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2024年 4月 5日 星期五
责编 罗文 美编 徐剑 图编 胡颖

校审 王志洪

07

震荡行情难改变

经历一个半月的快速冲高后，3月下旬以来A股市
场整体呈现区间震荡态势，近几个交易日再度出现反
弹。对于二季度市场表现，不少券商人士基于对宏观经
济数据、流动性等因素的分析，判断A股或继续维持震
荡态势。

中国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蔡芳媛认为，二季度A股
行情主要看市场是否有持续性动能的补给。虽然当前
市场处于动能减弱阶段，但在业绩披露期间，业绩端提
振及政策端进一步加持，市场仍会有新的上行动能出
现。“整体上看，经过一轮修复上涨行情后，二季度市场
有望以震荡性结构性行情为主，更多关注基本面及政策
利好。”

2024年一季度，一系列宏观、行业层面的政策密集
发布成为呵护经济及市场的重要支撑。在华安证券研
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郑小霞看来，市场有望在较
好的宏观环境中，走出震荡上行行情。“随着财政政策前
置有望在4月加速发力，基建端等对经济的支撑力有望
逐渐加强，市场对经济预期迎来逐渐好转的契机；货币
政策方面，预计总量宽松的可能性降低，更多以结构性
工具为主。”

进入4月，A股市场迎来年报、季报披露窗口期，业
绩因素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张夏预计，上市公司2024年一季度盈利增速在低
基数的背景下有所反弹，不过投资者仍然关注地产销售
同比负增长、新项目投放节奏偏慢等因素；流动性层面，
北向资金和流入ETF的资金仍保持净流入态势且波动
不大，因此市场可能仍然延续3月震荡局面。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表示，二季度市场稳步上行的概
率较大。从政策面看，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密集出台，
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是非常明显的。

关注行业盈利预期

从上市公司目前的财报披露情况看，Wind数据显
示，截至4月1日，A股已有超过1100家上市公司披露
2023年年报，另有33家公司披露了2024年一季度业
绩预告或在公告中对一季度业绩进行预测。

蔡芳媛判断，随着上市公司2023年年报和2024年
一季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展开，行业景气度预期、公司成
长性预期将是影响板块间相对表现的关键，板块龙头有
望逐渐成为市场投资主线。“二季度配置投资策略应当
聚焦受益于有业绩预期、有政策利好预期板块里的低估
值价值股以及成长型价值股，建议战略性布局科技、上
游原材料、消费等板块里的价值股。”

通过对过去十余年间市场4月超额收益的复盘，国
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林荣雄表示，二季度市场涨幅往
往与一季报更相关，投资者尤其应该关注景气边际改善
的方向，缺乏基本面支撑的行业可能波动会逐渐加大。
结合2024年1至2月工业企业利润和PMI数据表现，
林荣雄表示，在本轮2023年年报及2024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密集披露期间，景气度最佳行业集中在出口方向，

具体板块看好
乘用车、船舶、
家电等。

从二季度的角度看，张夏建
议，重点关注消费周期领域细分
行业的龙头，行业上重点关注家电、食品饮料、零售社
服、有色金属；科技领域仍建议关注电子板块（消费电
子、半导体）、通信（通信设备）等板块。

把握高股息等机遇

对于二季度A股市场其他布局主线，记者梳理发
现，高股息、新质生产力、设备更新等均有券商提及。

对于高股息，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李表示：“市
场对高股息认知已出现明显分化。如果把高股息当作
一种主题投资，高股息热度近期有所回落，但部分国内
外投资者已开始把高股息作为一种价值投资来看待，认
为只要行业需求不出现大幅下滑、竞争格局相对稳定、
未来有潜力分红，都是值得重视的高股息品种。建议关
注有潜在分红能力的企业。”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以表示，3月以来，以
煤炭、公用事业为代表的高股息资产涨势有所回落但仓
位集中度持续提升，且TMT和高股息板块仓位的分化
更加明显，反映投资者对防御性资产偏好的进一步增
强。就4月而言，考虑到煤炭、公用事业板块仓位、交易
拥挤度均偏高，高股息方面，投资者可关注石油石化、银
行等潜在红利内部高低切换方向。

郑小霞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拔
高，相关领域有望不断上演主题性机会。“新质生产力立
足有政策支持的领域，建议关注设备更新、半导体设备、
专用设备、环保设备、工业母机、机器人等方向。”

对于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相关投资机会，光大证券
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宇生认为，随着市场情绪持续回升，
若后续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细则超预期，则
相关行业的市场行情值得关注，主要包括高技术制造
业、传统制造业以及直接受益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相关
行业。

展望二季度A股：机会锁定在新质生产力等方向

震荡格局或延续
3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

证指数收报3069.30点，跌0.18%，深证成指
收报 9544.77 点，跌 0.44%，创业板指收报
1840.41点，跌1.08%。

从一季度A股主要指数表现来看，沪指累
涨2.23%，站稳3000点;深证成指累跌1.3%，
创业板指下跌3.87%。

展望二季度行情，在政策面、市场面明显
好转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多位券
商人士认为A股或延续震荡走势。

回顾一季度A股市场，1月下旬一度连续下跌，2月
在各项利好政策推动下，市场快速反弹、收复失地，目前
已趋于稳定。指数方面，截至一季度末，上证指数收报
3041.17点，年内上涨2.23%；深证成指收报9400.85点，
年内下跌 1.3%；创业板指收报 1818.2 点，年内下跌
3.87%。

总体来看，市场表现非常明显。红利指数一路领跑，
一季度上涨10.12%；一些海外指数公司编制的A股指数
也表现不俗，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年内涨幅达到
5.73%，富时中国A50也上涨了5.5%。

进一步看行业和个股。Wind数据统计的67个主题
行业中，有26个一季度上涨，涨幅最大的贵金属指数上
涨 28.04%，石油天然气指数以 17.72%的涨幅紧随其
后。另一方面，软件指数、精细化工指数和生物科技指数
跌幅居前，分别下跌15.89%、14.39%和14.37%。

5359只A股个股中，有1025只一季度上涨，占比为
19.13%；4322只一季度下跌，占比为80.64%；另有12只个
股年内股价涨跌幅为零。其中，上涨排名前三位的是海昇
药业、戈碧迦和万丰奥威，涨幅分别为4317.14%、354.81%
和242.11%，合计237家公司年内涨幅超过20%。

一季度A股表现分化

今年以来，A股市场已有72家上市公司触及了退市
风险；9家上市公司已锁定退市或已摘牌，其中，6家上市
公司已完成退市。

这些公司中不乏资本市场曾经的宠儿。有“国民鞋
王”之称的ST贵人在3月29日完成摘牌退市。2014年，
贵人鸟头顶“A股运动品牌第一股”光环上市。公司市值
最高时突破400亿元，创始人林天福在2015年以190亿
元身家。时过境迁，ST贵人摘牌时，股价跌至0.67元/
股，总市值为11亿元。

随着年报的陆续发布，今年还有一批挣扎在退市边
缘的上市公司前途堪忧。其中，截至2023年三季报数
据，已经触发扣非后净利润、营业收入及2023年该组合
指标均低于1亿元的上市公司有26家；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审计净资产为负值的上市公司有29家；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上市公司有14
家；触发“可能暂停上市风险”的ST股有24家。

这些上市公司中存在一家公司触发多项风险的情
况，将触及多项风险的公司合并后，据不完全统计，有72
家上市公司存在一项或多项退市风险。

与2023年不同的是，今年可能退市的上市公司集中
在医药生物行业，涉及的原因主要与财务类退市中净利
润与营业收入指标不达标有关。

今年以来，更新重大重组事件进展的上市公司有60
家，而这个数字在2023年同期仅为18家。

据中证报、券商中国、中金在线、财经网

相关

超70家公司触及退市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