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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投资者这样选超八成投资者这样选

最新一期数据宝投资者调查结果出炉，超八成调查者
部分或者全仓持股过节。

外资巨头
A股仍处在估值洼地

本周海外市场赚钱效应明显回温，欧美股市主要股指
集体上涨。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德国DAX30指数周
内双双创出历史新高；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本周累计上
涨6.19%，热门中概股普涨。

日前，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富达、瑞银等陆续发布了
2025年中国市场展望，就整体看，均对2025年中国宏观经
济和股市表现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集团在上海举办了2025年
投资展望分享会。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范华表示，贝莱德
看好A股市场长期机遇，今年将会推出更丰富的投资产品，
满足多样化的投资需求。

贝莱德集团首席权益投资官神玉飞表示，中国宏观经
济和资本市场在去年9月24日后迈入新阶段。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指
明了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方向。

贝莱德基金量化及多资产投资总监王晓京表示，就全
球市场看，中国股票仍处在估值洼地，如果今年有持续的增
量政策出台，进一步增强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
化债长期目标的信心，外资就有望进一步回流中国市场。

投资选择
超八成看多A股

本周市场主要指数均上涨，北证50指数大涨近10%。
2025年春节，你准备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

1月18日，数据宝推出了一份《仅剩一周多时间，持股
还是持币？》小调查。

就调查结果看，超八成调查者部分或者全仓持股过节，
在当前指数平稳运行下，表现出对春节前后行情的积极看
多态度。

本周投资者情绪表现较为积极，明显提高了对指数的
预期值。超44%的受访者表示接下来一周市场将“探底成
功，节前震荡走高，上证指数在节前重新站上3300点”，此
数据在上周仅15%；超30%的受访者表示将“横盘震荡”；
认为“继续震荡下行，考验3100点支撑”和“无法判断”的受
访者占比合计25%。

就本周操作看，“底部加仓”的比例在增加，“反弹减仓”
的受访者略有增加。另外，“持仓不动”的比例在减少，而

“清仓”的受访者比例显著减少。投资者的仓位水平上，变
化最大的是“空仓”比例下降明显。另外，“满仓”的受访者
比重减少，“满仓加融资”的比例增加。就总体看，投资者看

多情绪在上升，对春节前的行情抱有期待。
面对“您本周盈利情况如何”的提问，近54%的受访者

表示挣到了钱，较上期15%的比例大幅上升。投资者的亏
损比例为45.82%，上一期数据为84.82%。这可能得益于
大盘反弹带来的收益，包括对小红书概念、人形机器人及大
消费等热点板块的正确选择。

平安证券表示，短期市场在外部变量验证期及国内经
济数据与业绩真空期下延续震荡格局，中长期利率下行驱
动权益配置价值凸显，市场上行方向不变。对于目前的整
体市场行情，调查显示，58.53%的投资者认为现在的市场
是“震荡市”行情，认同“牛市中继”的比例近33%，而表示

“新一轮熊市开始”的投资者不足10%。
对于“你认为2025年，上证指数会摸高到多少点？”的

调查，超30%的受访者认为上证指数将至“3900点以上”，
而上一期“震荡下行至3100点附近”的观点占比高达53%。

潜力板块
科技仍将是主旋律

对于接下来的潜力板块，科技、大消费是投资者一致看
好的板块。神玉飞表示，就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其看好
2025年A股的投资机会。主要看好三个方向：第一，看好
科技，因为科技是全球浪潮；第二，就确定性角度看，好红利
类资产值得期待；第三，看好消费，看好促消费政策带来的
影响。

银河证券对2025年结构性投资机会展望中也表示看
好三个方向，一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大背景下，基于自主可控逻辑和AI应用发展的科技创
新板块投资价值较高；二是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叠加
促服务消费预期加码的带动下，关注大消费板块投资机会；
三是随着央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值管理逐步推进，看好
具备稳健盈利能力、低估值和高股息优势的央国企板块。

对于科技板块，分支较多，热点更加聚焦的人形机器
人、人工智能成为市场共识，分别有41.05%、32.1%的受访
者集体看好。

人形机器人行业商业化应用热点不断。软通动力公司
首款人形机器人已于16日发布。这是A股第一家发布人
形机器人的上市公司。

日前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展出的机器人
产品应用渗透人类多个场景。头部企业的纷纷入局更加强
了市场的期待，英伟达在CES上发布世界基础模型Cos-
mos。

国泰君安分析师肖群稀表示，英伟达推出为开发机器
人和自动驾驶而设计的世界基础模型Cosmos，将加速人
形机器人的数据积累和模型训练效率。同时CES展上机
器人产品渗透多场景，陪伴机器人成为现场亮点，有望率先
实现商业化。

A股重大消息：
中长期资金入市
硬指标明确

22日，中国证监会消息，日前，经
中央金融委员会审议同意，中央金融
办、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
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
市工作的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
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主
要包括五方面举措。

一是提升商业保险资金A股投资
比例与稳定性。在现有基础上，引导
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增加A股（含权益
类基金）投资规模和实际比例。对国
有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全面实行三年以
上的长周期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当年
度考核权重不高于30%，三年到五年
周期指标权重不低于60%。抓紧推动
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
地，后续逐步扩大参与机构范围与资
金规模。

二是优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制。稳步
提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股票类资产投
资比例，推动有条件地区进一步扩大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规模。细
化明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五年以上、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三年以上
长周期业绩考核机制，支持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充分发挥专业投资优
势。

三是提高企（职）业年金基金市场
化投资运作水平。加快出台企（职）业
年金基金三年以上长周期业绩考核指
导意见。逐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
围。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探索放
开企业年金个人投资选择。鼓励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人开展差异化投资。

四是提高权益类基金的规模和占
比。强化分类监管评价约束，优化产品
注册机制，引导督促公募基金管理人稳
步提高权益类基金的规模和占比。

五是优化资本市场投资生态。引
导上市公司加大股份回购力度，落实一
年多次分红政策。推动上市公司加大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的运用。允
许公募基金、商业保险资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银行理
财等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定
增。在参与新股申购、上市公司定增、
举牌认定标准方面，给予银行理财、保
险资管与公募基金同等政策待遇。

今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
用于投资A股

1 月 23 日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
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关情
况，并答记者问。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布会上表
示，将逐步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支
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探索放开企业
年金个人投资选择，鼓励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人开展差异化投资。引导督促
公募基金管理人稳步提高权益类基金
的规模和占比，力争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未来三年每年至少增长
10%。

吴清表示，将抓紧推动第二批保
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地，规模
不低于1000亿元。在现有基础上，引
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增加A股投资规
模和实际比例，其中从2025年起每年
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

据新华社、中国网

春节前后，A股市场有着明显的季节性规律表现。
复盘历史过去10年市场走势，A股在春节前后大概率

上涨。Wind数据显示，2015~2024年，在春节前、后5个交
易日中，上证指数均有70%的概率上涨。其中，节前涨幅最
大的是2021年，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3.92%；节后涨幅最
大的则是2019年，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7.10%。

就历史概率看，春节后的市场表现更加显著。光大证

券报告表示，大多数年份里，上证指数当年1月的涨跌幅与
上一年12月的涨幅呈一定的“此消彼长”特征，而2024年12
月上证指数小幅收涨。

整体而言，A股市场在春节前通常表现相对一般，而在
春节后的20个交易日里通常表现较好。2010年至2024年，
万得全A指数春节后20个交易日里上涨的概率为73.3%，
而在春节前20个交易日上涨概率仅为46.7%。

中银证券研报梳理2017 年以来春节前夕市场资
金面及A股走势发现，以DR007或GC001衡量的资金

利率走势并非节前A股涨跌的决定性因
素，汇率及基本面预期带来的外资增量
成为这两轮A股节前行情的重要支撑。

有私募人士表示，春
节能否持股过节，关键在
于精选个股，要规避短期
内存在较大风险的公司。
首先，要警惕竞争格局恶
化，导致盈利增速下降太
快、业绩不好的公司；其
次，股价短期涨幅过高也
需要谨慎对待，这类股票
的后续波动性较大，投资
者应谨慎对待。

据证券时报、时代周报

过去10年春节后 A股普遍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