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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政策面：
推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从政策面消息来看， 银保监近期
发布了《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有效发
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的直接融资
功能，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
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 鼓励个人和企
业等资金通过机构投资者开展投资。

央行今年元旦全面降 准 释 放
8000 亿元资金， 保持了流动性合理
充裕，有利于实现货币信贷、社会融
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
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 月 11 日，监管部门对养老金投
资、长期资金入市、养老保险体制改
革发声，释放重磅信号，强调推动更
多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养老投资与
资本市场良性互动，进一步提高养老
金投资的多样化程度，增加配置权益
性资产和另类资产等。

从经济数据来看，1 月 14 日，国
务院公布的 2019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
总值 31.5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4%，去年全年进出口、出口、进口均
创历史新高。 此外，在广东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上，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预计 2019
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10.5 万亿元
以上，成为全国首个地区生产总值突
破 10 万亿元的省份，经济增长喜人。

资金面：
增量资金入场意愿较强烈

从资金面来看，增量资金入场意
愿依旧较强。截至 1 月 16 日，北向资
金近一年净流入 3789.48 亿元，历史
净流入 10438.08 亿元。 此外，随着大
盘指数节节上攻，已爆出多只一日售
罄的爆款基金。继交银内核驱动混合
500 亿元一日售罄后，周一两只科创
主题基金和一只明星基金经理掌舵
的新基金均一日售罄。这三只基金单
日认购金额突破百亿元，显示出市场
热度较高。

机构指出，在中长期资金不断流
入、权益资产风险溢价提升以及估值
并未出现过度泡沫等因素影响下，市
场将获得有效支撑， 预计 2020 年权

益市场机会大于风险。

展望未来：
“春节躁动”行情已至中段

从技术上看，当前阶段沪指连跌
三日，但依然是在下方缺口支撑上方
强势横盘整理，3060-3070 区间的支
撑也没有深入进去，所以当前市场下
行风险有限，但春节躁动行情已至中
段， 现在正是跨春节布局的绝佳时
机，上涨空间有望到 3500 点附近。 巨
丰财经郭一鸣认为， 春节前指数调
整，主要是资金落袋为安、调仓换股
的需求导致，当然春节前的交投逐步
冷淡也是主要因素。 分析认为，一季
度随着年报业绩预披露增多，会给市
场提供更多方向选择，孕育新的热点
机会；所以，未来指数将轻装上阵，阔
步前行， 坚定信心继续看多做多为
宜。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合理控制仓
位，不要随便追高买入，逢低布局目
前市场主流资金布局的大科技和新
能源产业链。 题材上关注半导体、华
为海思概念、特斯拉、锂电池、超高清
视频等主流品种。

央行开展 3000亿元
逆回购操作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 16 日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 3000 亿元的 14 天期限逆回
购操作。 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
3000 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 为对冲税期和现金投
放高峰, 维护春节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 当日开展 30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期限为
14 天，中标利率为 2.65%。

当日， 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涨跌互现。
16 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
显示， 隔夜利率和 7 天利率分别为 2.609%、
2.663%，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4.5 个和 5.4 个基
点；1 个月利率和 3 个月分别较上一个交易日
上行 0.1 个、0.3 个基点；一年期利率为 3.007%，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 0.5 个基点。

A股延续调整势头
“中小创”逆势收涨

据新华社电 16 日 A 股延续调整势头，沪
深股指双双收跌。 “中小创” 表现继续强于大
盘，两指数双双逆势收涨。

当日上证综指以 3095.73 点小幅高开，早
盘上摸 3096.37 点后开始震荡走低，午后下探
3070.88 点的全天低点。尾盘沪指收报 3074.08
点，跌 15.96 点，跌幅为 0.52%。

深证成指收报 10967.44 点，跌 4.88 点，跌
幅为 0.04%。 创业板指数涨 0.30%至 1929.96
点，中小板指数微涨 0.07%，收报 7130.16 点。

沪深两市 2600 多只交易品种收跌， 远多
于上涨数量。 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40 多只个
股涨停 。 N 京沪加盟沪市 ， 首日涨幅为
38.73%。

科创板表现明显强于存量市场，大部分个
股上涨。芯源微、虹软科技涨停。博瑞医药等 3
只个股收跌，跌幅都不足 1%。

行业板块大部分告跌。 造纸板块表现疲
弱，跌幅超过 2%，贵金属、保险、影视等多个板
块跌幅在 1%以上。 前一交易日领跌的农业板
块当日表现最好，但涨幅也不足 1%。

沪深 B 指延续分化走势 。 上证 B 指跌
0.61%至 258.14 点 ， 深 证 B 指 涨 0.26%至
997.54 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2368 亿元和 3760 亿
元，总量与前一交易日接近。

2019年广州
实际使用外资 71.43亿美元

新快报讯 记者陆妍思 通讯员穗商务宣
报道 2019 年广州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446
家， 实际使用外资 71.4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8.1%。这是记者从广州市商务局举办的外商投
资法宣讲会上获悉的。

广州历来都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利用外资
是广州市开放型经济重要内容。 过去一年，广
州紧紧抓住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战略机遇，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制度，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构筑有力
的招商和企业服务体系。 2019 年广州新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3446 家， 实际使用外资 7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历年累计引进外商直
接投资企业接近 4 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超过 1000 亿美元； 累计在穗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306 家，投资项目 1110 个。 外商
投资企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增加值，近二分之一的全市进出口总
额，成为广州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
支撑。

春节将至,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
“春节躁动”行情已至中段，市场仍有惯性

春节将近,究竟是持股还是持币
过节，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业内人
士和机构， 有的表示已基本空仓，有
的建议持股票或基金过节比持币过
节更踏实……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
从 2005 年到 2019 年， 这 15 年

里，春节前 5 个交易日大盘是上涨的
有 13 年； 春节后 5 个交易日大盘是
上涨的有 12 年。 今年的情况估计也
是大概率会上涨，春节前后持股持基
金过节，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
比持币过节踏实许多。

清和长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
裁李恺：

从整体上来看，今年的货币政策
偏向宽松，所以在资金面充足的情况
下呢，A 股的上涨短期应该是大概率
事件。 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国际政
治及国内经济形势还存在很多的不

确定性，后期行情会不太稳定，存在
大幅震荡的可能，根据我个人的投资
偏好，一直将仓位保持在一个极低的
水平，基本上接近空仓。

北京中关村金融学院院长、广东
国政投资理财学校校长胡国政：

A 股 3000 点以下， 主要是以存
量资金和北上资金的推动形成了一
个超级底部。 一方面，西方主力投资
机构在中国二级市场投资比例只占
全球总投资的 1.5%-1.8%，随着 A 股
纳入明晟指数等，有望逐渐增加在华
投资。 另一方面，银行降准释放市场
资金，金融指数一旦企稳，预计节后
将启动新的主攻浪型。年报业绩预增
的股票将成为市场追逐热点，所以建
议持股过节。

广发证券：
A 股市场风格在 2019 年 11 月

下旬至年底呈现“补库预期增强+宽

松幅度有限”组合，低估值顺周期品
种迎来上行机会。 年初以来则进入
“补库一致预期+宽松边际增强”的
组合，风格再次转变，低估值因子贡
献度降低，小市值、高商誉公司表现
活跃。 当前逐步进入经济数据真空
期，贴现率积极变化占据主导。 沿确
定性最强主线进攻，“冬日暖煦”进入
第二阶段。

瑞信：
2020 年的市场与 2019 年有一些

相似之处：增长放缓，但政策（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变得更具扩张性。 从
绝对值来看， 沪深 300 指数和 MSCI
中国指数的市盈率大致与其长期平
均估值持平。 在瑞信中国投资组合模
型中增持最多的是能源、金融和工业
板块。 最大的减持是非必需消费品、
日用消费品和 IT 板块。 此外，我们在
A 股的投资组合中仅占 8%的权重，低
于约 12%的中性组合权重。

观点 节后大概率会上涨

“持股过节怕被套，持币过节怕踏空。 ”春节将至，持
股还是持币过节让不少投资者犹豫不决。 近期大盘已经
风风火火的来到了 3100 点， 已经接近 2019 年 4 月的
3288 点高点。 大盘短期内是大幅回调，还是一路绝尘，奔
向 3500 点呢？ “近期大盘从去年 12 月初以来，指数已连
续上涨了 1 个多月，当前行情分化越演越烈，是会继续
上涨，还是将大幅回调，难以把握。 ”一投资者告
诉新快报记者。

从历史走势看， 春节前后市场总体
表现抢眼。 节后随着银行资金回流，资
本市场流动性将趋向于改善， 容易
产生“红包行情”。 回顾近十来年的
A 股春节后行情，春季均有一波行
情， 平均时长约 40 个交易日，大
盘平均涨幅超 15%。 去年更是从
1 月—4 月大盘上涨超 700 点 ，
涨幅逾 30%。 分析人士认为，市
场进入整理阶段， 大盘在 3100
点震荡整理，短期获利盘有消化
的需求， 如果上升趋势不破，形
态将不会轻易改变。

■新快报记者 涂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