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财经新闻 微信：lswbwx 2021.1.6 星期三 编辑 张宇 美编 任兰君

业内人士指出，长期来
看，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及上
市公司的良好业绩才是支撑
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日
前，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发布
业绩预告，多数业绩预喜。
其中，中广核技、爱施德、以
岭药业预计全年净利润有望
翻倍，贵州茅台、金力永磁、
香雪制药等业绩均有稳步提
升。

记者统计，目前已发布
业绩预告的 861 家的上市公
司中，预增 157 家，略增 172
家，75 家扭亏。行业方面，
119家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中，99 家预计
盈利，31 家增长幅度预计大
于 50%；发布预告的 90 家专
用设备制造业中，74 家预计
盈利，13 家增长幅度预计大
于 5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中，88家发布预告，
其中68家预计盈利，23家增
长幅度预计大于 50%；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医药制
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多行业
七成以上公司也预计盈利。

当前，各大机构普遍认
为，2021 年 A 股从估值驱动
向业绩驱动切换，高景气度
行业以及盈利高速增长的优
秀公司成为新一年的关注重
点。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
经理陆彬指出，过去几年少
数优质龙头公司的结构性牛
市特征非常明显，目前仍看
好新能源、制造业、国防军工
和化工行业中成长股机会。
而 中 欧 基 金 则 强 调 ，进 入
2021 年后，市场对高确定性
成长板块如新能源、军工等
的业绩增长预期也将部分消
化其高估值，应加强对高性
价比成长股的关注。

“只有长期基本面向好
的个股，才能确保未来股价
大概率重拾升势。”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数量化投资部王
应林指出，部分个股在短期
下跌过程中利空因素被放
大，此时的股价被非理性投
资者主导，投资者需要耐心
等待市场多空力量再度平
衡。

据央视财经、新华社

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广发基金、
中欧基金公告，广发兴诚、中欧悦享
生活提前结束募集。同时，中国证券
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景顺长城核
心招景当天募集规模超过 80 亿元的
上限，富国均衡优选募集规模也超过
100亿元的上限，均一日售罄。

除了上述4只基金，1月4日还有
13只新基金开始发行。整个 1月份，
则有多达 79 只新基金发行。业内人
士认为，新基金密集发行是由于公募
基金对2021年市场相对乐观，2021年
市场大概率将延续结构性行情，但投
资者也要对收益有合理的预期。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新基金发

行异常火爆，一日售罄、比例配售屡
见不鲜，新基金发行规模创下历史新
高。根据wind统计，2020年新成立基
金规模达30556.36亿元。

Wind 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共
有 79 只基金新发。1 月 4 日，有多达
17 只基金新发。接下来将有易方达
基金、兴证全球基金、银华基金、博时
基金等基金公司陆续发售新基金，其
中多家基金公司在1月发行的新基金
不止1只。

在 1 月新发基金中，主动权益类
基金占多数。为了取得新基金发行
的“开门红”，不少基金公司派出精兵
强将，如易方达基金副总裁冯波、景

顺长城基金余广、银华基金李晓星、
中庚基金丘栋荣、前海开源基金曲扬
等知名基金经理都将在1月发行新基
金。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开始兴起的
“固收+”策略基金今年依然是基金公
司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1 月也将有
多个重磅产品推出，如广发基金将于
1月 6日发行拟由金牛基金经理谭昌
杰管理的广发恒信一年持有。此外，
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公司也将发
行“固收+”策略基金。

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新基金在 1
月密集发行，一方面是因为去年赚钱
效应突出，基金公司趁势积极布局，

另一方面是公募基金相对看好今年
的市场。

永赢基金基金经理常远表示，
2021年，国内企业盈利将有较大幅度
增长。国内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带来了2021年国
内企业盈利向好预期。

广发兴诚拟任基金经理郑澄然
预计，2021年A股市场大概率延续结
构性行情。目前，从流动性和企业盈
利两项关键因素来看，流动性预计仍
保持平稳，整体不会大幅收紧；企业
盈利持续修复，特别是部分出口型企
业盈利能力较好。随着需求端反弹，
一些顺周期行业的企业盈利增速有

望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顺周期行业
或有所表现。

据新华社

又见“一日售罄”新基金扎堆发行博“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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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A股前两个交易日，个股普涨，成交额过万亿，沪指时隔两年再次站
上3500点……A股未来的走势如何？

未来五大产业机会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

部行政负责人于新利表示，围绕
着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五个安全
领域，是未来5-10年最确定的
投资机会。

科技

芯片等一些基础
材料、工艺等。

能源

光伏、风电，包
括新能源车。

粮食

种子包括基因技术的变
革进程加快，政策的支
持等。

资源

比如稀土，还有和新能源相
关的钴和锂资源。

国防

“慢涨三部曲”
中信证券资深策略分析师裘翔认

为是“慢涨三部曲”。去年四季度一直
到 今 年 一 季 度 ，划 定 成“ 轮 动 慢 涨
期”。一季度，上市公司的报表出来之
后，基本所有行业都会实现净利润增
速同比大幅度上升，因为每个行业都
有基本面修复需要，市场自然会催化
不同行业去实现所谓的戴维斯双基，
估值和盈利同时修复，这个阶段非常
重视轮动节奏。

4 月份，一季报披露之后，企业盈
利增速全年同比增速的高点大概率会
出现，市场投资者基本面预期、经济预
期打得很高，实际上想继续超出市场
预期比较难，同时面临的状况是，当经
济开始明显修复以后，特别宽松的政
策也有逐步退出的必要性。这个阶段
叫做“平静期”，投资者需要静下来去
重新调整思路，在二三季度有一个修
正的过程。四季度的时候，A 股的很
多行业，科技也好，医药也好，消费也
好，就要进入一个估值切换的时间窗
口，切换到2022年估值之后，无论是盈
利还是估值又重新有了上行空间，这
第三个阶段就是“共振上行期”。

A股为何风景这边独好？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行政

负责人于新利认为预测今年宏观经济
走势，因为基数原因，会呈现前高后低，
一季度GDP达到18%以上，四季度回到
5.5%左右，全年GDP达到8.9%，应该是
全球增速最高的国家。过去这一两年，
中国经济增速全球最好、最快。2021年
开始，中国的商品零售规模也将超越美
国，成为全球第一。未来十年内，中国
还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成为整
个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力。所以很
有可能未来十年之内，中国 GDP规模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
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

一个经济增长引擎。当然，伴随而来的
就是中国的股市会迎来十年的黄金窗
口，未来十年，A股也会取代美股，成为
表现最好的一个市场。

于新利还表示美国市值和GDP比
是 2.7，日本大概是 1.4，A 股现在只有
0.8。如果转换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引
擎以后，中国的市值比GDP的规模也会
有一个大幅度提升，加之整个金融市场
的完全开放，会带来很多外资来增配中
国资产。全球资金这么多的情况下，人
民币不断升值，美元不断贬值，美元贬值
预计至少延续一两年，最快到2023年，
美元货币政策可能才开始收紧。从整个

估值维度来看，沪深300估值比美国标
普500估值便宜一倍。低利率的市场环
境下，全球资金未来要找收益率好、资产
低估的地方去，唯一就是中国市场。

于新利还认为国内整个住宅市场
市值大概250万亿，债券市场规模将近
120万亿，还有居民银行存款 200多万
亿，其中居民存款 40%，相当于 80 万
亿。这些钱去哪？房地产不让去了，
债市收益率下行，银行理财预期收益
率都是不保本了，所以从几个维度看，
房地产和债券市场这些资金，在国内
的宏观流动性层面有一个结构性调整
或者转移，只有转移股票市场。

科技股如何布局？
对于科技股如何布局，中信证券

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徐涛在直播中表
示，1月4日硬科技行业有一个显著特
点，叫做“创新永不眠”。科技行业可
能十年维度不精确，我们更多的是看
5-7年的大创新周期。2018年之后进
入智能物联网时代，这个新时代，不管
手机、耳机、音响、电视，还是特斯拉智
能化汽车，硬件反而变成导流的入口，
同时还由以前单一的强连性的终端，
变成一系列的强连性的终端，变成海
量的智能物联网终端。所以这个时代
才刚刚开始，真的是波澜壮阔的新的
十年的一个起点，今年一季度或者二
季度开始，科技股的弹性就会快速表
现出来。

今年一季度，从上游半导体角度
来讲，也会出现相应的分化，投资者要
关注一季度报、年报能不能跟当前的
估值进行正匹配，并且最好连续几个
季度角度来看，都有一个逐步的印证
和加强。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角度，
今年应该重点关注材料和设备公司，
他们的估值处于合理边界的时候，投
资人可以进行相关布局。从下游消费
电子来看，手机苹果链强于手机安卓
链，从智能物联网角度来讲，依次是智
能耳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这是明
确的思路。

如何选好股？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行政

负责人于新利在直播中表示，现在A股
四千多家公司，最好的公司肯定就是前
10%，沪深300、创业板50和科创板50，
这 400 家公司一定是中国最核心的资
产，这些公司就放心大胆地闭着眼买。
如果再想扩大一个范围，扩大到 20%，
就是 800 家公司，就是中证 800，沪深
300加中证500。未来不管十年之后，A
股公司从四千到六千家，最有价值还是
前20%，还是核心资产。中间也许有个
别一些公司变成前20%，但大部分公司

在未来十年之内，要么退市，要么根本
没有任何机会，所以五六年前那种炒概
念、炒壳、炒小的思路，在未来的市场里
一定是行不通的。

中信证券资深策略分析师裘翔则
表示，好的公司市场愿意给它估值溢
价，现在的A股市场上，只有优质公司
市场才愿意给溢价，一般的公司只能不
断地折价。这也和市场结构变化有关
系，机构在市场里的定价权，这一两年
有空前提升，机构不像大规模散户快进
快出，很容易把市场上一轮行情很快兑

现掉，机构有自己的节奏把握，根据行
业景气度和性价比的基本原则，会使市
场波动下降，比较容易实现慢涨。

中信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徐
涛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何区别一个
公司好不好，要看行业营收的增速，或
者成熟期以后利润增速水平能不能跟
它当前相应的估值水平可比拟。行业
还是要分化，头部企业如果作为个人投
资人角度来选，更要谨慎。综合壁垒高
的企业跟行业整体增速快的企业，这两
条主线希望投资者深度去关注。

多公司
年报业绩预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