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计算机、传媒、通信行业一季度均
获得了公募基金加仓，配置比例分别
达到7.91%、3.9%和2.22%，分别较2022
年四季度末上升了3.86个百分点、1.09
个百分点、0.9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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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颖

随着上市公司2023年一季报
披露结束，作为长线资金的社保
基金最新投资动向浮出水面。东
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
28日收盘，在已披露2023年一季
报的3909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
512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
单中出现社保基金的身影，合计
持股数量为86.41亿股，以收盘价
计算，合计持股市值达1734.60亿
元。相比去年四季度，社保基金
在今年一季度新进增持公司278
家，其中新进147家公司，增持131
家公司。

“社保基金加仓主要有两方面
原因：一方面，伴随着注册制全面
落地，国内证券市场制度建设愈发
健全，无论是社保基金还是外资都
在持续加大A股市场配置力度；另
一方面，社保基金加仓也代表其看
好国内经济的复苏，随着宏观经济
稳步增长、企业利润修复，A股市
场有望逐步走强。”川财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四大行业获重点加仓

从持股数量来看，上述512家公
司中，有15家公司社保基金持股数量
超1亿股。其中，中国建筑一季度社
保基金持股数量居首，达29998.85万
股；常熟银行紧随其后，社保基金持
股数量为25547.87万股。此外，包括
钒钛股份、邮储银行、三一重工等在
内的13家公司期间社保基金持股数
量也均在1亿股以上。

新进持股方面，在社保基金新
进147家公司中，有28家公司在今
年一季度社保基金新进数量超
1000万股。其中，社保基金新进持
有的铜陵有色、平安银行、苏州银
行、兆驰股份等4家公司数量均超
5000万股。

增持方面，在社保基金继续加
仓的131家公司中，有19家公司今
年一季度社保基金增持数量超过
1000万股。其中，中国建筑社保基
金增持数量最多，达到10199.85万
股，增持后社保基金最新持股数量

达到29998.85万股，占流通股比例
为0.73%；紧随其后的是三一重工、
中兴通讯、邮储银行、广汇能源等4
家公司，期间均获社保基金超5000
万股的加仓。

业绩优良的公司仍是社保基
金加仓的重点。统计显示，在上述
278家社保基金新进增持公司中，
有179家公司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
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64.39%。其
中，36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超
100%。

从申万一级行业分布看，上述
278家社保基金新进增持公司主要集
中在四大行业，其中，医药生物行业
公司最多，达39家；计算机行业公司
数量达28家；机械设备、电子两行业
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7家、22家。

对此，陈雳认为，社保基金注
重公司的长期价值和潜在成长性，
通常会布局一些具备长期竞争优
势、国家政策支持的行业。医药行
业方面，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
下，健康医疗产业快速发展，叠加
相关政策持续落地，行业具有较大
发展前景；计算机行业方面，随着

行业支持政策陆续出台和落地，叠
加数字经济建设持续推进，行业利
润有望持续增长；机械设备方面，
部分细分方向具备国产化逻辑（如
半导体设备、工业母机）；电子行业
方面，国内持续加大对电子产业的
支持力度。

连续五个季度持有216家公司

社保基金“压箱底股”备受各
方关注。统计发现，在社保基金一
季度持有的512家公司中，有216家
公司获社保基金连续五个季度持
有。其中，27家公司社保基金持股
市值超10亿元，华鲁恒升、三一重
工、我武生物等3家公司社保基金
持股市值居前，均超20亿元。

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告诉记者，在国内经济
逐步复苏、A股估值整体较低的情
况下，社保基金今年一季度大幅加
仓，提振了市场信心。从社保基金
连续五个季度的持仓情况来看，其
长期坚守的公司，基本是行业景气
度较高、业绩较好的龙头企业。

市场表现方面，上述216只社
保基金“压箱底股”中，今年以来股
价实现上涨的个股有105只，占比
近五成。其中，天孚通信、宝通科
技、华工科技等3只个股期间累计
涨幅居前，均超100%，尽显强势。

无独有偶，部分社保基金布局
的个股也同时受到其他机构青睐。

从共同持仓来看，上述512家公
司中有181家公司今年一季度获两类
机构同时持有。其中，社保基金和
QFII共同持仓的有77家公司；社保基
金和险资共同持仓的有119家。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一季度，有
15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同时出现了社保基金、QFII、险资机
构的身影。其中，邮储银行、厦门国
贸、启明星辰、山东高速等4家公司被
上述三类机构持股的数量均超1000
万股。从业绩角度来看，这15家公司
今年一季度实现盈利，其中10家公司
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对此，杨德龙表示，社保基金、
QFII、险资三类机构共同持有的公
司，多数都属于行业龙头，具有稳定
的业绩和长期发展空间，值得关注。

社保基金一季度“藏宝图”：新进和增持278家公司

本报记者 姚 尧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
至4月28日收盘，A股市场共有3909
家上市公司披露2023年一季度报
告。其中，407家公司前十大股东
中 出 现 险 资 身 影 ，其 合 计 持 有
526.22 亿 股 ，累 计 持 股 市 值 达
10541.26亿元。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险资作为长期投资
者，注重价值投资，通常会选择具有
稳定盈利和优良基本面的公司作为
投资标的。相对而言，在各大机构
之中，险资更多地关注风险控制和
资产负债匹配，更加注重保本和稳
健，对于参与权益投资较为审慎。”

从持股数量来看，今年一季
度，中国人寿和平安银行获险资持
股数居前，分别为193.24亿股和
113.59亿股。此外，中国联通、华
夏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长江
电力等5只个股获险资持股数均超
10亿股。

从持股市值来看，中国人寿和
平安银行获险资持股市值最大，分
别为6432.8亿元和1423.27亿元，招
商银行、长江电力、中国联通、华夏
银行、保利发展、邮储银行等个股
获险资持股市值均超100亿元。

从持仓变动情况来看，今年一
季度险资新进增持225只个股。新
进股方面，有131只个股获险资新
进，占险资一季度末持仓股总数的
32.19%，其中，勤上股份、招商南
油、厦门国贸、浙江交科、东山精密
等个股新进持仓量均超 4000万
股。增持股方面，有94只个股获险
资一季度增持，其中，中国建筑、无
锡银行、保利发展、天山铝业、平高
电气等个股获增持股数均超2000
万股。此外，险资对88只个股的持
仓量未发生变化，持仓量居前五的
分别是中国人寿、中国联通、华夏
银行、京能电力、中国铝业。

从行业来看，险资持有电子、
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

药生物五大行业股票数最多，分别
为48只、39只、35只、34只、30只。
而截至2022年末，险资持有股票数
最多的前五大行业是电力设备、电
子、医药生物、基础化工、机械设
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今年第一
季度电子和机械设备行业公司对
险资而言重要性提升。

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
有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险
资增持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股票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随着经济
的持续复苏和人工智能浪潮的推
进，有望提升上述两个行业的需
求，因此其存在业绩回暖预期；二
是上述行业2022年需求受到了抑
制，估值处于较低位置，具有足够
的安全边际；三是机械设备和电子
行业国产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未
来行业的成长空间有望逐步打
开。”

对于险资今年一季度持股行
业的变化，刘岩表示：“机械设备和
电子行业经历了一个低潮期，而在
当前全球制造业复苏的背景下，加
上政策方面对科技创新和智能制
造等产业的大力扶持，其具有较高
复苏成长性和盈利大幅增长的潜
力，可以说已经具有了困境反转的
基本条件，因此被认为是具有相当
吸引力的潜在投资机会。”

险资持仓股在业绩方面给出
较好的答卷，有211家公司一季度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
比增长，占比超五成。其中，巴比
食品、中科江南、山外山等公司一
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幅均超50倍。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
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吴啟宏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由于险资本身具
有一定理财属性，所以除了业绩以
外，险资也很看重高分红、高股息
率指标。从一季度险资持仓情况
看，也对一些当前估值处于低位、
未来有望迎来困境反转的行业进
行了布局。”

一季度险资持有407只个股
超五成净利润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张 颖
见习记者 曹原赫

养老金最新持仓名单出炉。东
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28
日收盘，在已披露2023年一季报的
3909家A股公司中，有131家公司前
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养老金
身影。以一季度末收盘价计算，总
持股市值达249.71亿元。

从持仓变化来看，上述131家公
司中，有28家为养老金一季度新进持
股公司；37家公司受到养老金增持。

从行业来看，这131家公司主
要集中在电子、医药生物、机械设
备三大行业，分别有13家、13家、12
家。具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养老金
新进的28家公司中，所属传媒、计
算机行业公司数量居多，分别为6
家、4家。受到养老金增持的37家
公司中，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
备、汽车行业公司数量居前，分别

为5家、4家、3家、3家。
“成本下降和需求回暖带来的

业绩提升，是养老金看好传媒行业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受益于游戏
版号的常态化发行，行业业绩预期
提高；另一方面受益于ChatGPT应
用，传媒行业的效率大幅提升，起
到了增效降本的作用。”排排网财
富研究员刘文婷对记者表示。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翁梓驰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传媒板块受
益于消费复苏带动基本面修复，以及
新技术对市场预期的引领作用。

从业绩表现来看，上述131家
公司中，有74家公司一季度归母净
利润同比上涨，其中13家公司一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超100%，59家
公司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
双增长。

从市场表现来看，截至4月28
日收盘，上述131只个股中，有53只
个股月内股价实现上涨，占比逾四

成。其中，万兴科技月内涨幅居
首，为84.28%；另有盛天网络、拓荆
科技、长江传媒等在内的20只个股
月内涨超10%。

值得注意的是，月内涨幅前十
位的个股中，4只属于传媒板块，分
别为盛天网络、长江传媒、中文传
媒、昆仑万维，涨幅分别为47.35%、
44.76%、44.03%、39.29%，其中盛天
网络、中文传媒、昆仑万维均为一
季度养老金新进重仓股。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表示，目
前传媒板块估值仍处于历史百分
位较低位置，随着游戏行业供给重
新恢复，版号发行常态化，叠加
AIGC对于美术设计、游戏策划、发
行等环节的降本增效作用有望逐
步落地，使得传统的出版传媒、游
戏产业有望持续向好发展。另外，
电影业快速复苏，今年“五一”期间
电影密集上线，将进一步推动整个
传媒板块的上涨。

养老金最新持仓名单出炉
一季度末持股总市值达250亿元

本报记者 楚丽君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
至4月28日收盘，A股市场共有3909
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一季报，其中，
587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
中出现了QFII的身影，QFII合计持
仓量为68.57亿股。

与去年四季度相比，今年一季
度QFII新进持有307家公司、增持99
家公司，对30家公司的持仓未变、
对151家公司进行减仓操作。

新进股中，TCL科技、邮储银
行、辉丰股份获QFII新进持股数

居前三，均超 5000万股；增持股
中，紫金矿业、东方雨虹、华测检
测获QFII增持股数最多，均超2600
万股。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的排排网财富公募产品运营
经理徐圣雄表示，一季度QFII秉
持价值投资风格，一方面持仓了A
股中具有稀缺性的标的；另一方
面持仓了基本面优质的白马蓝筹
股，这些公司经营稳健，持续创造
价值能力强；此外，QFII还持仓了
中等市值成长股，这些公司往往
集中在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

成长性行业，同时这些公司在行
业中已经展现出一定的竞争力，
未 来 成 长 性 较 高 。 整 体 来 看 ，
QFII一季度持仓风格符合当前市
场的主流方向。

从业绩来看，上述QFII持仓的
587家公司中，有323家公司一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超
五成。其中，有60家公司今年一季
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超100%。

黑崎资本创始合伙人陈兴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QFII
重仓股每个季度都会发生变化，但
其配置风格依旧是选取高成长、具

有基本面支撑、具有政策红利与未
来市场潜力的个股。

从申万一级行业来看，上述
587只个股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
计算机、电子等三大行业，分别有
72只、66只、65只。

陈兴文认为，投资者可以从近
期QFII持股行业变动来做一定调
仓，医药生物行业方面，人口老龄
化与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日渐增长，
QFII的增持重心放在了医药生物行
业，投资者可战略性布局其中的龙
头个股。

计算机行业方面，万联证券

表示预计，随着国内大模型的发
布和相关应用不断落地，市场对
AI的关注度仍将保持高位，建议
关注AI算力产业链相关厂商，以
及卡位优质应用场景的垂直领域
龙头厂商。

对于电子行业，国金证券认
为，一季度电子半导体行业业绩分
化明显，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及材
料板块业绩较好，消费电子应用占
比较高的公司业绩承压。看好AI
新技术需求驱动、自主可控（半导
体设备、零部件、材料）及需求反转
受益的产业链。

一季度587家公司获QFII重仓持有 医药生物等三行业受青睐

编者按：随着A股上市公司2023年一季度业绩披露收官，社保基金、养老金、保险资金和QFII等主要机构投资者的最新持仓情况也已经明朗。
分析人士表示，机构投资者庞大的资金量、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和全方位的市场研究，为其建立有效的投资组合提供了可能。投资者可以参考这些机
构的持仓变化和配置方向。今日，本报对上述四大机构一季度最新持仓变化进行梳理分析，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 王思文

随着公募基金2023年一季报披露完毕，全市
场主动权益基金在一季度期间的调仓路径、对于
二季度投资机会的研判已经明朗。总体来看，主
动权益型基金股票仓位进一步回升，普通股票型
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仓位水平更是增长至近
五年最高水平。此外，高仓位运作基金占比持续
增加，其中63只主动权益基金股票仓位超过
95%，更有基金满仓运行。

因投资风格不同，各家基金经理调仓路径也
各有不同。不过，今年一季度不少公募基金经理
对计算机、传媒、通信等TMT行业进行增配，获取
了较为亮眼的收益。

63只主动权益基金
股票仓位超95%

2023年一季度A股市场震荡上扬，权益型基
金产品整体收益也明显回暖。在此背景下，主动
权益基金的仓位变化尤为受到关注。

国海证券研究数据显示，随着国内经济的企
稳复苏与AIGC产业趋势的开启，全市场主动权
益型基金的股票仓位整体有所提升。其中，灵活
配置型基金股票仓位环比上升了1.81个百分点，
仓位升至78.79%，偏股混合型基金股票仓位环比
上升了0.8个百分点，仓位升至89.2%，普通股票
型基金股票仓位环比上升了0.3个百分点，仓位
升至90.72%。

随着主动权益型基金股票仓位进一步回升，
普通股票型与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仓位水平增
长至近五年最高水平，高仓位运作基金占比持续
增加。

具体来看，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全市
场已公布一季报的主动权益类基金中，共有3291
只基金的股票仓位高于90%，63只基金仓位超过
95%。其中，丘栋荣、李元博、莫海波等百亿元量
级知名基金经理所管基金的一季度末股票仓位
均高于95%，由黄兴亮掌舵的万家创业板2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是满仓运行，股票
持仓达到100%。

从上市板块方面来看，2023年一季度公募基
金对于科创板和港股的配置比例明显提升，其中
科创板的配置比例从去年四季度的7.3%提升至
8.2%；港股的配置比例从8.37%提升至9.94%；另
一方面，主板与创业板配置占比有所回落，其中
主板的配置比例从65.29%微降至63.25%，创业
板从18.96%微降至18.51%。

中庚基金丘栋荣在一季度报中透露，中庚
港股通价值18个月封闭股票在一季度期间积
极配置了港股，并提升至较高的权益配置仓
位。“从估值上看,港股整体估值水平基本处于
历史20%分位左右,港股的价值股估值水平更
低,基本处于历史10%分位左右。从估值角度
看，港股长期吸引力是足够的，我们将保持系
统性机会的判断，继续战略性配置港股。”

成长板块和周期板块
受公募基金青睐

市场投资风格及板块配置变化是投资者关
注的重点。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公募基金
在大盘成长风格的持仓占比出现明显回落，一季
度期间不少大盘成长型股票遭遇公募基金明显
减持；而大盘平衡与小盘风格配置占比有所
上升。

从行业风格来看，成长板块和周期板块获公
募基金明显加配，而消费板块和大金融板块的配
置比例出现回落，其中大金融板块回落明显，已
处于近五年最低历史分位。

值得注意的是，公募基金早已悄悄布局了
近期市场尤为关注的TMT板块。数据显示，伴
随AIGC催化以及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提振，计
算机、传媒、通信行业一季度均获得了公募基
金 加 仓 ，配 置 比 例 分 别 达 到 7.91%、3.9%和
2.22%，分别较2022年四季度末上升了3.86个百
分点、1.09个百分点、0.94个百分点，而电力设
备和国防军工等行业则遭遇减持。

此外，公募基金主要加仓的石油石化、建
筑装饰、机械设备等板块，均与中国特色估值
体系概念息息相关。其中，公募基金对石油
石化的配置比例从去年四季度末的1.1%上升
至1.45%。

博时央企创新驱动ETF基金经理杨振建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字头’板块自去
年年底以来呈现持续上涨行情，不少国企央
企龙头股股价创新高，几大相关指数表现强
势。展望后续投资主线，一是国企改革概念，
新一轮国企改革把价值创造理念贯穿于企业
经营决策全过程，将进一步带动相关国企盈利
能力的增强。二是以TMT为代表的数字经济
领域，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
上升为国家战略，加之国内外新技术催化，政
策支持将更加聚焦于落地建设，扶持力度也进
一步加大。”

公募基金一季报扫描：
3291只主动权益基金股票仓位超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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