
各方报告的质量总体符合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量化交易监管打下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新型信息技术广泛运用，量
化交易已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量化交易有
助于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促进价格发现。但量
化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相对中小投资者存在
明显的技术、信息和速度优势，一些时点也存
在策略趋同、交易共振等问题，加大市场波
动。从国际经验看，境外市场普遍对量化交易
特别是高频交易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以防范
对市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沪深交易所表示，下一步，将坚持以投资
者为本，把维护公平性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借鉴国际监管实践，趋利避害，建立健全量
化交易监管安排，包括严格落实报告制度，明
确“先报告、后交易”的准入安排；加强量化交
易行情授权管理，健全差异化收费机制；完善
异常交易监测监控标准，加强异常交易和异常
报撤单行为监管；加强对杠杆类量化产品的监
测与规制，强化期现货联动监管。同时，进一
步压实证券公司客户管理责任，完善与证券业
协会、基金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协作机制，加强
对量化私募等机构的交易监管，等等。此外，
沪深交易所将加强与香港交易所的沟通，按照
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明确沪深港通北向投资者
的报告安排，将北向投资者量化交易纳入报告
范围。对于影响市场秩序的异常交易，沪深交
易所将坚决采取自律管理措施，涉嫌违法违
规、情节严重的将上报证监会查处。

沪深交易所：对量化交易
监测分析持续加强

据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1月26日春运开启以
来至2月19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
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据统计，2月1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404.3
万人次。2月20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
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30万人次，安排加开旅客
列车1716列。

据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节后铁路
探亲、旅游、学生、务工等客流叠加，旅客出行需
求旺盛，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预售
票情况看，2月20日，成都、北京、广州、重庆、武
汉、西安、郑州、长沙、上海、杭州等城市出发客
流较多，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成都、杭州、西
安、武汉、重庆、南京等城市到达客流较多。

春运以来全国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新华社新加坡2月20日电 新加坡航展20日
在樟宜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中国生产的大型客
机C919和ARJ21支线飞机首次亮相，C919飞机当
天下午还进行了正式飞行表演。

展馆内，中国商飞公司展台以“携手同行
共创未来”为主题，展出了最新涂装的1:20比例
C919、ARJ21和C929基本型飞机模型，1:32比例
ARJ21公务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灭火
机、货机模型，以及C919缩短型/高原型和加长型
飞机模型。

室外静态展区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运营
的C919客机、印尼翎亚航空运营的ARJ21客机和
中国中原龙浩航空有限公司运营的ARJ21货机
齐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公众展示。

据中国商飞公司介绍，大型客机C919座级
为158—192座，航程4075—5555公里，采用先进
的气动设计、推进系统和材料，碳排放更低、燃
油效率更高。2023年5月28日，C919飞机圆满完
成首次商业飞行。

ARJ21是由中国商飞公司开发的中短程支
线飞机。据介绍，ARJ21客机具有良好的高温高
原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于2016年6月份
投入商业运营。由印尼翎亚航空运营的2架
ARJ21飞机，以雅加达为基地开通了4条航线，通
航5座城市，安全载客超10万人次。

新加坡航展于20日至25日举行。航展主办
方此前表示，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
企业和机构参展。

中国产C919和ARJ21飞机
首次亮相新加坡航展

13家上市公司先行披露
2023年度现金分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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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未来A股市场积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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