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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毕业于悉尼大学，金融学专业，擅长用底层思维对市场进行分析，坚持

用辩证思考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深入挖掘，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子、纺服等行业。

一、市场概况

上周市场在政策回暖预期下企稳反弹，其中，上证指数周涨 1.3%、创业板

指强势领涨，周涨 5.93%、深证成指周涨 4.75%，两市成交量连续 3个交易日破

万亿，行业呈普涨态势，成长风格占优，其中食品饮料、通信、机械设备等涨幅

居前，仅环保、银行和公用事业三个板块收跌。

二、热点聚焦

推进央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国资委、证监会最新发声



6月 14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暨 并购重组 工作

专题会，提出中央企业要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开展并购重组，助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增强核心功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近年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有关情况，并从资本市场监管角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通过并购重组提质

增效、做优做强提出了期望和建议。

截至报告发布时，中央企业所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超过 70%，

非公资本占央企所有者权益比重逾 38%。2020年-2021年，中央企业通过转让股

权、增资扩股、合资新设、投资并购等方式与民营企业展开合资合作，引入社会

资本超过 7000亿元；截至 2021年底，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贡献了央企系统约 66.5%

的 营业收入 和 77.9%的利润总额。上市公司已成为中央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

三、每周关注

五部门联合启动 2023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6月 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

源局五部门发布通知称，组织开展 2023年 新能源 汽车下乡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3年 6 月至 12月。

活动委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实施，各地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农业

农村、商务、能源主管部门做好协同支持；各 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销售企业

积极参与，推荐适宜农村市场的先进车型，制定促销政策，建立完善售后服务

体系；各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配合完善充电设施布局，推出充电优惠政策；

各参与活动的电商、互联网平台，积极配合现场活动，开展网络促销，与车企合

作举办直播售车或云上展销活动。

企业争相布局背后，是今年以来政策层面对新能源汽车下乡扶持力度的进一

步增强。据新华社消息，5月 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部署加快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

和 乡村振兴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

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

电下乡。

http://data.eastmoney.com/bgcz/
http://data.eastmoney.com/bbsj/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493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493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834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834
http://quote.eastmoney.com/unify/r/90.BK0834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的《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预计，到

2030年，中国农村地区汽车千人保有量将近 160辆，总保有量超 7000万辆。未

来如果能满足农村居民的机动化出行需求，将会撬动 5000亿元规模的汽车市场。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现状

大模型赋能，生成式 人工智能 正在引发新一轮智能化浪潮。得益于拥有庞

大的数据、参数以及较好的学习能力，大模型增强了 人工智能 的通用性。从与

人顺畅聊天到写 合同 、剧本，从检测程序安全漏洞到辅助创作 游戏 甚至电

影……生成式人工智能本领加速进化。

经过多方努力，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具有一定基础。2023中关村 论坛发

布《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 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发布了 79个 10亿级参数规模以

上的大模型。我国在大模型方面已建立起涵盖理论方法和软硬件技术的体系化研

发能力。人工智能大模型离不开多项技术的融合创新，在前沿基础理论和算法上，

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数据质量影响大模型“智商”。国际上一些大

模型之所以领先，与大量公开高质量数据的训练息息相关。我国有 海量数据

和丰富应用场景，应逐步开放共享优质数据，通过制定共享目录和共享规则等方

式，推动数据分级分类有序开放，让流动数据激发创新活力。例如，前不久印发

的《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2023—2024年）》

提出，“建立多模态公共数据集，打造高质量中文语料数据”。期待各地各行业

从实际出发，加强高质量数据供给，为大模型成长提供充足“养料”。

一系列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将出台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随着暑期消费旺季的到来，居民节假日、休

闲购物、出行旅游等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叠加相关促消费政策支持，预计二

季度消费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恢复和扩大消费，商务部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完善消费政策，加强部门协同，推动出台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同时，立足商务职能定位，围绕促进汽车、家居、品牌消费和餐

饮业高质量发展，出台针对性配套措施，增强政策的组合性、协同性、有效性，

并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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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持续办好消费活动。商务部将 2023年定为消费提振年，已成功举办民

生消费季、全国消费促进月，正在开展绿色消费季、国际消费季等一系列活动。

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消费季期间，商务部还将推出 618、夜生活节、数字消费节等

消费新场景。各地也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甚

至会延续更长时间，将为消费市场增添更多信心。

三是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商务部将持续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步

行街高质量发展，推进建设智慧商圈，带动优质消费资源集聚，联动商、旅、文、

体，打造更多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消费场景。同时推动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加快补齐便民设施短板，努力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消费圈、幸福圈。

四、每周一图

中国家装行业发展趋势解析

来源：艾瑞咨询

中国家装行业按照服务模式及产品形态可分为服务型、产品型以及渠道型三

类参与者。服务型参与者指家装服务商，以提供家装服务为主；产品型参与者指

产品品牌商，以生产及售卖家装产品为主，包括硬装材料和软装产品；渠道型参

与者指家装服务及家装产品的售卖渠道，包括线下渠道服务商和线上渠道服务商。

家装产品按照功能形态可分为硬装类材料和软装类产品。硬装材料是指为满足房

屋基本使用功能及外观需要，固定在房屋结构表面或内部的家装建材类产品，包

括厨房、卫浴、墙漆壁纸、地板瓷砖、窗帘布艺、灯具照明、门锁五金等；软装



产品是指为满足进一步居住需求，在室内空间添置的可移动产品元素，包括家具

/家纺、餐厨/日用等家具及家居生活类产品。2022 年，中国家装行业的市场规

模约为 3万亿元，2020年受疫情影响，家装行业增速开始出现放缓趋势，随着

供需两端双向驱动以及政策助力，家装行业未来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同时，随

着我国互联网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家装行业的线上化水平也随之持续提升，2022

年，中国家装行业线上化率为 20.0%，预计到 2025年将接近 22%，说明我国家装

行业的线上化消费仍存在一定增长潜力。

从需求端看：1.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带来的人口

流动，使得我国仍存在较大的“刚需型”及“改善型”住房需求；2.居民收入水

平提高及购买力增强带动消费升级，催生了如品质健康、绿色环保、功能实用、

高效便捷、美观个性等一系列家装新需求，这些新消费需求亟待被满足。

从供给端看：1.持续的土地供应以及地产去库存，仍将存在较大的工装及家

装需求；2.从个性化设计到整装服务再到产品严选的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以及

低碳化、智能化、美观性等家装产品升级，使得家装新需求可以得到有效满足及

释放。

从宏观层面看：1.国家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继续为地产行业释放

增量住房需求，从而催生刚性家装需求；2.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鼓励居民进行房

屋改善，可以有效催生改善型家装需求。

从行业层面看：国家通过推动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健康家电消费、完善数字

家庭应用等系列举措，正在不断引导健康化、低碳化、智能化等新型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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