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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3年A股盈利增速将达到15%”，瑞银

证券中国策略分析师孟磊在3月7日的媒体电话会

议上表示，“目前A股仍处于估值较低水平，给投资

者提供了非常好的布局机会。”瑞银预计，中国股票

今年有望上涨15%左右，并大幅跑赢亚洲股市。

就在此前，3月6日，瑞银集团上调了对中国

2023年、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强调对中

国经济前景的信心。瑞银称，中国经济复苏强于预

期，预计消费者信心将进一步得到提振。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

涛表示：“对于今年和明年的预测上调，我们把今年

的GDP增长从4.9%调到了5.4%，明年从4.8%调到

了5.2%。”

孟磊还强调，北向资金回归中国已经开始了，

海外投资者在去年底开始逐步回归中国，对冲基金

先行，公募基金会慢慢回归，对于A股市场来说外

资更像一个定投的趋势，已经回归到了长期趋势

线，预计全年会有3000多亿元的净流入量。

事实上，近期，多家外资巨头发声，纷纷对中国

经济前景表示乐观，或直言中国经济反弹可能会在

2023年提前完成。

预计今年A股盈利增速将达15%

孟磊表示，我们对今年盈利预测会放在15%或

者更高的水平。据瑞银证券最近一次调研显示，有

更明显的大规模的企业家开始预计未来半年订单、

利润率会复苏，而且预计大幅上升比例的人数，比

之前高很多，甚至达到了2017年以来十次调研最高

的水平。

孟磊称：“2023年A股的盈利不太会是负面的

状态，更多的会往好的方向走，估算下来有 15%

左右。”

汪涛在媒体会上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

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现实且符合市场预期。

货币政策方面，汪涛称政策基调是稳健，但相

对是积极的。他表示：“我们觉得今年货币政策主

要还是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并且保持信贷增长可能

比较快，不会出现政策利率的下调，政策利率包括

MLF或者回购利率。”

汪涛继续说道：“但中央也讲到了可能要利用

存款利率市场的机制等等，所以我们觉得银行实际

的存款利率可能略有下调，引导贷款利率（LPR）也

略有下调，并且给降低按揭利率提供一定的空间。

今年的信贷增长我们预测大概是10%左右，比去年

的9.5%要提高，所以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稳健中略有

积极的基调。”

消费及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值得关注

行业配置方面，瑞银证券中国策略分析师孟

磊重点提到了两个板块，消费板块和新能源电池

产业链。

孟磊称，今年经济复苏大部分来自消费，春节

之后投资者对于消费板块不能说没有热情了，更多

的是开始产生一定的挑剔性心态和怀疑态度，因为

没有更多的数字来证明消费特别好，且短线没有看

到非常明显的数字。但如果对经济复苏有一定的

信心、场景的表现、超额储蓄的释放，越来越多的老

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经济复苏往好的方向走，

消费板块现在的估值处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盈利有

上升的空间，所以我们依然会放在最重点的配置。

新能源电池产业链作为投资者争议较大的板

块，孟磊认为主要原因是行业竞争激烈，没看到大

规模资金介入。但从三年、五年的成长性来看，孟

磊表示对中长线投资者是较好的布局机会。

孟磊进一步详细阐述道：“如果我们做得短一

些的话，信创、计算机软件，也就是我们说的数字经

济主题是非常好的布局机会。计算机软件最主要

的动力来自去年二十大报告对于国家安全的提

出，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数实融合的提出，

也包括最近政策层面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加上去

年基数较低，今年盈利弹性会比较大，所以计算机

软件从去年底10月份以后开始作为重点推荐，目

前来看这个股价表现不错，我们认为还会有进一

步的上行动力。”

汪涛在谈及产业政策重点时也提到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是长期发展的方向，意味着产业政策也会

支持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

源、电网的改造升级配合整个能源结构未来的发

展，清洁煤炭等。

PMI超预期企业盈利推动市场反弹

除瑞银证券外，近期还有多家外资机构表达了

对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或直言中国

经济反弹可能会在2023年提前完成。

据利得研究院数据，随着春节假日因素和疲情

影响消退，制造业企业生产恢复加快，市场需求继

续改善，生产、需求端PMI 指数均到达荣枯线之上。

生产端来看，春节后各行业复工复产，2月生产

指数录得56.7，前值49.8。需求端来看，2月新订单

指数录得54.1，前值50.9。其中，新出口订单录得

52.4，前值46.1。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亚洲宏观经济研究主管陈

东也提到，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从1月的50.1%进一步升至2月的52.6%，高于市场

预期。

陈东表示：“最新PMI数据符合我们的观点，即

中国经济反弹可能会在2023年提前完成。我们预

计增长势头在短期内将保持高位，并可能在二季度

达到顶峰。”

富达国际近期的分析师调查显示，在全球主要

经济体中，今年中国或将成为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强

劲、企业营收增速最快的国家。而且还有重要的一

点是，根据富达国际对追踪新订单和成品库存领先

指标的监测，看到工厂已恢复运转，而这将利好企

业盈利。

富达国际亚洲技术研究主管韩锋、富达国际多

元资产基金经理George Efstathopoulos、富达国际

多元资产分析师马良良表示，中国企业正受益于一

系列有利因素，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

策，充足的货币供应量、处于历史地位的抵押贷款

利率，以及保持温和的通胀。

据《中国基金报》

全球巨头强势唱多A股：再涨15%！

国企低估的投资机会正吸引越来越多投资

者的目光。资金已闻风而动，中字头概念股近期

持续活跃，从后续增量资金来看，国企已成为公

募基金重点布局方向，多只新产品蓄势待发。在

多位机构人士看来，伴随各项配套制度不断完

善，国企估值有望重塑。

“中”字头产品表现抢眼

近日，市场较为震荡，但多只中字头概念股较

为坚挺。3月8日，中兵红箭、中国电信、中国软件、

中国联通等涨幅超过3%。拉长期限来看，自2月9

日以来，截至3月8日，东财中字头概念指数涨幅

近7%。

布局国企的基金近一个月业绩领先。以中泰

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为例，截至3月7日，该基金

近一个月收益为5.49%，从基金持仓来看，截至去年

年底，中泰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前十大重仓股包

括中国铁建、中国建筑、农业银行等多家国企。

对于近日中字头概念股表现较为亮眼的原

因，广发中证基建工程ETF及联接基金经理霍华

明表示，近期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明

确，今年国资委新增ROE和营业现金比率作为央

企考核指标，同时减轻对资产负债率指标的刚性

束缚。此次考核指标的调整，表明国资委对于央

企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有切实的措施，未来不排

除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这有利于加速构建中

国特色估值体系，更好地激发基建蓝筹等国有企

业价值重估和回归。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的看法

也较为相似。他认为，政策端对国企改革的重视

程度提高，同时，在长期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方面也需要国企力量的

支持，可以关注基本面业绩优秀的国企，包括基

建、煤炭、交运等板块。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政策频现利好以外，

国企估值普遍较低，对资金吸引力也较大。许多

优质的国企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投资性价比，过去

几年，国企的盈利增速、ROE等指标均表现良好，而

中证国企指数平均市盈率低于A股整体平均水平。

投资价值引关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月以来，逾50家国企迎

来机构密集调研。

德邦基金资深策略研究员施俊峰透露，近期

主要对国企进行了调研。“机构以往对国企的调

研是极为低频的，春节后调研频次迅速增加，在

调研预约难度降低的同时，国企的保守风格也在

转变，愿意与投资者进行更加坦诚的交流。”

频繁调研背后，显示机构对国企投资机会格

外关注。

2020年股票型基金冠军陆彬表示，随着国企改

革和考核制度的不断改善，国企价值有望迎来重估，

经营方面可能迎来较大改善。“我们发现，很多国企

在量化考核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企业的估值

也非常便宜，是我们近期新增的关注方向。”

易方达基金董事总经理、权益投资管理部总经

理付浩表示，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将持续挖掘国

企改革带来的红利，从企业的经营治理机制改善、产

业链供应链转型优化、产品迭代升级、盈利水平和资

本回报质量提升等视角出发，寻找竞争力不断提升、

具有做大做优做强潜力的国有企业。

机构密集布局产品

除了积极调研，公募基金正密集布局相关产

品。2月13日，易方达基金申报的国企主题混合

基金获批发行；2月24日，鹏扬基金上报了鹏扬中

证国有企业红利ETF；2月27日，景顺长城基金上

报了景顺长城国企优势混合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头部基金公司已打造出

较为丰富的产品线。例如，广发基金培育并储备

了广发中证央企创新驱动ETF及联接、广发中证

基建工程ETF及联接、广发央企80债券指数等

“广发央企红”系列主题公募基金产品。

广发基金表示，一方面，将加强对现有产品

的投资管理，持续深化对国企基本面的理解；另

一方面，加强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认识和了

解国企，在充分知晓相应板块风险收益特征的基

础上，分享国企发展的红利。 据《上海证券报》

国企投资机会受关注 公募积极掘金
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私募行业，一批出色的女性

基金经理为投资人创造了长期稳定业绩。谈及后

市，多位女性基金经理表示，2023年经济复苏态势较

为确定，相关机会也将持续涌现。

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管理基金产品数量在2只

及以上、且有业绩显示的女性私募基金经理共282

位，其中，所在公司管理规模在50亿元以上私募女将

共计13位，百亿级私募女将则有5位。

从业绩表现来看，截至2月底，有业绩记录的

277位女性基金经理今年以来整体收益为3.67%，其

中232位实现正收益；近一年来有业绩记录的254位

女性基金经理整体收益为0.81%，其中124位实现正

收益；近三年来有业绩记录的135位女性基金经理整

体业绩为44.76%，其中116位实现正收益。

如果从近三年、近一年、今年以来三个时间维度

筛选出业绩排名靠前的100名女性私募基金经理，可

以发现共计18位基金经理同时登上排行榜，其中李

蓓近三年来收益率接近170%，在排行榜中座次领先。

今年以来整体取得正收益的女性基金经理，后

续投资将瞄准哪些方向？拙愚资产基金经理孙艳认

为，在经济复苏背景下，大部分行业盈利预期会在去

年低基数基础上有所增长，尤其是业绩稳健的高股

息率蓝筹股、高端白酒为代表的部分细分消费板块

值得重点关注。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部分新能源

产业链的优质公司当前长期成长空间与估值较为匹

配，可以持续关注。 据《上海证券报》

女性私募基金经理
今年业绩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