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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不构成投资建议

财经资讯

3月2日，贵州茅台下跌4.63%，收
报 2058 元，当前总市值为 2.59 万亿
元，较春节前（2 月 10 日收盘）减少约
6800亿元。

春节过后，“茅牛市”画风突变，连
续调整。在过去几年，核心资产曾多
次出现阶段回调 20％左右的走势，但
事后看，这些调整都是投资者上车良
机，堪称“黄金坑”。

不过，有观点认为这次可能不是

“黄金坑”。原因有二：一是无论是纵
向还是横向比较，目前大部分的核心
资产估值都不便宜，继续向上空间有
限。二是相较2020年，今年的流动性
大概率是边际收紧，这对高估值资产
不利。

但也有不少机构表示，在注册制
改革底层逻辑、业绩确定性推动下，中
长期看，核心资产仍是 A 股中绝佳的
投资选择，但震荡会有所加剧。

除了贵州茅台，昨日不少大市值
的行业龙头也明显调整。中银证券策
略研究表示，目前尚不能判断市场将
从大市值风格全面转向中小市值风
格。这段时间，中小市值股走强背后
更多还是顺周期板块的相对强势。在
当前流动性可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估值、业绩以及性价比成为市场重点
考量的因素。

据中国证券报

贵州茅台持续调整

茅系股又遭重挫 碳中和板块崛起

碳中和是指国家、企业、产品、活动或个人在一定时间
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
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
或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正负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

3月2日，上证指数险守3500点，茅系股又遭重挫。截至收盘，沪指下跌1.21%，收报3508.59点；深证成指下跌0.71%，收报14751.12点；创业板指下跌0.93%，
收报2966.89点。贵州茅台大跌4.63%，牛年以来累计下挫逾20%。

碳中和概念逆市崛起，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互动平台被刷爆，券商研报紧急“全方位、无死角”解读……

逾80条提问 刷屏互动平台
昨日，碳中和概念逆市爆发，同花

顺碳中和概念指数大涨8.06%，板块中
开尔新材、南大环境等多只个股涨停。

碳中和概念的火热表现，激发了
投资者的热情，在昨日的交易所互动
平台上，“碳中和”成为投资者提问的

关键词。
截至发稿时，在深交所互动易平

台上，今日有关“碳中和”的提问多达
68条。

在上交所 e 互动平台上，昨日有
16条关于“碳中和”的提问。

从投资者提问看，主要分为两大
类：一是关于公司是否涉及碳中和业
务，二是公司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有何
发展机遇。

昨日多家头部券商紧急发布研报，
对碳中和带来的投资机遇进行解读。

有何投资机遇？
广发证券表示，碳中和满足中长

线强主题投资的一般性特征，具备自
上而下推动明确、产业想象空间大、催
化剂密集三大要素，十四五期间绿色
产业将迎来历史级别的政策升级和技
术升级周期拐点。

中信建投建议关注三大主线：第
一，电力能源将迎来深度脱碳，风光发

电将成为主要能源。光伏、风电和储能
产业将极大受益。第二，非电力部门更
加清洁化+电力化。新能车和装配式建
筑等行业也存在着持续发展机会。第
三，碳排放端深度绿化。以生物降解塑
料为代表的环保产业会得到显著发展。

中信证券表示，电力方面，火电逐
步退出历史舞台，光伏和风电接力增

量需求；工业品方面，限产或为主要方
式，供给侧改革再现；化石能源方面，
煤、油、气先后达峰，过程中价格承压；
新兴领域方面，新能源车、低碳技术和
清洁能源材料机遇广阔。

天风证券表示，从过去一段时间
来看，政策层面对碳中和的支持力度
有增无减。

刚刚过去的一周（2 月 22 日-2
月 26日），A股市场遭遇调整，也带
动基金净值的明显缩水。Wind 数
据显示，43只（A/C份额分开计算）
偏股型基金单周净值跌幅超 15%，
1247 只（A/C 份额分开计算）偏股
型基金单周净值跌幅超10%。

面对基金净值的普遍缩水，不
少基民开始赎回手中的基金，一位
基金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最
近一段时间，公司有几只主动偏股
型产品出现了赎回压力，我管理的
基金也有一定赎回，但综合申购的
资金来看，申赎相对平衡。”某爆款
基金经理表示，并不建议基民在此
时赎回。因为若出现较大赎回，基
金经理必须在市场调整时卖出部分
个股，此时卖出的冲击成本较高，这
将进一步影响产品整体收益。

另一位基金业内人士也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产品赎回压力较大，
已经向领导申请恢复部分基金的
大额申购。近日也有部分偏股型
基金公告恢复大额申购。永赢稳
健增长一年持有混合发布公告称，
自 3月 1日起取消永赢稳健增长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转换转入金额不得高
于10万元的限制。

对于是否要赎回手中的基金，
盈米基金赵玉斌表示，权益基金在
市场中的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净值
10%的回撤在历史上也多次发生。
本次与历史较为不同的是，部分基
金持有的重仓白马股出现泡沫迹
象，而另一部分股票估值则相对合
理。因此，基民是否赎回不能简单

根据市场点位和短期的波动，还需
要了解基金持仓股与基金经理的
风格，并结合自身资金使用规划来
综合判断。

天相投顾高级基金研究员杨佳
星表示，用长期投资的理念来投资
基金才可以获得与基金净值增长相
匹配的收益增长，筛选出优秀的基
金产品后，就要将择时工作交给专
业的基金经理完成。此外，杨佳星
认为，基民 3-5 年内闲置的资金可
以选择在股票市场出现回落时，结
合个人风险承受能力适当加仓。

面对市场调整，银华基金李晓
星认为，困难的时候即将过去，基本
面过硬的资产将在后市中跑赢。总
体来看，李晓星认为，短期核心资产
调整幅度较大，风险已经得到较大
程度释放，不会有显著的风格切换
契机。他表示，二线资产如果要跑
赢一线资产，一般需要两个条件：一
是流动性异常宽松，另一个是二线
资产业绩增速快于一线资产。第一
个条件成立的概率较低；对于第二
个条件，个别行业可能出现二线资
产业绩增速快于一线资产的情况，
但对绝大部分行业来说还是龙头的
增速更快。 据新华社

3月2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举行的
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如果金融业务是在网上开展
的，无论是互联网平台办的银行、小贷公
司、消费金融公司，都要求他们必须和其

他金融机构一样，有充足的资本。
郭树清表示，互联网平台只要做

同样的金融业务，也必须同样满足资
本充足率要求。但考虑到历史的原
因，给予了一个过渡期，有的项目是到
今年年底，有的是到明年年中，甚至还

有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适当延长一
点，主要是不想影响小微企业，让小微
企业稳步得到贷款。

“但过渡期最长两年，就要回到正
轨上来，所有机构都要满足资本约束
要求。”郭树清说。 据新华社

3月2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举行的推
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较

强，但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数年来首次
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郭树清表示，相信房地产问题会
逐步得到好转，现在要进一步采取一

系列措施。各个城市也“一城一策”推
出了房地产综合调控举措，目的就是
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逐步把
房地产问题解决好。 据新华社

郭树清：互联网平台只要做金融业务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

郭树清：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较强 相信会逐步得到好转

截至2月末，科创板全部232家上市
公司通过业绩快报等形式披露了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新近出炉的“成绩
单”显示，2020年科创板公司整体业绩稳
中有升，净利润同比大增近六成。

统计显示，2020年科创板上市公
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3314.67亿元，同
比 增 长 15.56% ；共 计 实 现 净 利 润
461.66亿元，同比增长59.92%。

2020 年，5 家科创板公司营业收
入超 100 亿元，65 家介于 10 亿元至
100 亿元之间，营收增长率中位数为
16%，七成公司实现营收增长；9 家公
司净利润超 10 亿元，115 家介于 1 亿
元至10亿元之间，净利润增长率中位
数为21%，七成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
圣湘生物、东方生物、之江生物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排名前三位。
坚守科创定位，科创板汇聚起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其中，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行业分别聚集
83 家、52 家公司，后者 2020 年净利润
增速高达377%。

一些重点细分行业上市公司业绩
表现突出。得益于下游需求旺盛带来
的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26家集成电
路行业公司 2020 年净利润增幅达
154%；依托国家政策支持，8家光伏行
业公司合计净利润增长94%；受疫情防
控和医疗需求增加带动，5家体外诊断
行业公司合计净利润猛增2020%。

科创板公司业绩稳步增长背后，
持续稳定的高研发投入提供重要动
力。统计显示，40 家公司 2018 年至

2019 年连续两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均超过 15%，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长率分别高于全部科创板公
司8个百分点和50个百分点。

科创板头部企业持续“领跑”。
科创 50 指数成分公司 2020 年合计实
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占板块整
体的45%和50%。

2020年科创板17家未盈利企业共
计实现营业收入 458.03 亿元，较上年
增长超25%；净利润总计-6.66亿元，较
上年减亏35.85亿元，整体亏损有较大
幅度收窄；10家企业实现减亏。

其中，中芯国际、仕佳光子、九号
公司等三家公司预计于2020年度首次
实现盈利。这些公司的证券简称将在
年报披露后实现“摘U”。 据新华社

科创板2020年“成绩单”出炉

净利润同比大增近六成
基金净值连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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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三大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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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持续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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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碳中和？

电力能源将迎来深
度脱碳，风光发电将成
为主要能源。光伏、风
电和储能产业将极大
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