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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开年仅 10 天，位于辽宁省
沈阳经济开发区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公
司销售收入完成率已达到月计划80%。

目前东北制药正开足马力扩能增
产，在全力以赴保障全国药品市场供应
的同时，攻坚克难以必胜的信念打好新
一年开局之战。

在东北制药103分厂外包装生产线
车间，一盒盒整肠生经过全自动生产线
快速完成整箱包装后，立即开展出厂前
检验，等待发往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及各
大药店；在东北制药 101分厂对乙酰氨
基酚片（扑热息痛片）、维生素C等生产
车间，从制粒岗位到外包岗位也呈现出
一派火热的生产态势。

面对当前市民用药需求，东北制药
从2022年12月份一直在加班加点追产
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复方甘草片、
复方氨酚烷胺片、维生素C等百姓急需
药品。

“除满足辽宁本地百姓用药需求，
我们还全力以赴保障全国药品市场供
应。”东北制药生产指挥中心主任王维
琳介绍，元旦前公司接到全力支援浙江
省和广东省共计400万片扑热息痛的调
运令，针对这两个订单，东北制药第一
时间响应，加班加点追产，并紧急发货。

今年元旦假期，东北制药仍保持
“人休机不休”满负荷生产状态。王维琳
介绍，“从1月1日起，我们在满负荷生产
解热镇痛、止咳抗病毒、维生素类等药品

的基础上，针对百姓近期对整肠生等益
生菌、止泻类药物和营养心肌、治疗神经
系统疾病的左卡尼汀等药物需求的持
续增加，东北制药也是快速响应，通过调
整生产班次与生产品规、增派生产人手、
保障原辅料与包材供应、调拨仓储库存
物资等措施，进一步协调落实整肠生、左
卡尼汀等产品的抢产满产”。

王维琳介绍，目前东北制药扑热息
痛片的日产量已经翻倍，整肠生板包装
生产线日产能也已提升 60%。“截至春
节前，东北制药都将持续开足马力满负
荷生产，确保重点防疫药品市场供应。”
王维琳表示。

与此同时，东北制药制剂销售公司
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订单以及发货节

奏。“我们盯紧客户订单，第一时间保证
合同制作、认款，解锁各个环节有序推
进，将VC系列产品、扑热息痛片、复方
甘草片、复方甘草口服液、去痛片、安乃
近等解热镇痛类和止咳类产品迅速发
往全国各地，尽全力保证市场需求。”东
北制药制剂销售公司商务部部长夏田
表示。

开好局、起好步，东北制药为满足
春节期间市场需求，目前各生产单位正
按照排产计划，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
销售单元也从元旦开始开启加班模式，
组织制作销售订单及安排发货，为保产
保供、开局之战全力冲刺，助推企业再
谱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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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扩能增产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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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中国资产再度迎来高
光时刻，外资频频唱多中国资产表示
看好A股，同时，用真金白银加仓布局
A股市场。

北向资金作为外资涌入A股的主
要通道，2023年以来便开启“买买买”
模式。在北向资金大举流入的推动
下，A股市场持续回升，上证指数今年
以来累计涨幅约3.43%，深证成指和创
业板指累计涨幅分别达5.32%、6.24%。

中国市场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伴随2023年A股和港股强势开
局，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表示看好
2023年A股涨势。记者在采访专业人
士并梳理多家知名机构观点时了解
到，外资看好中国资产的理由主要有
五方面。

首先，中国正加大力度吸引和利
用外资。去年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
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
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
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在此基础上，
会议要求“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
资”。业内专家就此表示，明确的目标
和清晰的路径将为我国更好地吸收利
用外资提供有力保障。从2023年的形
势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好转，改革
开放不断深化，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将
进一步增强。

商务部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中
国保持了吸引外资“增量提质”的态
势。2022年前9个月，中国吸收外资规
模就达到了1万亿元；前11个月则突破
1.15万亿元并超过了2021年全年水平。

第二，中国经济复苏向好，外资
对中国资产信心增强。1月12日，国
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12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略有
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继续下降。从全年看，2022年CPI比
上年上涨2.0%，PPI上涨4.1%。机构
普遍预测，2023年中国GDP增速有望
超过5.5%。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
示，世界将面临比过去12个月“更艰
难”的一年（2023年），主要原因是欧美
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放缓。
而IMF同时提出，未来一年，中国经济
将稳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积
极因素。

第三，人民币汇率稳步回升。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1月13日数据显示，银
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报6.7292元。2023年以来，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调升2354个基
点。分析人士表示，近期海外市场波
动较大，特别是美元汇率的下行促使
部分资金着手寻找更加稳定、更有机
会的新兴市场。本轮人民币汇率的持
续回升，再度促使外资涌向中国资产。

“对外资而言，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一方面可以减少潜在汇率风险，另一方
面有助于降低成本。近年来人民币国
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避险属性增强，
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信心更足。”川财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告诉记者。

第四，A股估值较底、韧性十足。
对于A股市场的投资，陈雳表示，全球
资本市场中，A股市场具备更强的韧
性，再加上海外流动性收紧对中国资
本市场的扰动有限，令A股市场吸引
力相对更强。

另外，2000年以来，A股市场出现
过4次大底，见底时间分别为2005年6

月6日、2008年10月28日、2013年6月
25日以及2016年1月27日，同花顺数
据显示，四次历史底部对应A股总体
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9.05倍、13.07倍、
11.83倍、17.5倍；而截至1月13日收
盘，A股市场最新总体动态市盈率为
16.9倍，处在四次历史底部市盈率区
间内。

第五，上市公司业绩稳定增长是
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截至1月13日
收盘，已有240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其中183家“预
喜”，占比近76.25%，预计净利润上限
总和达到了2482.86亿元。此前，2022
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业绩总体保
持稳健增长，显示上市公司高质量发
展格局正在逐渐形成，资本市场生态
进一步向好。

对于2023年的投资，瑞银证券判
断，A股沪深300指数的每股盈利增速
将从 2022年的 4%跃升至 2023年的
15%。而高盛则预计，2023年MSCI中
国指数和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分别增
长8%和13%。

北向资金更青睐哪些行业？

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持续大举流

入A股，成为市场最主要的增量资金。
1月13日，北向资金净买入超130

亿元，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截至1月13日，9个交易
日里，北向资金连续8个交易日实现净
流入，累计净买入额已达640.15亿元。

高盛此前分析认为A股估值会有
明显回升，同时建议“高配”A股。在
此基础上，高盛与瑞银预测，2023年北
向资金将净流入约2000亿元。

那么，北向资金更为青睐哪些行
业及个股？从沪股通、深股通前十大
成交活跃股来看，今年以来截至1月13
日，共有49只个股现身前十大成交活跃
股榜单，其中有30只个股期间赢得净买
入，合计吸引北向资金344.77亿元。

据梳理，这30只个股兼具四个特
征：第一是市值普遍较高。例如市值超
万亿元的贵州茅台、宁德时代持续受到
北向资金青睐。在此基础上，数据显
示，30只个股平均市值达到3875.17亿
元，中位数为2377.00亿元，远超目前全
部A股平均市值174.20亿元。

陈雳表示，北向资金更加偏好风
险较低、规模较大以及具有长期发展
前景的行业与企业，因此其持仓更倾
向各行业或细分领域龙头。

第二是具有估值优势。上述30只

个股（剔除1只市盈率为负数的个股）
平均市盈率为33.38倍。其中，招商银
行、中国平安、平安银行等个股的市盈
率均低于10倍。另外，30只个股涉及
申万一级13个行业，其中18只个股估
值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第三是市场表现活跃。今年以来
截至1月13日，上述30只个股中有24只
年内累计涨幅超过了上证指数同期涨
幅（3.43%），其中，长春高新、紫金矿
业、洋河股份等11只个股累计涨幅超
过10%，尽显强势。

第四是属于赛道热门。上述30只
个股虽然分散在13个申万一级行业，
但较为集中于电力设备和食品饮料行
业，分别达7只和4只。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力设备行
业被持续看好，主要原因在于“双碳”
大背景下，光伏、风能、特高压等市场
快速发展，由此带来对电力设备需求
的大幅增长。

而在食品饮料赛道，今年以来，北
向资金尤其青睐白酒行业，贵州茅台、
五粮液、洋河股份再度赢得加仓。

开源证券研报表示，当前市场上
主流白酒单品价格均已企稳，有望带
动上市公司业绩。

北向资金9天涌入逾640亿元
业界：外资看好中国资产基于五大理由 本报记者 任世碧

今年以来的9个交易日（1月3日至
13日），A股市场持续走强，大单资金
积极布局优质个股，成为投资者关注
的焦点。同花顺数据显示，1月3日至
13日，有1615只个股期间呈现大单资
金净流入态势，占A股总数的31.86%，
期间合计净流入额为710.46亿元。

面对近期资金回流A股市场，川
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国内
宏观经济的复苏、企业利润的回暖将
对A股上市公司基本面构成支撑；其
次，从流动性角度看，央行年初部署
2023年重点工作，预计全年宏观流动
性整体合理充裕；最后，近期人民币
稳步升值将使海外资金持续加大对
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同时当前较高的
储蓄率有望随着国内经济的回升逐
步向投资转化。

“在稳增长政策发力、经济有望
持续复苏的背景下，2023年全年A股
也将更具韧性，公募基金、外资等多
路增量资金正在加速涌入A股市
场。比如，保险资金入市的限制进一
步放开，为市场带来长期资金。再比
如个人养老金制度实行，也将成为市
场‘活水’的重要来源；同时，北向资
金今年以来净买入达640.15亿元，预
计其仍将继续加仓A股。”中航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对记者表示。

进一步梳理可见，在月内大单资
金净流入的1615只个股中，有155只
个股获大单资金净流入额超1亿元。
其中，东方财富期间获大单资金净流
入额居首，达22.23亿元，此外，尚太
科技、药明康德、京东方A、中国联
通、泸州老窖等5只个股期间累计大
单资金净流入额也均超10亿元。

上述1615只获大单资金抢筹的
个股主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股价普
遍实现上涨。在新年以来的9个交易
日，上述1615只个股中有1411只个股
期间累计实现上涨，占比近九成。其
中，有74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达
20%及以上。

二是绩优股受到大单资金的青
睐。记者梳理注意到，1615只个股中
有767家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归母净
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近五成；截
至目前已有84家公司披露了2022年
全年业绩预告，其中62家公司业绩预
喜，16家公司预计2022年全年净利润
同比增幅上限达100%及以上。

三是部分公司获QFII青睐。数
据显示，上述1615家公司中，截至去
年三季度末，有223家公司的前十大
流通股股东中出现QFII身影，合计持
股数量为29.17亿股。

从申万一级的31个行业来看，有
9个行业月内呈现大单资金净流入态
势。其中，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电力
设备等三大行业1月3日至13日累计
大单资金净流入居前，均超10亿元，
合计大单资金净流入额达66.25亿元。

陈雳认为，保险板块随着地产行
业风险逐步化解，行业整体风险降
低，因此近期估值逐步修复；券商板
块随着沪深两市成交量的上行、北向
资金的持续大幅净流入，市场预期行
业整体利润有望回暖。食品饮料板
块2022年整体承压，2023年在宏观经
济修复的背景下，居民购买力有望增
强，行业有望回暖。

“月内大单资金重点加仓电力设
备板块，主要围绕光伏、储能等主线，
当前新能源依然是热门赛道。”浙江
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表示。

开年710.46亿元大单资金
净流入1615只个股

本报记者 楚丽君

进入2023年，A股市场迎来持续
上涨行情，而融资客也加速进场。同
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月12日，A股市
场两融余额15428.30亿元，较去年底
增 加 24.38 亿 元 ，其 中 融 资 余 额
14476.15亿元，较去年底增加31.04亿
元；融券余额952.15亿元，较去年底
减少6.65亿元。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对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信心较
强，预期较为确定，周期股机会显现；
同时，中国持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股机会显现。综合上述，投资者
对A股投资热情上升，促使今年以来
融资额增加。

1月3日至1月12日期间，有1547
只个股获融资客净买入，合计融资净
买入306.97亿元。其中，中国联通、
宁德时代、恩捷股份、江淮汽车、北方
导航等个股位居获融资净买入额前
五，且均超3.4亿元。

融资资金涌入的标的股价普遍
出现上涨，1月份以来截至1月13日收
盘，上述1547只个股中有1100只实现
上涨，占比超七成。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月13日收
盘，1547家公司中有102家公司率先
发布了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其中，
有75家公司业绩预喜。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排
排网旗下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助理刘

寸心表示，融资客是A股市场的重要
参与者，融资资金在标的选择上更注
重短期是否具有推动股价上涨的因
素，往往青睐热点股；同时，融资资金
介入也能提升投资标的市场关注度，
从而带动更多资金跟进。

1月3日至1月12日，31个申万一
级行业中有20个行业获融资客净买
入。其中，电力设备、交通运输、国防
军工等位居获融资净买入额前三且
均超10亿元，分别达32.22亿元、11.69
亿元、10.38亿元。

邓海清认为，今年以来融资客重
点加仓的行业都与周期、科技等主题
密切相关。

对于电力设备行业的投资机会，
国金证券研报表示，2023年风电实现
高增长颇具确定性，看好业绩兑现及
渗透率快速提升。国内海上风电平
价加速，长期渗透率提升叠加装机周
期性转向成长，高景气龙头长期成长
逻辑不改。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国信证券研
报认为，未来交运出行板块的股价驱
动力或逐步从量的恢复转变为价格
的上行。继续看好民航业周期反转
的大方向和枢纽机场的投资价值。

国防军工行业方面，民生证券
研报分析，国防军工行业内生需求
旺盛，“十四五”以来装备列装加速，
供需共振是业绩兑现的核心驱动
力。同时，国企改革加速推进也有
助于军工相关企业资产优化和治理
改善。

融资客看多电力设备等三行业
中国联通等公司获净买入额居前

安 宁

北向资金继续加仓A股。截至1
月13日收盘，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A
股133.36亿元，创2022年11月以来新
高。今年以来，仅9个交易日，北向资
金已累计净流入640.15亿元。

外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A股市场
的吸引力，也印证了此前外资的预
判。例如瑞银表示，2023年A股的盈
利增长会从4%回升到15%左右。摩根
大通则认为，中国有望成为2023年最
具韧性的市场之一。

1 月 10 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
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7%，较去
年6月预测下调1.7个百分点。其中，
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1.9个百分

点至0.5%。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被下
调1.9个百分点至零增长。报告预计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3 年经
济增长为3.4%，而中国增长4.3%，增速
领跑全球。

同时，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预计
2023 年中国实际 GDP 同比增速将达
到 5%甚至更高。信心来自于去年 12
月15 日至16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今年经济工作的具体部署，随着各
项措施的落地实施，我国经济企稳
向好预期明朗，2023 年国民经济实
现 5%甚至以上的增长值得期待。因
此，外资持续加仓 A 股传递出全球
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及中国经济前
景的信心。

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
2023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
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
场景”。而今年以来，各部委积极将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财
政部部长刘昆日前表示，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
投资，促进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金壮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积极
扩大消费，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
需求。

可以预计，随着今年线下消费
场景快速恢复，消费将成为推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想必也正因为
此，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成为了外
资开年布局重点。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北向资金在食品饮料板块持股
市值最高。

北向资金持续加仓释放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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