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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栏 

汇率向能源看齐 

今年以来，美元有效汇率升值，日元、欧元均明显贬值，但人民币汇率

保持相对稳定。报告认为，2022年汇率在向能源看齐，一国对外能源依

赖度越低，汇率韧性就越强。我国稳定的能源生产也是人民币汇率的重

要支撑。往前看，人民币汇率变化仍将与全球能源供给格局密切相关。 

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报告认为，虽然美国7月通胀有所放缓，但疫情后消费者通胀预期上升，

自然失业率抬高，菲利普斯曲线重新陡峭化，须重视劳动力市场对通胀

的前瞻指向作用。在就业很强的背景下，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专题聚焦 

元宇宙系列研究之算力网络：数字经济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报告将算力网络定义为云、网、端结合，一体化调度算力资源的基础设

施。报告认为，算力网络建设可为元宇宙及垂直行业应用发展提供更为

灵活、低成本的算力服务，运营商在构建算力网络生态上具有天然优势。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去金融化”的启示 

报告认为，个别财务公司过度金融化、偏离主业、违规开具承兑票据可

能是风险扩散的重要原因。7月29日银保监会发布监管新规，体现了“去

金融化”、回归主业的政策导向，产融适度分离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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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栏 

汇率向能源看齐 

今年以来，美元有效汇率升值，日元、欧元均明显贬值，但是人民币一篮

子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事实上，2022年汇率的变动在向能源看齐，对外能源

依赖度越低的国家，其汇率韧性就越强，人民币的汇率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内稳

定的能源生产。向前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仍将与全球能源供给格局密切相关。 

在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分析汇率，必须要关注贸易条件的变化。今年一个突

出的背景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持续紧张以及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宏观上的一个直接体现是持续走高的通胀。通胀本身具

有很强的结构特征，同时也会带来再分配效应，在国际贸易格局中，谁受益于

通胀，谁受损于通胀，一个直接的观察角度就是看贸易条件的变化。贸易条件

是指一个国家出口商品价格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之比，出口价格的上升比进口

商品价格的上升更快，则说明一个国家受益于通胀，反之则说明这个国家受损

于通胀。 

通过跨国比较可以看出，贸易条件是今年决定汇率的重要因素。从近半年

来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条件小幅改善

0.6%，日本、欧洲则明显恶化10%以上，美国的贸易条件则出现了6.5%的改善。

与此同时，贸易条件改善越多的国家，其汇率升值越多；贸易条件这一个变量，

可以解释今年以来不同国家汇率变化差异的44%。 

各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差异，与其能源对外依赖度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国家

的能源净进口等于一个国家的能源进口量减去其出口量，我们用能源净进口占

一个国家能源总消耗的比例来衡量其能源的对外依赖度。如果一个国家能源出

口大于进口，那么这一比例为负值，反之则为正值。2021年，中国能源净进口

占全部能耗的比例为21%，这一比例虽然明显高于一些能源出口国（美国-

3.9%），但是明显低于其他重要的制造业竞争者（欧元区57.5%，日本93.0%，

韩国81.4%）。能源对外依赖度解释了贸易条件变化的73%，是决定今年上半年

贸易条件变化最重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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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能源稳定了国内能源供给的基本盘，新能源的国际优势逐步显现。根

据2021年数据，中国有56%的能源由煤炭供给，而我国煤炭自给率达到93%，

2022年上半年累计产量21.9亿吨,同比增长11.0%，是中国能源基本盘的基本保

障。今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实现稳步增长，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25万亿千瓦时，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7.5%，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5.6%，太

阳能发电同比增长12.9%。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优势也在出口

中得到体现，2022年上半年组件出口量达78.6GW，同比增长74.3％；光伏产品

出口总额约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13.1％。 

向前看，人民币汇率仍将与国际供给格局密切相关。汇率向能源看齐不仅

是人民币的主要特征，也是全球汇率变化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大通胀、国际能

源供给格局受到明显冲击的背景下，必须将贸易条件提到分析汇率的一个重要

位置上，而不应该仅仅注意中外利差以及海外的总需求。决定贸易条件的重要

因素，如前文分析，是各个国家的能源自给水平。考虑到能源自给率短期内难

以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么国际能源供应链的变化就成为决定汇率的重要因素。

如果能源供应链继续恶化，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能源自给率越高的国家，

贸易条件越可能改善，汇率越可能继续维持强势，中国将继续依赖自己的能源

自给优势与制造业优势保持相对较强的人民币汇率。反之，如果国际能源供应

得到缓解，能源价格下降，那么能源自给率高的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会有所恶

化，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贬值压力。 

 

 

 

 

以上观点来自：2022年8月7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已发布的《汇率向能源看齐》 

周彭   SAC 执证编号：S0080521070001 SFC CE Ref：BSI036 

张文朗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80009 SFC CE Ref：BFE988 

段玉柱 SAC 执证编号：S0080521080004 

彭文生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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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专栏 

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美国7月CPI同比增速降至8.5%（上月9.1%），环比增速降至零；核心CPI

同比增长持平于5.9%，环比增长0.3%。从分项看，通胀回落主要受油价下跌

影响，夏季过后机票与酒店价格下降也有所贡献。食品价格以及房租仍在上行，

我们认为，这将增加通胀的粘性。总体上，虽然通胀有所放缓，但从分项数据

中很难得到通胀风险解除的有力证据，而上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异常强劲，

或意味着降低通胀还有很长的路。这次疫情后消费者通胀预期抬升，加之疫情

影响推高自然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重新陡峭化。我们务必重视劳动力市场对

通胀的前瞻指向作用，在就业仍很强的背景下，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7月CPI增速低于市场的预期，从分项看，通胀回落主要受到能源以及出

行项目的影响。能源方面，受油价下跌影响，7月以来汽油零售价格持续下跌，

带动CPI中的汽油价格环比下降7.7%。进入8月以来，汽油零售价格继续回落，

截至8月8日最新数据，油价已从6月中旬5.11美元/加仑的高点回落至4.15美元/

加仑，若按照此趋势外推，能源可能继续对8月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出行方面，

7月酒店宾馆价格环比下降3.2%，机票价格环比下降7.8%。我们认为这或与夏

天过后旅行出行需求边际减少有关，因为去年三季度也出现过出行商品和服务

价格环比下降情况。因此，这些价格的下降还不能被视为通胀降温的有力证据。 

7月价格依旧坚挺的项目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房租。食品总价格指数于7月环

比上涨1.1%，增幅连续第11个月达到0.9%或以上。环比增速最高的食品分项包

括面粉（3.2%）、麦片与烘焙制品（1.8%）、蛋类（4.3%）、咖啡（3.5%）、奶制

品（1.7%），水果与菜价（0.5%）也有所上涨。 

房租方面，业主等价租金（0.6%）和主要居所租金（0.7%）环比涨幅仍保

持高位。这与我们一直强调的下半年美国房租将继续上涨的判断一致。事实上，

房租与房价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随着利率上升，居民购房能力下降，一部分

购房需求可能会转化为租房需求，从而支持租金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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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方面，前期对通胀贡献大的新车（0.67%）价格依旧坚挺，家具

和床具（0.9%）、家用纸类用品（3.1%）环比增速也较高，显示部分居家类商

品需求仍有韧性。但大件家电（-2.2%）、电视（-0.8%）、电脑等智能家电（-1.8%）、

电脑软件配件（-1.9%）等价格继续回落，说明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降温。

由于工资增速居高不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价格继续“水涨船高”。此外，

医疗服务（0.4%）和娱乐服务（0.4%）价格均表现坚挺。 

总的来看，尽管7月CPI通胀有所放缓，但从上述分项中还看不到价格全

面放缓的有力证据，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依旧强劲，未来通胀回落的速度或不

会很快。劳动力市场与通胀的关系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之上，许多研究表明，

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有效，过去30年持续“扁平化”可能更多与通胀预期被锚定

有关，并不意味着失业率与通胀的关系就不存在了。这次疫情后美国消费者通

胀预期已经显著抬升，意味着过去关于通胀预期被锚定的假设可能已不再成立，

再加上劳动力短缺推高自然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或重新“陡峭化”。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务必重视劳动力市场对通胀的前瞻指向作用。 

上周美国公布的非农数据大超预期，不仅新增就业人数达到52万，小时工

资增速也保持在5%以上的高水平。虽然本周公布的CPI数据下行幅度超过预期，

工资-通胀螺旋也从6月15.5%回落至14.7%，但仍处于历史高位，与70年代“遥

相呼应”。另外最新公布的非农劳动生产率增速呈现下滑态势，而单位劳动力

成本则进一步上升，根据历史经验，这也预示着通胀仍会较为顽固。我们假设

不同情形下简单环比外推，若接下来到年底每个月CPI环比增速全部是0，年底

CPI同比增速也有6.3%；若环比为0.2%，年底同比将会是7.3%；若环比为0.3%，

年底CPI同比将还有8%。总而言之，想要通胀放缓可能需要看到劳动力市场进

一步走弱，在就业仍然很强的背景下，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以上观点来自：2022年8月11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已发布的《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

胀韧性》 

刘政宁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80007 SFC CE Ref：BRF443 

张文朗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80009 SFC CE Ref：BFE988 

肖捷文 SAC 执证编号：S0080121070451 

彭文生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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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元宇宙系列研究之算力网络：数字经济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算力网络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将算力网络定义为将云-

网-端相结合，一体化调度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传统的网络设施仅仅承担信

息传递的基础功能，是连接用户与计算资源的“数据通道”；而算力网络可以

构建数据、计算资源、网络的一体化服务。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快速增长带来算力规模的扩张。算力网络能够

调度区域间不均衡分布的算力资源，直接通过网络提供算力服务。我们认为5G

网络的建设已经为算力网络奠定了云和网融合的底层技术基础，算力网络建设

可为元宇宙及垂直行业的应用发展提供更为灵活、低成本的算力服务。我们认

为算力网络是元宇宙发展前期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从协同走向融合，东数西算推动算网发展 

算力网络从架构上分为基础设施、编排管理和运营服务层，其中编排管理

层向下进行算力管理、控制网络调度，向上提供算网调度能力接口，是算力网

络架构中关键的“大脑”。目前，算力网络建设尚处于从基础设施泛在协同的

起步阶段到算网资源融合统一的发展阶段间，三大运营商有序推进算力网络建

设。 

我们认为，东数西算政策的实施能有效解决算力资源区域性分布不均衡

的问题，通过建设直联通道将东部需求与西部算力资源相匹配，实现算力和数

据的协同调度。2021年12月和2022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先后发布关于

同意宁夏、贵州、甘肃、内蒙古等西部四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长

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东部四地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的复函。自此，“东数西算”工程中全国八大枢纽节点及十个数据中心集群均

已启动建设。我们认为东数西算工程是算力网络建设的前期关键环节，可实现

全国算力、网络、数据、能源的统筹规划和合理调度，为后续的算网融合及产

业服务打好了坚实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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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主导，多方参与共创产业生态 

算力网络是由多个数字化基础设施行业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认为运营

商是算力网络产业链中的牵头参与方，联合上下游云厂商、IDC厂商等诸多参

与者，构筑数字经济的新型底层设施。 

我们认为，运营商在构建算力网络生态上具有天然优势：1）连接方面，

运营商网络接入了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的终端设备，依靠网络资源抓住终端连

接入口；2）传输方面，5G网络的高带宽、大连接、低时延的特性是算力网络

数据传输的前提条件；3）算力资源方面，运营商自身的IDC和云计算布局提供

基础设施资源，西部IDC布局有效降低算力成本；4）市场方面，运营商海量个

人用户和政企用户是推广算力服务的关键用户入口；5）生态方面，产业链资

源丰富，协同多方力量推进算力网络生态建设。云计算和IDC厂商等同样是算

力网络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 

►赋能元宇宙及垂直行业应用，算力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 

算力网络具备一体化的服务能力和技术优势，可解决元宇宙和垂直行业应

用场景下的算力需求痛点。随着算力网络向算网融合阶段迈进，我们认为算力

网络将进一步在工业、能源、交通、建筑等多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推动我国

数字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 

 

 

 

 

 

以上观点来自：2022年8月9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已发布的《元宇宙系列研究之算力

网络：数字经济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于明洋 SAC 执证编号：S0080121060043 

钱凯   SAC 执证编号：S0080513050004 SFC CE Ref：AZA933 

童思艺 SAC 执证编号：S008012207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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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去金融化”的启示 

7月29日银保监会发布《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时

隔16年再次对财务公司管理规则进行修订。我们认为《征求意见稿》体现出避

免财务公司过度金融化、强调回归主业和防范风险的导向，有助于抑制产业风

险向金融风险传导，维护金融稳定。 

►关注企业“内部银行”过度金融化的风险 

财务公司是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据财务

公司协会和银保监会，截至2021年末，我国共有财务公司数量255家。其总资

产规模在2014-2021年年化增速15.3%，截至2021年末规模达到8.6万亿元，占银

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的2.5%。近年来，企业集团经营风险向财务公司传导

问题显现，个别企业集团利用财务公司违规开具票据，集团出现经营危机后财

务公司承兑票据逾期；财务公司行业不良资产率从2017年的0.03%显著上升至

2021年的0.79%。我们认为，个别财务公司过度金融化、偏离主业、违规开具

承兑票据可能是风险扩散的重要原因。 

►监管新规体现“去金融化”、回归主业的政策导向 

1. 缩减非核心金融业务。《征求意见稿》提出，缩减财务公司“发行债券、

股权投资、担保、信贷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交易、融资租赁、保险代理、委

托投资”等业务，严格限制财务公司的集团外融资和非核心功能业务。此外，

将具有一定风险外延性的同业拆借、票据承兑等作为专项业务，财务公司须具

备相关条件方可开展。 

2. 增加票据业务监管指标。《征求意见稿》新增“票据承兑余额不超过资

产的15%、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不超过存款的10%、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不

得高于资本净额”等监管指标；将原监测指标“票据承兑余额不超过存放同业

余额的3倍、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的80%”规范为监管指标，

旨在控制财务公司对外业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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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准入门槛。《征求意见稿》提高了企业集团申设财务公司的资产、

营业收入、税前利润、实收资本、货币资金、成员单位数量等资质标准、以及

控股股东盈利、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等要求，体现了“严格准入、优中选优”的

监管导向。另外，《征求意见稿》明确外资跨国集团可直接发起设立外资财务

公司，落实对外开放政策要求 

4. 新增公司治理监管和股东监管要求。《征求意见稿》新增“公司治理”

章节，要求财务公司加强风险管理、股东股权管理和关联交易管理，明确股东、

实际控制人和集团不得干预财务公司业务经营，增加财务公司向监管部门报送

集团数据和经营状况等股东监管要求。 

5. 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征求意见稿》新增了财务公司接管重组、破产、

恢复处置相关条款。 

►产融适度分离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征求意见稿》可能对财务公司带来三方面影响：压降非核心金融业务、

限制票据承兑业务规模、更严格的股东监管和公司治理。不过，据银保监会，

由于本次新规缩减的业务余额占行业资产总额比例均不超过3%，并设置了过

渡期，压降上述非核心金融业务不会对行业造成较大冲击，但对于个别上述业

务占比较高的公司可能需要主动压降相关敞口。限制票据承兑等对外业务规模，

以及强化财务公司股东监管、公司治理的要求，有利于防止大股东不当干预、

减少产业风险向金融风险的扩散。从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角度，我们认为产

业和金融适度分离、保持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以上观点来自：2022年8月10日中金公司研究部已发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去

金融化”的启示》 

林英奇 SAC 执证编号：S0080521090006 SFC CE Ref：BGP853 

许鸿明 SAC 执证编号：S008012108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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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周主要研报回顾 

宏观 

2022.8.11 中国宏观热点速评：三个拖累或短暂，CPI易上难下——2022年7月物

价数据点评 

2022.8.11 海外宏观热点速评：勿因单月降幅而低估通胀韧性 

2022.8.11 中国宏观热点速评：通胀隐忧，注重宽松“性价比”——2022年2季

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 

2022.8.13 中国宏观热点速评：流动性淤积 | 7月金融数据点评 

策略及大宗商品 

2022.8.8 主题策略：CDR解析：制度、结构、发行、交易 ——存托凭证

互联互通研究系列（5） 

2022.8.8 海外策略：现金短期或再度跑赢 海外资产配置月报（2022-08） 

2022.8.10 大宗商品：全球煤炭：风险犹存，今冬或再趋紧 

2022.8.12 中国策略简评：MSCI中国季度调整：新增7只、剔除2只 

2022.8.13 全球资金流向监测：主动外资继续流出，北向重回流入 

2022.8.14 海外市场观察：美国主动去库存的资产含义 2022年8月8日~14日 

2022.8.14 A股策略周报：静待政策发力向基本面传导 

2022.8.14 海外中资股策略周报：市场情绪可能依然偏低迷 

2022.8.14 中国策略简评：沪深港通机制进一步优化，交易日安排将有调整 

2022.8.14 大宗商品：图说大宗：全球天气干扰再现 

固定收益 

2022.8.8 信用分析周报：中国信用债评级调整周报 

2022.8.8 中资美元债周报：供给继续聚焦城投，地产美元债再度走弱 

2022.8.9 招投标备忘录：国开债22年第2、4、8、11期增发——利率债招

标分析 

2022.8.9 招投标备忘录：附息国债22年第13、16期续发，农发债22年第4、5期

增发——利率债招标分析 

2022.8.10 简评：核心CPI和PPI回落，债牛延续——7月通胀数据分析 

2022.8.10 简评：润禾转债上市定价分析 

2022.8.10 简评：英力转债上市定价分析 

2022.8.10 信用分析周报：中国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信用分析周报 

2022.8.10 简评：流动性仍将合理充裕，利率水平仍有走低空间 ——二季度货

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 

2022.8.12 招投标备忘录：贴现国债22年第43期新发，附息国债22年第17期新发

——利率债招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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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12 中国可转债策略周报：转债量化策略框架2.0与Python实现 

2022.8.12 资产证券化分析周报：怎么看车贷ABS的流动性 

2022.8.12 离岸中资信用债月报：波动盘整可能延续： 7月中资美元债月报 

2022.8.12 简评：M2和社融剪刀差继续扩大，资金供给大于融资需求，利率或

将继续下行——7月金融数据点评 

2022.8.13 专题研究：利率下行结束还是没结束——中金债券市场调查2022年8

月期 

行业 

2022.8.8 造纸：造纸：纸浆供给扰动持续，关注两条投资主线 

2022.8.8 主题研究：光伏：硅料价格突破300元，下游价格持稳 

2022.8.8 旅游酒店及餐饮：全球观察-万豪国际：6月全球RevPAR已超19

年同期，ADR恢复趋势显著 

2022.8.8 日常消费：周思考：白酒消费逐步恢复，大众品关注疫情复苏及

成本压力趋缓 

2022.8.8 节能环保：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环保多板块受益 

2022.8.8 汽车及零部件：周报：月末上险数据超预期；关注特斯拉股东大

会指引 

2022.8.8 旅游酒店及餐饮：短期疫情不改长期趋势，复苏弹性可期 

2022.8.8 石油天然气：综合能源：城燃运营商的“第二增长极” 

2022.8.8 金融：中国财富管理2030三部曲之渠道篇：拥抱百舸争流黄金时

代 

2022.8.9 轻工日化：政策推动助力家居高质量发展，看好龙头强者愈强 

2022.8.9 不动产与空间服务：周报#304：8月首周新房销售同比仍降三成 

2022.8.9 纺织服装珠宝：专精特新：聚焦纺织服装中小企业创新势能 

2022.8.9 航空航天科技：行业持续高景气，关注新兴产业投资机会 

2022.8.9 化工：从LiFSI行业发展看精细化工企业进入新能源材料赛道 

2022.8.9 元宇宙系列研究：元宇宙系列研究之算力网络：数字经济的新型信息

基础设施 

2022.8.9 元宇宙系列研究：元宇宙系列之DeFi：信任重塑，生态共筑 

2022.8.9 家电及相关：节能环保驱动下，全球采暖市场机会 

2022.8.10 电力电气设备：锂电中游6月回顾：材料稳中有降，排产持续向好 

2022.8.10 汽车及零部件：7月产销淡季不淡；看好2H高增 

2022.8.10 机械：7月挖机销量同比回正，关注货币延续性与地产开工 

2022.8.10 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去金融化”的启示 

2022.8.11 科技：迈向800V时代系列一：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单车价值量增长

显著 

2022.8.11 消费赛道研究：家电零售渠道复盘：四十余载千帆尽，大浪淘沙始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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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8.11 农业：宠物线上月报：7月销售额回落，品质型、年轻态助力发展 

2022.8.11 银行：货币政策报告关注信贷长周期“新常态” 

2022.8.11 有色金属：钴：收储预期渐起，钴板块Q3有望否极泰来 

2022.8.11 交通运输物流：美国航司2Q22业绩回顾：客收提升，业绩改善 

2022.8.11 半导体：复盘半导体周期，我们有何启示？ 

2022.8.11 不动产与空间服务：7月存量房量稳价降，景气度修复仍须时间 

2022.8.12 银行：【理财月刊】关注理财季节性购债行为 

2022.8.12 汽车及零部件：800V高压架构蓄势待发，车桩两端同步升级 

2022.8.12 传媒互联网：广告6月：大盘环比正增长，需求持续恢复 

2022.8.12 金融：数字金融月报：支付宝MAU突破8亿；期货交易、财险公

司用户活跃度环比提升 

2022.8.13 传媒互联网：线上平台月报：线上时长重回环比增长 

2022.8.13 新能源汽车：Rivian 2Q22业绩追踪：营收超市场预期，维持2022

年产量指引 

2022.8.13 医疗健康：眼科连锁风云再起，一超多强共享行业红利 

2022.8.13 银行：社融和货币增速背离的背后 

2022.8.13 保险：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规则落地，有助于上市险企

保证分红水平 

2022.8.13 科技硬件：全球观察-鸿海：2Q22业绩好于公司预期，EV多车种

量产在即 

2022.8.13 银行：养老金融产品月报：全景回顾与行业展望 

2022.8.13 传媒互联网：数据月报：7月暑期流量效应显现，优质内容供给

积极 

2022.8.14 传媒互联网：周报：暑期效应显现，行业环比回暖 

2022.8.14 金融：周报：央行将稳妥推进非金融企业申设金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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