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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形反弹涨超1%
沪指重回3300点

财富志0606 >> 2023年5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何恒

视觉 陆晓霞 徐剑 校审 曹珂

5月15日，大盘午后集体冲高，沪指V形反
弹涨超1%重回3300点，早间一度跌超1%，创
业板指大涨超2%。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310.74 点 ，涨
1.17%，成交额为 4317 亿元；深成指报
11178.62 点，涨 1.57%，成交额为
5066亿元；创指报2299.93点，涨
2.11%，成交额为2224亿元。

我国当前经济没有出现通缩

报告提到，未来几个月受高基数等影响，CPI将
低位窄幅波动。今年5-7月CPI还将阶段性保持低
位，主要受去年同期CPI涨幅基本在2.5%左右的高
基数影响。但要看到，随着基数降低，特别是政策效
应将进一步显现，市场机制发挥充分作用，经济内生
动力也在增强，供需缺口有望趋于弥合，预计下半年
CPI中枢可能温和抬升，年末可能回升至近年均值
水平附近。

当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通缩主要指价格
持续负增长，货币供应量也具有下降趋势，且通常伴
随经济衰退。我国物价仍在温和上涨，特别是核心
CPI 同比稳定在 0.7%左右，M2 和社融增长相对较
快，经济运行持续好转，不符合通缩的特征。中长期
看，我国经济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条件合理适度，
居民预期稳定，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一季度新增贷款10.6万亿元

总的看，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实现
了较好的调控效果，有力支持经济发展恢复向好。

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
10.6万亿元，同比多增2.27万亿元；3月末人民币贷
款、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
长 11.8%、12.7%和 10.0%。信贷结构持续优化，3 月
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
增长26.0%和41.2%。

企业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稳中有降，3 月
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5%，较去年同期
下降0.41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14%，较去年同期下降1.35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
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3月末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717元，较上年末升
值1.4%。

经济运行有望持续整体好转

经济延续复苏态势有诸多有利条件。一是居民
收入增长有所恢复，消费场景改善，消费倾向回升，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内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二是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基建投资继续发
挥稳增长重要支撑作用，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力度
加大，房地产走稳对全部投资的下拉影响也会趋弱。

三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齐全，配套能力强，出口
仍具备结构性优势。

四是已出台政策措施持续显现成效，积极的财
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服务实
体经济力度加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
展营造了适宜环境。

总体看，我国经济运行有望持续整体好转，其中
二季度在低基数影响下增速可能明显回升，为顺利
实现全年增长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据凤凰网、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3年第
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回应通缩、存
款利率、人民币汇率等热点问题，并对中国宏观
经济进行展望。

报告指出，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5%，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

一是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3月17日宣
布降准0.25个百分点，并运用再贷款、中期借
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更加注重
把握好节奏与力度，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推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持续释放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好存款利率市
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指导利率自律机制成
员根据市场利率变化合理调整存款利率，促进
实际贷款利率稳中有降。继续落实首套房贷利
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三是发挥结构性政策工具作用。用好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
支持力度，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继续落实好科技
创新、普惠养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政
策，创设房企纾困专项再贷款和租赁住房贷款
支持计划。

四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深化汇率
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
决定性作用，注重预期引导，增强人民币汇率弹
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
定器功能。五是加强风险防范化解。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风险，加快推进金融稳定保
障体系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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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央行发布重磅报告
我国经济未现通缩

大盘表现
超3500股处于上涨状态

就板块看，大金融、中字头等权重板块
午后全线回暖，中船汉光、中国船舶、中船防
务、中国高科、中国科传涨停，中国人寿、光大证
券一度触及涨停，锂电、光伏等新能源赛道股全天
活跃，晶澳科技、天齐锂业、融捷股份等多股封板；传
媒、游戏等AI应用方向领跌两市，凯撒文化、掌阅科技、
新华网等触及跌停，近期活跃的纺织服装板块回调。总体
看，个股涨多跌少，超3500股处于上涨状态。

就盘面而言，中船系、盐湖提锂、保险板块涨幅居前，游戏、
传媒、纺织服装板块跌幅居前。

原因分析
多因素致沪指V形反转

A股三大指数齐飞，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首先，援引上证报报道，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工商银行

承办的“沪市金融业专题座谈会”将在本周三召开。此次会议讨
论的重要内容为“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促进金融业估值提升
和高质量发展”。参会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基金和券商人士。

受此消息影响，沪指午后涨超1%站上3300点，早盘一度跌超
1%，保险、券商、中字头等权重板块集体拉升，光大证券触板，中国
人寿涨9%再创阶段新高，中船系集体爆发，中国船舶封涨停。

其次，上海有色网最新报价显示，5月 15日，碳酸锂涨
16000元报25.8万元/吨，创逾1个月新高，连涨8日，近5日累
计涨26%；氢氧化锂涨14500元报24.2万元/吨，创逾1个月新
高，连涨6日，近5日累计涨21%。

此外，锂电产业链下游排产也于近期逐步回升。
15日，新能源板块全天维持涨势，其中锂矿板块掀涨停潮，

盛新锂能、天齐锂业、中矿资源、永兴材料、融捷股份集体封板，
天华新能涨近12%。

后市展望
重点关注上市金融央企

日前，国资委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国
资央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职责使命，聚焦主业、做强实
业，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短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要强化顶层设计，增强国资监管工作协同和政策协同，抓紧
优化考核、薪酬、主责主业、投融资等监管政策，打好组合拳，为
中央企业更好服务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机构表示，“中特估”有利于推动央国企改革和发展。自国
家提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以来，央国企改革已成为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特估”作为央国企改革和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能强有力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估
值、做大做强国企。

东吴证券指出，险企、券商等金融机构在自有资金投资过程
中青睐低估值高股息策略，权益资产持仓中含有大量“中特估”
标的，因此“中特估”的行情演绎以及央国企估值重构的过程将
使得险企、券商在资产端重点受益。

保险是金融“中特估”下最为受益的板块。个股层面，东吴
证券建议重点关注上市金融央企相关的投资机会，具体包括以
下三条投资主线：一是低估值高股息。随着“中特估”概念的提
出，央企在稳定性方面的优势逐渐收获市场认同。叠加金融板
块基本面景气度随经济回暖而改善，低估值金融央企将收获合
理的市场定价。另一方面，在外部扰动加剧的背景下，盈利能力
稳定、股息率领先的央企有望享有确定性溢价。因此，东吴证券
推荐新华保险，建议关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
行、光大银行。二是国企改革。中央汇金是金融机构市场化改
革的引领者，也是金融领域国企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汇金系
上市金融央企有望在“中特估”行情演绎过程中成为核心受益标
的。建议关注中国银河、中金公司。三是“一带一路”。在“一带
一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的过程中，实
业类央企上市金控平台将充分受益于自身产融结合优势以及股
东海外经营规模的扩展。推荐国网英大，建议关注中油资本、中
粮资本、五矿资本、中航产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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