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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8日，由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学

家Ranga Dias领衔的团队在美国物理学会3月会

议上宣布，该团队研发的超导体（由氢、氮和镥组

成的材料）在近环境压强（1Gpa，一万个大气压）下

实现了室温超导。由于这一发现可能颠覆多个传

统行业，给人类科学文明带来巨大改变，一时间全

球科技圈为之震动。有消息称，上述成果发布时，

所在的会议室越来越拥挤，直至保安出于安全考

虑在门口拦人，多位物理界人士也都被堵在门口

不让进。

与此同时，A股投资圈的小伙伴们也连夜学习

和重温基础物理知识，并在各个群展开热烈讨论。

3月9日，A股三大股指震荡收跌，通信板块午

后重拾涨势。Wind数据显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

跌 0.22%，报 3276.09 点；深证成指跌 0.16%，报

11579.99点；创业板指跌0.21%，报2372.68点。概念

板块中，连板、光刻胶、航运精选等板块涨幅居前，光伏
逆变器、免税店、光伏玻璃等板块跌幅居前。

两只概念股机构关注度最高

A股从事超导材料及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公司不多。

西部超导主要从事高端钛合金材料、高性能高

温合金材料、超导材料及应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联创光电参股子公司联创超导是国内超导设

备领域领先公司。

永鼎股份子公司东部超导去年与江西联创签

订了70km高温超导带材框架协议后，单月完成带

材交货量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北上资金看好超导概念股，净买入

西部超导、中天科技、沃尔核材超亿元，分别为3.72

亿元、1.6亿元和1.3亿元。

机构评级方面，中天科技、西部超导关注度最

高。中天科技有23家机构评级“买入”和“增持”；西

部超导有20家机构评级，其中14家评级“买入”，6

家评级“增持”。

将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复

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李世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发现还有待证实。如果被证实，由于其所需压力

也不算高（此次的合成和测试条件跟之前相比已经

宽松很多），这将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从应用

场景来看，虽然是室温超导，但是因为需要上万个

大气压，其应用的场景会极为有限。目前最重要的

还是其他研究组来证实该发现。

室温超导意味着什么？先要从超导体说起。

几乎所有导体都存在电阻，而电阻的存在会耗

费局部电能，以热的方式散失。这使得从日常小电

器到特高压电线，无不存在电能损耗。

超导体却意味着一种不存在电阻的状态。没

有电阻就不会产生焦耳热，因此超导体可以应用于

大规模集成电路，制备超导计算机；能够承载较大

电流而不会有电流损耗，取代现有的高压输电线、

制造超导电机等。

超导体还具有完全抗磁性和约瑟夫森效应两

个特征。磁悬浮列车就应用了完全抗磁性原理，列

车和轨道上装备的超导磁体使列车悬浮在空中。

通过改变轨道上磁场的取向，可以使列车保持向前

运动。利用约瑟夫森效应，可以制作超导量子干涉

仪，用于测量非常微小的磁信号。

早在 1911 年，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昂内斯

（Heike Kamerlingh Onnes）就已发现，当温度降

低至4.2K（约-268.95℃）时，浸泡在液氨里的金属汞

的电阻会消失。但至今，超导材料都未获大规模

应用，极端温度始终是材料进入超导状态的必备

条件。

室温超导如果能实现，无疑会带来巨大突破。

但早在2020年，Ranga Dias团队就石破天惊地宣

布，研发出一种新型含碳的硫化氢材料，可在室温

下实现超导。但这种新材料提出了另一极端条件

——267GPa（267万个大气压）的高压。如此高压

的实现难度和成本，都远超极端温度。

更具乌龙色彩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当年曾登上

《自然》封面，最终却以撤稿结束。

而今，Ranga Dias团队研发的最新材料仅需

1Gpa的压强即可实现常温超导。那么，这一压强数

值究竟有没有实用意义？

有人认为，这种压强要求仍不可能做成实用化

导线，实现零下200摄氏度度比实现1Gpa压强更容

易且更经济，因此室温超导技术目前并没有产业化

应用价值。有说法称，依靠普通等静压机完全可以

实现1Gpa环境，超导商用已经在朝我们招手。

3 月 8 日的《自然》网站上，再次登出这一研

究。但无论如何，1Gpa的室温超导也同样有待其他

物理学家验证。甚至由于撤稿前科，这一研究成果

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综合

冷清的基金发行市场出现丝丝“暖意”。

今年以来，受权益市场行情表现不佳影响，新

基金发行市场较为冷清。

进入3月份，新基金发行出现回暖迹象，如博时

均衡优选混合基金募集29.95亿元，成为今年以来

募集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产品，而近2周新成立的

主动权益基金发行总规模占今年全年的一半。

基金公司在主动权益基金的发行布局上更为

谨慎，多数新基金由绩优基金经理担纲，此举也有

望进一步推动提升新基金发行的热度。

年内募集规模最大主动权益基金成立

博时均衡优选混合基金3月8日发布公告称，

基金合同于2023年3月7日正式生效，募集期间合

计募集金额29.95亿元，为今年以来募集规模最大

的主动权益产品。

公告还显示，基金有效认购总户数为2.77万

户，其中公司从业人员认购666.97万份，基金经理

曾豪认购份额在100万份以上。

资料显示，博时均衡优选混合基金为一只行业

均衡配置的基金，基金经理为曾豪。博时均衡优选

混合基金为曾豪在管的第4只产品，最新管理规模

为67.64亿元（含共管基金）。

在此之前，今年发行规模较大的还有姜诚管理

的中泰元和价值精选，成立于2月17日，发行规模

为22.18亿元，刘潇管理的华安匠心甄选发行规模

20.83亿元，丘栋荣管理的中庚港股通价值18个月

封闭发行规模19.77亿元。

权益市场行情表现不佳，基金公司在主动权益

基金的发行布局上更为谨慎。基金投资者对于新

基金的认购也更趋于理性。

不难发现，今年敢于在冷清的发行市场进行布

局的基金经理，多有优异历史业绩证明以及与当下

市场相契合的投资策略。

曾豪近期表示，博时均衡优选混合基金将是他

十四年成长的积淀。其作为成长风格基金经理，同

时也注重回撤控制，通过降低组合资产相关度，以

择时和行业轮动体系辅助来控制回撤，减少净值波

动，优化客户体验。在投资策略方面，曾豪以自下

而上为主，精选竞争壁垒高、业绩不断加速的优质

成长股，以自上而下为辅，如通过系统化指标决定

股票仓位、通过板块配置优化基金组合、通过行业

比较系统优选行业景气度向上和估值低的行业，其

选股基于4个维度，即公司核心竞争力、行业景气

度、ROE、估值。

姜诚则是追求安全边际的坚定价值投资者、丘

栋荣则擅长低估值和价值投资，2位基金经理管理

的多只产品净值均在近期创下历史新高。

基金发行市场近期回暖

整体看，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发行市场较往年

冷清，至今未有主动权益基金发行规模突破30亿

元，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的主动权益基金仅有11

只，超半数基金发行规模不足5亿元，10只主动权益

基金发行规模未超过迷你基金5000万元的门槛。

不过，相比年初，近期基金发行有显著回暖迹

象。截至3月8日，3月以来已有43只基金宣布成立，

总发行规模484.55亿份，超过1月份的407.3亿份，其

中债券型基金、FOF基金发行总规模均超过了1月份。

权益类基金产品发行也在回暖。股票型基金和

混合型基金3月份发行总份额已接近今年1月份。

Wind数据显示，近2周新成立的主动权益基金发行

总规模占今年全年的一半，除了博时均衡优选混合

基金近30亿元募集规模外，刘潇的华安匠心甄选、张

燕的农银汇理景气优选和韩文强的景顺长城致远分

别成功募集20.83亿元、17.54亿元和12.82亿元。

近一个月有3只主动权益基金发行规模在20

亿元以上，这3只基金同时也是今年发行规模最大

的3只主动权益基金。

近期有不少基金还宣布提前结束募集期，如钟

贇管理的南方景气前瞻混合基金3月8日公告称，

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3月21日提前至3月10日；陈

良栋的长城产业臻选混合基金募集截止日由原定

的4月4日提前至3月10日；华安基金在2月28日

公告称，旗下华安匠心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提

前结束募集；国投瑞银策略智选混合则在2月25日

披露了提前结束募集公告，将最后一个募集日提前

至2月24日，募集期缩短了一周。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权益类产品发行回暖，

一方面得益于近期市场逐渐修复，另一方面，中国

经济复苏势头强于预期，有望驱动增量资金入市和

市场情绪抬升。

由绩优基金经理挂帅新产品也有望进一步推

动新基金发行的热度。目前处于发行阶段的主动

权益基金有38只，其中信澳优享生活的拟任基金经

理杨珂、国投瑞银比较优势一年持有拟任基金经理

綦缚鹏近年来均有不俗业绩。

展望后市

在市场动荡期发行的基金产品，基金经理将

以何种操作思路应对？对于市场未来走势有何种

见解？

博时基金曾豪表示，接下来将聚焦三条投资主

线：第一条是高成长型的景气赛道，对人工智能，新

能源板块的大储逆变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电子

被动元器件等相对乐观；第二条是困境反转的大消

费，尤其看好医药医疗、食品饮料和免税机场等方

向，医药将聚焦于医美、消费医疗和创新药，食品饮

料则更看好高端白酒和小食品；第三条是顺周期板

块的阶段性机会，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有色、化工和

建材等产业有望出现不错的投资机会。

中泰资管姜诚近期在一场访谈中表示，试图通

过牛市来赚钱的这种愿景实现难度会越来越大，因

此不用精准预测未来市场会怎么走，分化一直会持

续下去，买入一只股票的出发点也从来不是认为它

会涨，而是认为它值钱，要以买资产的视角去衡量

企业是否物超所值。

往后看，绩优基金经理信达澳亚杨珂表示，医

药板块的投资逻辑可能要从赚估值修复的钱转向

赚业绩的钱，投资的结果更多呈现出来的是其自

下而上筛选出来的符合标准的标的，关注比较多

的细分领域有：第一是创新药，包括研发管线组成

的医药公司，特别是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单品上

市的，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第二是医疗服务，

疫情期间，他们严重受损，但疫情复苏的话，他们

会受益比较多；第三是医疗器械，其中包括医疗设

备和耗材等；第四是药店，药店的长期增长逻辑是

内生开店加外延并购；第五是偏医药消费属性的，

非医保支付的，由消费者自己买单的产品，下游客

户比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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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逐渐修复 新基金发行显著回暖

年内募集规模最大主动权益基金诞生

“室温超导”火了 相关概念股集体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