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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增量资金持续流入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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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开年以来，A股一度出现不小的调

整，但外资整体仍延续了净流入态势。

Wind 数据显示，北向资金 1 月净买入

167.75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超185亿元，深

股通净流出1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1 月份前 3 周的外资净流

入超 400 亿元，但在春节假期前最后 2 个交

易日出现单日超百亿元的大幅流出。这一

方面缘于彼时美联储表态偏“鹰派”，海外资

金收缩新兴市场头寸，另一方面，部分活跃

资金选择在春节长假前卖出，以规避市场不

确定性。

虎年开市首日，北向资金便恢复净流入，当

日净买入超50亿元。昨日北向资金再度净买入

45.20亿元，2月以来4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合计

净买入97.39亿元。

从具体持股来看，在开年以来的回撤

中，北向资金逆势加仓了部分大金融板块及

超跌的半导体、芯片等科技股。数据显示，

北向资金对华峰测控的持股比例大幅上升

了 5.61 个百分点，位居沪深两市所有标的首

位；金融股中，张家港行、常熟银行获北向资

金大幅加仓。

此外，部分新能源产业链细分赛道也获得

外资关注，容百科技、永太科技、德方纳米等多

股的北向资金持股比例增幅靠前。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前景、疫情防控

保持向好态势，以中国资产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资产正在逐步获得资金青睐。当前A股估值

优势正在逐步显现，外资长期流入A股市场态

势不改。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滢表

示，当前投资中国资产的机遇难得。2021年摩

根士丹利曾建议超配A股，即在整体中国投资

组合中尽量把更多资金分配给A股。进入2022

年，该策略仍然有效。

高盛集团股票策略分析师团队认为，中国

市场开放、改革势头强劲，对于国际投资者而

言，A股市场更具投资价值。

据《上海证券报》

随着利差走阔，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及次

级债再次受到机构关注。

从规模看，据东方财富Chioce数据显示，

截至2月 10日，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共有65

只，合计存续规模达2683.5亿元，这65只债券

当前的平均（算数平均）票面利率约为4.9%，

票面利率最高达7.5%，最低为3.3%；保险公司

次级债有 6 只，存续规模合计为 286.6 亿元。

两项债券合计规模达2970.1亿元。

由于风险较低、利差较高，相较其他金融

债，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成为机构

配置固收资产的良好标的。国盛证券发布的

研报认为，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外

部债项评级以 AAA 为主，存续规模占比达

74%，目前这两类债券利差上升，考虑到保险

主体，特别是主要的保险公司具有金融系统

重要性，风险较低，因而当前利差水平形成了

这两类债券难得的投资洼地。

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
合计规模近3000亿元

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即保险公司发

行的用于补充资本的债券，发行期限在 5 年

以上（含 5 年），清偿顺序列于保单责任和

其他普通负债之后，先于保险公司股权资

本的债券。保险公司次级债的定义较为相

似，即保险公司经批准定向募集的、期限在

5 年以上（含 5 年），本金和利息清偿顺序列

于保单责任和其他负债之后，先于险企股

权资本的债务。

在机构投资者看来，保险公司资本补

充债也是次级债的一种。国盛证券固收分析

师杨业伟表示，保险公司次级债经历了由允

许发行次级债务到资本补充债券、由定向募

集向公开发行的监管政策过程。

从规模来看，截至2月 10日，上述两类险

企债券共有71只，存续规模为2970.1亿元。从

债券分布来看，共有21只债券的存续规模在

50亿元以上，其中，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

人保、太平人寿、新华人寿等险企的存续规模

靠前。

保险公司之所以大量发行资本补充债与

次级债，源于保险业对资本金需求较高以及

这两类债券具有的相对优势。在业内人士看

来，当下我国保险行业处于业务增长及转型

发展的新阶段，资本实力及偿付能力水平对

业务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重要。当前阶段的

资本补充渠道主要为股东注资、发行资本补

充债券以及利润留存渠道，但股东注资往往

周期较长且存在稀释股权、投资回报率要求

较高等问题；利润留存渠道对资本补充的过

程则相对缓慢，对业务扩张形成一定制约；资

本补充债则具有一定的优势。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表示，

相较于通过股东增资，保险公司发债受到的

约束相对更少，发行周期更短，发行成本更

低。同时，发债不会改变现在的股权结构，对

于保持保险公司股权稳定和经营策略稳定更

为有利。因此，对于部分核心资本占比较高

的保险公司而言，通过发债来补充附属资本

即可。

从去年险企补充资本的渠道来看，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险企计划通过原有股

东直接增资的规模为 296.7 亿元，计划通过

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的规模为 213 亿元，两

项合计为 509.7 亿元。对比来看，去年保险

业计划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总达 692 亿元，

高于增资的规模，由此可见，险企更青睐通

过发债来补充资本金。

保险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
去年成交额换手率大幅增长

实际上，险企大量发行的资本补充债及次

级债既利于险企补充资本金，也为有固收资

产配置需求的机构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标的。

去年以来，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

就受到了投资者追捧。

从二级市场来看，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与

次级债去年的合计成交额和整体换手率大幅

增加，2021 年全年成交额达到 2169 亿元，较

2020年增加 1126亿元，换手率高达88%。其

中去年成交额较多的个券有“19 中国人寿”

“20平安人寿”“16人民财险”。

在机构持仓方面，根据纯债基重仓数据，

截至2021年四季度末，纯债基重仓持有保险

公司债总市值达39亿元，占债券投资市值比

重为0.07%。杨业伟表示，因为险企可以互持

资本补充债和次级债，再考虑负债端资金特

点，因此保险公司可能是上述两大险企债券

的更大需求方。

从利差来看，今年以来，保险公司资本补

充债与次级债的配置优势进一步凸显。2021

年债市利率总体下行，而信用风险不断攀升，

导致投资风格向高资质主体集中，并不断压

低利差，这一风格在2022年得以延续。在这

种风格之下，今年低风险而相对具有较高收

益的金融次级债获得投资者持续追捧。不

过，AAA 级银行次级债、券商次级债从2020

年末以来利差持续收窄，但保险公司资本补

充债与次级债在此过程中却并未明显收窄，

甚至反向走阔。因此，国盛证券认为，当前利

差水平形成了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与次级债

难得的投资洼地。

从特殊条款来看，在存量71只债券中，大

部分均含赎回条款。相对银行二级资本债必

须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来说，保险公司资本

补充债与次级债条款对投资者相对较为友

好；与券商次级债（非永续）相比，保险公司资

本补充债与次级债含有赎回和调整票面利率

条款的情况更普遍出现，因此对投资者也更

为有利。

一家大型险资机构固收投资经理告诉

记者，去年结构性资产荒现象较明显，银行

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超长利率债表现良

好，但今年或有一定反转。在此背景下，今

年市场及险资机构对优质固收资产的需求

依然较大，不过今年地方债额度或不会新

增，因此，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及次级债是

良好的投资标的。

据《证券日报》

规模近3000亿元票面利率最高7.5%

保险资本补充债有望成投资新洼地
北京时间2月10日晨，国际指数编制公司MSCI公布了其2022年2月的指

数季度调整结果。本次调整中，MSCI全球标准指数新增21只个股，其中包括
格力电器等9只A股标的；同时移出11只个股，不涉及A股标的。

2022年开年以来，虽然A股持续调整，但外资整体仍延续了净流入态
势，净流入额已达265.14亿元。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由于疫情防控和经
济前景保持向好态势，A股估值优势正在逐步显现，外资长期流入A股市场
趋势不改。

A股标的涉及这些调整

NSCI本次季度调整公布了MSCI全球标准、

MSCI全球小盘、MSCI全球微小盘等主要指数系

列的新增、剔除名单。此次季度评审不涉及A

股纳入因子变化，调整结果将于2022年2月28

日收盘后生效。

公告显示，MSCI全球标准指数新增21只个

股，剔除11只个股。MSCI新兴市场指数新增成

分股中，总市值前三大的股票为格力电器、三峡

能源和天合光能。具体到MSCI中国A股指数，

新增格力电器、三峡能源、华润微、中国能建、中

伟股份、大秦铁路、容百科技、杉杉股份、天合光

能等9个标的，无剔除A股标的。

除全球指数系列外，MSCI 中国全股票指

数以及MSCI中国A股在岸指数的成分股名单

也有所调整，不过，跟踪上述2只指数的海外

资金相对较少，调整或不会带来显著的资金

进出。

MSCI中国A股在岸指数增加成分股4只，

分别为伯特利、中国移动、中伟股份和东方生

物；剔除3只个股，分别为沙钢股份、阳光城、

ST国医；以总市值计，中国移动、中伟股份和

东方生物为总市值最大的 3 只新增个股。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中新增 5 只个股，分别

为伯特利、中伟股份、格力电器、东方生物和

陆金所（ADR）；剔除 5 只股票，分别为声网

（ADR）、世纪互联（ADR）、中国有赞（港股）、

宇华教育（港股）和ST国医。以总市值计，格

力电器、中伟股份和陆金所（ADR）为最大的3

只新增个股。

除MSCI外，另一大国际指数公司富时罗素

也将在当地时间2月18日盘后公布其季度调整

结果，该调整将在3月18日收盘后生效。

格力电器重返MSCI旗舰指数

千亿市值白马股格力电器在本次季度调整

中重返MSCI旗舰指数。

2020年12月，MSCI公告将格力电器从MSCI

标准指数和大型股系列剔除，12 月 17 日起生

效。MSCI在公告中未提供剔除原因。

不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彼时

QFII、RQFII 和深股通投资者持有格力电器 A

股占总股本比例升至28.07%，超出外资持股比

例上限。港交所公告也曾公告，因格力电器总

境外持股比例超过28%，自2020年 12月 14日

起，深港通暂停接受该股的买盘，卖盘仍会被

接受。

按照历史经验，A股标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

上限后，因不再具有可投资空间，会被各大国际

指数公司剔除。之后指数公司将对剔除标的观

察12个月，若12个月后重新满足条件，则会考虑

将其重新纳入。

深交所官网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9 日，

QFII、RQFII 和深股通投资者持有 A 股比例超

出预警线的个股共有 8 只，美的集团仍然在

列，此前美的集团也曾因相同原因被剔除MS-

CI旗舰指数。

开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