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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30日对外发布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服务进
出口总额59801.9亿元，同比
增长12.9%，服务贸易保持较
快增长。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财政部30
日公布了2022年财政收支“成绩单”。数据
显示，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9.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亿元，比上年增长6.1%。

当日，财政部召开网上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2022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预算执
行情况总体良好，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

数据显示，2022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94885亿元，比上年增长3.8%，扣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增长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108818亿元，比上年下降2.1%，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5.9%。全国税收收入166614
亿元，比上年下降3.5%，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增长6.6%。

支出方面，2022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支出35570亿元，比上年增长3.9%；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5039亿元，比上年增
长6.4%。从主要支出科目看，卫生健康、社
会保障和就业、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支出
增长较快。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2年超20.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1月30日，A股迎
来兔年首个交易日，主要股指集体上涨，实现“开
门红”。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 3269.32点，涨
0.14%；深证成指收报12097.76点，涨0.98%；创业
板指收报2613.89点，涨1.08%；科创50指数收报
1031.61点，涨0.24%；北证50指数收报1004.78点，
涨0.32%。当日A股市场成交额超过万亿元。

从外部市场看，春节假期期间，全球股市和
大宗商品市场总体以上涨为主。

在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和经济增长前景
向好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和权威人士看好中国
资本市场前景，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国
际金融机构近期纷纷上调对中国资本市场前景
的预期。

随着A股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提升，
北向资金呈现净流入趋势。数据显示，1月30日，
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186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
入94亿元，深股通净流入92亿元。本月以来，北
向资金累计净流入已经超过1311亿元。

临近月末，上市公司2022年度业绩预告密
集发布。截至1月30日，已有超过1400家上市公
司发布2022年度业绩预告，其中超半数预喜。
据广发证券统计，家电、煤炭、交运和电力设备等
行业的年报业绩预喜率相对较高，部分高端制造

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年报业绩明显加速。
证监会此前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全面深化资

本市场改革走稳走深走实，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
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新一轮推动提高上市公司
质量三年行动方案，大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发

展，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业内人士认为，在新的一年，中国特色现代

资本市场加快建设，资本市场功能不断健全，将
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好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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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北京证券交易
所发布并施行《北京证券交易
所政府债券交易细则》，交易
细则明确了交易债券范围，北交
所与中央结算公司合作开展政
府债券交易结算业务，托管在中
央结算公司的政府债券及北交
所认可的其他交易品种，可以通
过北交所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2年，全国规模以
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121805亿元，比上年
增长0.9%。

中国整体疫情进入低流行水平

兔年首个交易日
A股成交超万亿

兔年的首个交易日没有让股民失望，三大
指数全线飘红。多位机构人士认为，2023年A
股市场将明显强于2022年。在市场风格上，短
期蓝筹股、白马股具有优势，后期成长股或呈现
更多机会。

今年A股市场将明显强于去年

1月“开门红”行情，已令不少投资者“开
胃”，而在不少机构人士看来，兔年的行情更值
得期待。

针对A股市场的行情节奏，申万宏源研究
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分析师王胜认为，今年大概
率有两波行情，由于市场各方对于未来经济逐
步恢复是有期待的，越往后可能会越乐观，这反
而导致今年春天的投资机会更值得关注。展望
兔年市场风格，天风证券研究所所长赵晓光认
为，市场风格会更加均衡，很多行业都处在估值
底部，具备上涨的逻辑和空间。

从春季行情角度看，赵晓光认为，第一波机
会来自估值修复板块。春节前后，一季度业绩
同比增长确定的，比如信创、智能汽车、新能源
等板块，在春节后特别是一季度末到二季度，应
该处于补库存的周期时市场机会可能是比较普

遍的，无论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板块，还是
传统行业周期性行业，随着政策的推动，都存在
相应的机会。

德邦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吴开达认为，兔
年政策回暖，基本面筑底回升，盈利底部有望
在一季度出现，而2022年制约A股的海外流动
性也有望出现缓解。目前疫情影响逐步退潮，
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且市场估值水平较2022
年初更低，因此乐观看待A股走势，市场不乏
机会。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弛也认为，
2023年A股市场将明显强于2022年，2023年上
半年的投资环境最为优越，经济基本面、市场流
动性及风险偏好均由底部向上。

成长股或接力蓝筹白马板块

在1月的反弹之中，沉寂多时的白马股、蓝
筹股出现了普遍性上涨，去年市场一直高度关
注的新能源等则相对平淡。

长城基金表示，在经济弱复苏判断下，2023
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可能都没有
特别超预期增长的板块，产业链标的出现普涨
的概率也较小，投资上应以精选个股为主，积极

寻找各个细分行业有超额盈利能力的优质标
的。方向上，短期偏向于“蓝筹搭台”，从2-3年
维度来说，还需要“成长唱戏”。

在蓝筹股、白马股持续领先一段时间之后，
一些投资者也比较关心当前的市场偏好能否形
成更长一段时间的市场风格。对此，开源证券
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弛认为，就2023年一季度而
言，白马股、蓝筹股的超额收益或难以持续，主
要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困境反转逻辑已经基本
兑现；二是随着股价持续上涨，白马股、蓝筹股
等估值的绝对优势已逐步减弱；三是预期影响
一般持续性不强，而短期内又难以看到明显的
基本面数据改善。

“在经济拐点确立后，市场目光将伴随扩内
需与供给侧改革驱动的‘新发展’规划重新聚焦
成长股。”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
析师高挺表示。在经济下行周期，防御板块往
往容易跑赢大盘，例如对经济周期性变化敏感
性低的新能源等成长行业。在经济修复的过程
中，对经济表现敏感的周期板块表现更出色。
从过去几轮经济周期的变化总结，市场往往先
于经济实质性改善而提前出现快速的估值修
复，这一过程的领跑者预计将来自对经济活动
更为敏感的周期行业。

2023年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

发热诊室的诊疗量处于低位，初一诊疗量最低，之后有一
定的回升，但一直低于节前的诊疗量，减少40%左右

和2022年12月23日的峰值相比，下降94%
2023年1月27日，基层机构的普通门、急诊的诊疗量是
203.6万人次，与节前相比减少近三成

>>>A>>>A22版版

兔年A股行情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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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记者30日从
财政部了解到，2022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营业总收入达825967.4亿元，同比增
长8.3%。

财政部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
有企业利润总额43148.2亿元，同比下降5.1%；
国有企业应交税费59315.7亿元，同比增长
8.4%。截至2022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
债率64.4%，上升0.4个百分点。

去年全国国有企业
营收同比增长8.3%

截至昨日收盘
上证指数

收报3269.32点
涨0.14%

深证成指
收报12097.76点

涨0.98%

创业板指
收报2613.89点

涨1.08%

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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