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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北京时间2月10日早间，全球知名指数公

司MSCI宣布季度审核变更结果，在本次调整
中，MSCI中国指数新增10只中国股票，剔除4
只。新增标的多为科技、能源、基建等领域的
蓝筹白马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市值千亿元
白马股格力电器的重返与市值万亿元巨头中
国移动的新纳入。

MSCI中国指数的调整往往吸引大量海外
被动资金。笔者认为，MSCI成份股调整背后
透露出外资做多A股思路、持续看好中国经济。

近年来，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基础设施
建设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科技创新也被各
方推崇为助力稳增长的重点方向。在此背景
下，外资加码配置A股市场中有望受益的优质
核心资产。

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人民
币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分散风险的重要选项，
受到境外投资者追捧。

目前，我国稳增长方向清晰，政策持续加
力，宏观流动性走向宽松，使得中国资本市场
韧性十足，安全性在全球波动中可谓“独树一
帜”。

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10万亿元，同比
增长8.1%，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18%，对拉动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
保持全球领先地位。这进一步推动外资配置
中国资产。

继2021年净买入额创下超4300亿元的历
史新高后，今年以来截至2月10日，北上资金加
速买入A股，累计净买入金额达265.13亿元。

与此同时，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
也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

末，境外投资者托管中国债券总额超4万亿
元。算上QFII、陆股通、北向通，外资持仓中国
资产额超过7万亿元。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同比增长14.9%，引
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吸收利用
外资首破万亿元大关。

“外资拥抱中国资产”已成众多机构共
识。近日，知名投行及国内研究机构纷纷喊出

“当前投资中国资产的机会难得，可超配A股。”
的确，由于我国疫情防控得当以及经济前

景向好，中国资产正在获得外资青睐，A股的特
有独立性和估值优势逐步显现，使得外资长期
流入态势不改。

MSCI成份股调整折射外资做多A股思路

本报记者 昌校宇

“通过参与北交所打新，我已获利 7063
元。2月10日上午10时，我已顶格申购463500
股威贸电子，缴付申购资金 417.15万元，希望
能中签并获得理想收益。”入市 13年的北京市
投资者林先生兴奋地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2022年北交所上市的注册制维度的两只股票
他都中签了，且收益可观。

根据安排，2月 10日，北交所迎来虎年春
节后的首只新股申购：威贸电子以直接定价方
式开启网上申购，并将于2月16日公布发行结
果。发行价格为 9.00 元/股，发行市盈率为
27.17倍。

据了解，威贸电子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
销售各类线束组件及注塑集成件，处于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不考虑超
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威贸电子本次公开发
行股份数量为 2059.57 万股，预计募资总额
1.85亿元。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厂
房项目及增加投资、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
资金等。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包括网上发行和战略
配售两部分。战略配售方面，威贸电子共吸引
9家战略配售投资者，涵盖投资机构、公募基
金、私募基金和证券公司，承诺认购总股数
411.91万股，认购金额为3707.22万元。9家战
投分别为淄博威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汇添富基金、华夏基金、嘉实基金、宏源汇富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开源证券、深圳市丹桂顺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重信晨融（青岛）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诚毅锦冠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相比威博液压 0.04%和沪江材料 0.11%的
中签率，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
合伙人常春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预计：“威贸电子‘打新’中签率或高于 0.11%。
在赚钱效应带动下，各类投资者加速布局北交
所市场，市场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市场参与
者信心得到有效提振。”

不过，也有投资者称已多次“陪跑”。天津
市投资者邢先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我尝试用近20万元‘打新’，分别申购
了威博液压和沪江材料，但都没中签，希望威
贸电子能给力。”

除威贸电子外，目前北交所方面已获批发
行尚未实施公开发行的还有泓禧科技、凯德石
英、路斯股份等3家公司。

此外，随着发行审核稳步推进，北交所“预
备队”持续扩容。据北交所官网数据显示，截
至2月10日记者发稿，有64家企业处于发行上
市审核阶段，包括 1家已受理、42家已问询、1
家通过上市委会议以及20家中止。

1月 28日，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修订《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分层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对创新
层的进入标准、调层机制、进层频次、降层安排
等进行了调整。常春林认为，根据《分层管理
办法》要求，“预备队”创新层进层机会一年将
增至 6次，预计大量拟挂牌企业和基础层公司
将大规模、更快速的进入创新层，为北交所提
供源源不断的“生源”，成为北交所坚实的后备
力量。

常春林预计，随着创新层企业急速扩充，
预计 3年至 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总量将超过
500家。

节后北交所
首只新股启动申购
专家预计中签率或高于0.11%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楚丽君

虎年春节以来，大盘连续收阳，显示多头
信心得以恢复。而多部委则继续推进稳增长
政策落地，各地陆续部署重大项目开工，更是
增强了投资者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分析人士
普遍认为，受各项政策利好推动，一季度我国
经济将持续稳定恢复，在政策与经济的双重
推动下，A股市场有望迎来“小阳春”。

对于A股市场的投资机会，机构普遍认
为，投资要在定势中寻找优势，稳增长是中长
期投资的主线，而银行、建筑建材、家用电器等
行业则是这一背景下可优先布局的优势赛道。

银行指数节后涨超5%
三条投资主线获机构看好

在各项稳增长政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市场仍对“宽信用”抱以期待，银行业作为受
益行业之一备受投资者关注。银河证券在研
究报告中指出，当前银行业有望受益稳增长、
宽信用效果显现，景气度进一步回升，基本面
向好。

浙商证券表示，在银行信贷需求方面，稳
增长基建先行、力度加大，地产需求暂未明显
改善。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力度强于去年，
带动基建信贷需求修复；按揭增量 3.8万亿
元，维持去年水平；开发贷增速有望小幅回升
至2%。

上市银行目前主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
业绩表现亮眼。截至 2 月 10 日，共有 19 家
上市银行发布2021年度业绩快报，占上市银
行总数的 45.24%，19 家银行报告期内全部
实现盈利，净利润同比增幅均超 5%。值得
关注的是，江苏银行、张家港银行、宁波银
行、平安银行等 4家银行 2021年净利润同比
增幅均超 25%。二是节后股价走强。2月 7

日至 2月 10日，银行指数期间累计涨幅高达
5.01%，跑赢同期上证指数（涨幅 3.70%），行
业内个股期间全部实现上涨，其中，兰州银
行累计涨幅居首，为 17.55%，兴业银行、厦门
银行、苏农银行、齐鲁银行、平安银行等 5只
个股累计涨幅也均超 7%。三是估值普遍偏
低。统计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收盘，A 股市
场最新动态市盈率（整体法）为 18.41倍，全
部银行股最新动态市盈率均低于这一水平，
包括华夏银行、交通银行、贵阳银行、北京银
行等在内的 11只个股最新动态市盈率均不
足5倍。

对此，奶酪基金经理庄宏东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春节后银行板块
表现相对亮眼，1月份信贷也呈现出明显的

“前低后高”，相信未来随着宽信用逐步落
地，市场会进一步好转，在低估值和业绩预
期较好的背景下，银行板块值得投资者关
注。 （下转A3版）

经济稳增长定势渐显
A股“小阳春”哪些赛道占优？

本报记者 刘 琪

2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
行”）发布 1月份金融数据，新增人民币贷款和
社会融资规模均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3.98万
亿元，是单月统计高点，同比多增 3944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8430亿元，其中，短期
贷款增加 1006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7424亿
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3.36万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01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1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788亿元；非银行业
金融机构贷款减少1417亿元。

“银行业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发
力信贷‘开门红’。”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部门
新增贷款规模占全部新增的 84.4%，创去年 2

月份以来的新高。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
2.1万亿元，同比多增 600亿元，反映出基建投
资等项目开始发力；由于信贷额度充足，票据
融资规模较上月明显回落。

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
略分析师庞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往年信贷投放规律和行业观察情况来
看，一季度尤其是 1月份新增贷款规模通常是
年内高点，主要的常规因素包括元旦后商业银
行获得了当年新的信贷额度，考虑到“早投放、
早受益”，一般商业银行会在年初着力进行信
贷投放；元旦后至春节假期前后，居民部门的
消费信贷需求、住房按揭需求等通常会走旺，
企业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固定资产投
资需求通常也会有所提高。

社融方面，初步统计，1月份，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为 6.1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9842亿

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4.2万亿元，是单月统计高点，同比多增3806亿
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
加1031亿元，同比少增6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
428 亿元，同比多增 337 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680亿元，同比少减 162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 4731亿元，同比少增 171亿元；企
业债券净融资5799亿元，同比多1882亿元；政
府债券净融资6026亿元，同比多3589亿元；非
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439亿元，同比多 448
亿元。

温彬表示，1月份新增社融6.17万亿元，创
单月新增规模新高，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
增 3.8万亿元和 9842亿元，表内贷款、政府债
券、直接融资对当月社融多增形成较大贡献。

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43.1万亿元，
同比增长9.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高 0.8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61.39万亿元，同比下降1.9%，剔除春节错
时因素影响，M1同比增长约 2%。流通中货币
(M0)余额10.62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当月
净投放现金1.54万亿元。

“1月份M2增速加快回升，新增信贷、社融
略超预期，体现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靠前发
力支持稳增长。从金融数据上看，企业融资状
况得到改善，需求有所回升，但居民消费需求
仍偏弱。”温彬认为，下一阶段，稳增长要继续
扩内需、稳外需。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
路径逐渐清晰，预计在 3月份结束购债后启动
加息，并将适时启动缩表。我国宏观政策要用
好美联储政策实质性收缩前的窗口，针对总需
求不足问题，用好总量和结构政策，加强财政
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尽快扭转市场
预期，提振信心，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月份金融数据“开门红”：

两大金融数据显示企业融资状况改善

冰雪运动催生万亿元赛道
国产滑雪装备能否乘风而起？
............................B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