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路资金入场抢筹 三条主线布局

本报记者 吴玉华

A股市场在2月3日深度调整后开启反弹模式。 截至2月21日收盘，2月以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2.12%，深证成指累计上涨8.87%，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5.51%。 上证指数站稳300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创下反弹新高。 资金面上，

北向资金和融资资金持续入场抢筹。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政策预期不断强化，企业复工有序进行，经济有望逐步恢复，A股市场环境大幅改善，为A股市场修复性上涨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市场中长期向好趋势依旧。

北向资金加仓逾420亿元

2月以来，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420.45亿元，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入262.79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157.65亿元。

具体来看，截至2月20日，2月份前14个交易日北向资金仅在2月5日、2月7日、2月10日和2月18日出现净流出情况，其他交易日均表现为净流入，其中有两个交易日净流入超百亿元，分别为2月3日净流入181.89亿元和2月6日净流入

105.58亿元。

2月北向资金具体如何加仓？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对798只个股进行了加仓，其中对中国建筑、包钢股份、永辉超市、三一重工、南山铝业、平安银行、二三四五加仓股数居前，分别加仓了8374.26万股、7463.04万股、6913.30万股、6090.33万股、5807.42万股、5168.97万股、5000.78万股，此外对上海机场、伊利股份、中国国旅、白云机场、格力电器、招商轮

船、卫宁健康、建设银行、中国铁建等9只个股的加仓也超过3000万股。从加仓股数来看，北向资金对白马股的偏爱更为明显。

从加仓流通股比例情况来看，2月份北向资金对65只个股的加仓流通股比例超过1%，对丸美股份、珀莱雅、上海机场、欧派家居加仓的流通股比例超过4%。 可以看出，在北向资金加仓流通股比例居前的个股中，仍以白马股和消费股为

主。

2月以来的行情，科技股表现强势。 从北向资金的加仓个股情况来看，科技股也占据了重要部分，如对润和软件、恒生电子、鸿远电子、中贝通信、联创光电等个股加仓的流通股比例都超过1%。

2月北向资金在加仓核心资产的同时，对一些科技股也进行了明显加仓。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对2119只个股有持仓，持有A股总市值达1.55万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深化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A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也将会持续提高，2020年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趋势预计将延续。

融资客加仓逾480亿元

除北向资金加仓外，融资客也持续加仓。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两市融资余额达10755.98亿元，2月融资资金净买入额达486.62亿元。 融资客仅在2月3日、2月4日、2月11日、2月14日进行了减仓操作，其他交易日均为

加仓。

2月融资客加仓超480亿元，具体加仓了哪些行业板块及个股？

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 2月 20日，申万 一级 28个行 业中， 2月 份融资 客对 15个 行业进行 了加仓 ，对 13个行 业进行了 减仓。 在 加仓的 15个行业 中，融资客 对电子 、计算机 、医药生 物行业加 仓金额 居前，

分别加仓 了 148 . 08亿元 、64 . 42亿元、63 . 21亿 元，可以看 到融资 客显著 加仓科 技板块 ，此 外，对通 信行业 加仓了 13 . 86亿 元，对电 子 、计算 机、通信 行业合计 加仓了 226 . 36亿元，占 2月份 融 资 客 加 仓 总

额的 46 . 52% 。 在融资 客减仓的 13个行业 中，对食 品饮料 、商业贸易 、休闲服 务的减 仓金额 居前，分别 减仓了 11 . 11亿元、 7 . 62亿 元、 7 . 29亿元。

从个股情 况来看 ，Choice数据显 示，截至 2月 20日， 2月份 融资客 对国轩 高科 、宁德 时代 、浪 潮信息 、TCL科技 、深康 佳A 、天齐 锂业、用 友网络 、中国卫星 、中信证 券 、立讯 精密 的 加 仓 金 额 居 前 ， 分 别

为10 . 41亿 元、9 . 41亿元、8 . 99亿 元、8 . 92亿元 、8 . 78亿元、 7 . 92亿 元、 7 . 56亿元 、 7 . 16亿元、 7 . 05亿元 、6 . 48亿元。 可 以看到 ，融资客 加仓居前 的个股 中，科技 股占据多 数。 而从 市场表 现情况 来看，

这些个股 2月份均 取得上 涨，截至 2月 20日，浪潮 信息 、TCL科 技 、用友 网络等个 股 2月涨 幅超过 30% 。

融资客持续加仓反应了当前市场风险偏好较高。兴业证券表示，再融资新规较征求意见稿略超预期、创业板相对更受益，决策层、财政部、“一行两会”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稳增长、支持恢复生产，市场短期风险偏好和情绪有望继续提升，继

续对市场保持积极心态，把握大创新科技成长机会。

三条主线布局市场

除北向资金和融资客持续加仓外，来自于公募基金的增量资金也持续入场，2月出现多只爆款基金。在增量资金持续入市的背景下，截至2月21日收盘，2月以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2.12%，深证成指累计上涨8.87%，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5.51%。2月19日、2月20

日、2月21日A股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万亿元。

在上证指数站稳3000点，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均创下本轮反弹新高的情况下，对于当前市场如何来看？

光大证券表示，不建议短期交易性资金过度博弈，宜继续耐心持仓，对于长线资金仍可继续买进。3月市场将面临经济数据考验，因此后期需更加关注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方向和力度，基建发力和稳定居民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配置上，关注在疫情冲击后基本面仍向好的行业，以及逆周期调节受益的行业。消费方面，继续关注医药的结构性机会以及缓解疫情冲击的在线消费领域，适当关注未

来可能受益的逆周期调节的汽车，整体继续看好TMT板块，周期可关注基建开工相关的建材、机械、化工等行业。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在企业复产复工完全恢复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将保持呵护态度以稳定经济。 市场流动性充裕，随着企业逐渐复工，市场主导因素将从利率下行切换到复工节奏。 从复工主线来看，建议投资者配置上把握三条主

线：第一，随着企业逐渐复工，此前需求被压缩的汽车、食品饮料、家电、社服等消费行业将重新反弹，需要加配；第二，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与流动性充裕的券商板块；第三，产业景气上行、流动性政策支撑的科技板块，尽管相对消费性价比已

不突出，但确定性强，维持标配。

中信证券表示，预计随着复工恢复，经济预期下修也将告一段落，增量配置资金寻“洼地” ，与动量型资金相互反复接力。 在政策和增量流动性推动下，市场向上仍有动力。 科技依然是全年主线，调整即是配置机会，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

看，重点关注券商、汽车、房地产、上游工业品、建材及银行的轮动机会。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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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非常道

突发事件激发做多热情

□金学伟

投资是一种充分个性化的事，哪怕夫妻间、兄

弟间都无法互相替代。如果两人账户一个人管，要

么这个人非常强势，要么另一人完全不管，否则就

很难做好。

我和我太太也一样。 重大判断，比如大势、

行业板块她听我的，偶尔拿少量股票做个

T+0

，

卖出的价位以及成交后的买入价位也会征求我

的意见，大家就各做各的。 我不会管她的仓位、

操作，她也不会关心我的仓位和操作。因为我们

俩根本就是两种类型的投资者， 她是一个积极

进攻型的，看好的股票满仓加顶格融资，跌了随

它去，再大的浮亏也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

而我则是个随机型，喜欢按理出牌，喜欢尝试各

种模型。 两种不同风格，谁给谁建议都不合适，

都是错的。

股市是一个共生系统，不同风格、不同流派、

不同偏好在这里交汇， 各赚各的钱， 井水不犯河

水。亏了，思过。赚了，也没必要满世界嚷嚷，似乎

天底下就数我这种方法最好，是唯一正确的，你们

全都是错的。

股市的奇妙还在于，不管你是哪一种风格，只

要不太出格，不太荒谬，都会有属于你的时间。 所

以过去我们曾开玩笑说，在股市里，坚持错误就是

正确。反过来，坚持正确最后总是会变成错误。这

里的正确、错误，当然是指不同的投资风格。

上证指数在

3587

点前， 有将近两年时间，你

只要持有成长股， 不管成长概念还是成长题材，

都是错误的。 但从去年开始，这种策略突然变得

无比正确。 以年度涨幅来说，

3587

点前，涨幅前十

的行业是清一色的传统蓝筹股板块———酿酒、家

电、保险、银行、煤炭、钢铁等，平均涨幅为

42%

。

而最近一年里，涨幅前十的行业中，已是半导体、

元器件、软件服务等新型成长股板块占据半壁江

山，

3587

点前风光的行业，除了酿酒、家电还在，

其它都已被换掉。 前十名行业的平均涨幅为

44%

，完全扯平。

所以，股市中人应该养成一种平和心态，胜不

骄败不馁，亏思过，赚庆幸。 千万不能把亏当作市

场的错，把赚当作自己牛，以为全天下唯有自己的

投资理念、方法才是正确的，然后大吹大擂。

媒体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所谓正确的引导作用，不是片面地、一窝蜂地去鼓

吹某一种投资理念而轻视别的投资理念。 这不符

合股市风水轮转规律， 也不符合多样化才是系统

生命之源的法则。

不仅从大的周期来看是这样， 从小的周期看

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以月度（

20

个交易日）涨幅排

名来统计各行业板块的表现， 可以看到在最近半

年里，半导体、元器件有

5

次进入涨幅排行前十，

IT

设备有

4

次，软件服务有

3

次，其它都在两次以下，

且月度涨幅前十行业名单的更换率还很高， 几乎

每期都有新面孔，最近一期的新面孔则是航空、仓

储物流。 估计到下一期即

2

月

20

日到

3

月

20

日这一

期，又会有些新面孔出现。

这实质上反映了股票市场的一种流动性。

首先是信息的流动。 信息流动触发投资人站

在新的角度上，对相关个股、行业以及整个市场做

出新的评估。 其次是由这种新的评估引发的资金

流动，使一些昨天看起来还毫无起色的个股、板块

突然成为市场新宠。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样的资金运动对市场总

是有利的，它是市场资金充沛的反映，也是市场充

分活跃的表现。

但过分活跃，个股与板块切换节奏太快，也会

带来相应问题，那就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程度提升，

而无序，通常是市场变化的前奏。

今年的市场让我想起

1993

年深圳清河湾大爆

炸后的市场。

1993

年

8

月

5

日，深圳清河湾发生大爆

炸，消息传来的第二天，大盘拉了一条阴线。 但就

在人们以为深股将暴跌时，它却拉出一根长阳，并

连涨

6

个交易日，到第

7

天见顶回落，涨幅高达

39%

。

正是从这个案例中， 我们学到了一个概

念———突发事件，有时反而会触发市场应激反应，

让市场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做多力量， 进入一

种狂欢状态。

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很难判定， 涨幅也很难

把握，一切都得靠我们的临场把握了。

“新高” 之下美股波动加剧

□本报记者 薛瑾

“美股非常非常非常危险了！ 想看看今年

的瀑布有多大。 ” 一位期权研究员近日在朋友

圈写道， 还配以美股K线图。 去年3月是美股

“十年长牛”的节点。自此，唱衰美股的声音愈

演愈烈不绝于耳，令人惊奇的是，美股在一片

唱衰声中强韧上攻屡创新高。

目前， 标普500指数站稳3300点关口，道

琼斯工业指数距30000点仅几步之遥，大型科

技股市值迅速膨胀， 牛市时长马上跨入11周

年。 不少机构用“高处不胜寒” 来形容此时的

美股，周四的“神秘抛售” 使华尔街更多人开

始怀疑，美股会否开启掉头向下的趋势。

牛市将迎第11个年头

近日美股三大指数点位在历史高位附近

徘徊。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肇始于2009年3月

9日的美股最长牛市即将进入第11个年头。

美股牛市这个“超长待机时间” ，在全球

资本市场造就了无数创纪录的数字。

据彭博社统计，自2009年3月触底以来，标

普500指数的回报率已经被推高至五倍以上，

平均年化涨幅有望达到18.1%， 本轮牛市已经

创造了超过25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其中2019

年一年就高达7.5万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的最

高纪录。

分析人士表示，美股这波历史最长牛市是

建立在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强劲的企业业绩

以及大规模股票回购等因素之上。天风证券海

外团队表示，美股屡创新高主要得益于异常充

裕的资金流动性，而异常充裕的流动性主要来

自于低息环境、低税率及股市资金吸引力较债

市增加等。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减税政策刺激了

企业盈利增长。

股票回购成为美股近年来向好的一个重

要支撑力。2018年是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实施

的第一年， 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2018年美股

上市公司全年宣布的股票回购总额首次突破1

万亿美元。 虽然2019年这一数字缩减至7000

亿美元，但从2009年以来的十年间，据记者不

完全统计，美国股市回购总额已超4万亿美元。

在此轮牛市中，科技股成为最耀眼的驱动

力量。 以费城半导体成分股为代表的半导体标

的涨幅高居榜首， 为美股牛市王冠上的明珠。

从2009年3月至今， 费城半导体指数涨约8倍，

两倍于标普500指数的同期涨幅，英伟达、博通

公司、AMD表现出色， 均跻身十年20倍股行

列。 以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微

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公司也是大牛股辈出，

奈飞涨幅高达60倍，亚马逊、苹果均轻松迈入

十年20倍股行列且市值过万亿美元。

不确定性信号频现

那么，市场人士关于美股危险的说法缘自

何方？

事实上，作为美股助燃剂的回购已经渐渐

熄火。 根据美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数

据， 今年1月美股上市公司宣布的股票回购总

价值仅为137亿美元，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

年初最低水平。

有分析称，股票回购是近11年以来奠定美

股牛市的关键基石之一，尤其是科技及金融权

重股在低利率下通过回购和并购行为，业绩及

股价持续超预期。但股票回购在2020年开局明

显放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对美

股上涨势头构成威胁。

当下美股财报季已经过半，根据统计机构

Factset数据，截至目前，大多数美国公司均已

发布上季度业绩，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已经实

现正值，好于去年年底市场预期的-1.7%。 但

盈利恢复主要归功于五大科技巨头及上市公

司的股票回购。 高盛分析人士称，除高增长的

五巨头外，标普500的盈利则是零增长。超大市

值和中小市值公司的盈利能力分化加剧。

彭博社数据显示， 经过十多年的上涨，标

普500指数的企业价值与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

润之间的比率，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

首次回到14以上。此外，“股神” 巴菲特钟爱的

股票市值和GDP的比值目前也超过150%，高

于2000年最高时的141%。

不少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不乐观。德

勤今年年初一项针对北美公司首席财务官

（CFO）的调查显示，近150名CFO中有77％

的人表示美股被高估， 是近两年来的最高水

平。 几乎所有人都预计，在股市估值过高的背

景下，美国经济将放缓。

美国消费者和CEO的信心分歧也在加大，

前者飙升至历史新高，而后者跌至金融危机时

的水平。 据德意志银行分析，CEO信心和情绪

或更准确地表明经济发展方向，而消费者信心

或仅是经济和股票市场的滞后指标。

还有分析指出， 目前标普500的远期市盈

率已超过19倍，为本轮牛市的最高水平，在全球

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 推动利润增长的预期还

在不断上升。美国银行全球策略师表示，这一估

值过高，投资者变得更加“兴奋和乐观” 的时

候，意味着“仓位和流动性见顶” 的时刻来临。

大选年波动加大

在不确定性因素叠加作用下， 美股今年

“瀑布” 有多大？综合来看，多数机构的看法相

对“温和” 。 此外，2020年作为美国大选年，各

候选人的政策导向或对股市产生不同影响，加

剧美股波动。

先锋集团分析师称，投资者对经济前景过

于自满， 美股面临的抛售风险超乎寻常，2020

年美股修正（从高点回落10%）的概率为50%。

天风证券认为，2020年上半年美股主要面

临业绩回调风险，下半年业绩压力相对减轻，但

受美国大选影响， 估值波动可能加大。 全年来

看，无风险利率和通胀压力的上行风险较小，降

低了静态估值中枢大幅下跌的可能性， 但受美

国和全球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美元流动性等尾部

风险的影响，估值存在波动向下的可能。

天风证券海外团队认为，稳健的消费将继

续支撑美国经济，结合美股2019年第四季度超

预期业绩表现及2020年预期的EPS温和增长，

美股基本面尚属稳固。

大选也可能给市场带来干扰。 有分析师指

出， 特朗普对美股的重视程度超过历任总统，

出台减税及推动美联储降息等利好股市措施。

近日白宫预算案也披露特朗普希望将个税削

减自2025年延长至2035年， 并假设将保持长

期的低利率环境。 另据透露特朗普或于今年9

月推出减税2.0计划，鼓励居民资金入市。 相对

特朗普“股市优先” 态度，民主党激进派候选

人桑德斯则主张取消特朗普减税法案并加征

高额富人税， 公司税率将从21%恢复至35%，

对美股EPS将造成负面影响，其政策倾向都将

构成利空，并将动摇减税这个美股上涨根基。

星展银行投资策略师邓志坚表示，美股呈

锯齿式走势，乐观之中需谨慎，继续持有增长

型股票，同时配置避险资产。

由于美联储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有利率

的预期，Parnassus某基金经理表示， 今年得

“自力更生” 了，不能期望美联储继续采取去

年的扩张政策。“你不能指望整个大盘继续上

涨，所以我认为2020年的发展动力更多要看企

业或者市场环境。 ”

多路资金入场抢筹 三条主线布局

� A股市场在2月3日深度调整后开启反弹模式。截至

2月21日收盘，2月以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2.12%，深证

成指累计上涨8.87%，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5.51%。 上

证指数站稳3000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创下反弹新

高。 资金面上，北向资金和融资资金持续入场抢筹。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政策预期不断强化，企业复工

有序进行，经济有望逐步恢复，A股市场环境大幅改善，

为A股市场修复性上涨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条件，市场

中长期向好趋势依旧。

新华社图片

□本报记者 吴玉华

三条主线布局市场

除北向资金和融资客持续加仓外， 来自

于公募基金的增量资金也持续入场，2月出现

多只爆款基金。 在增量资金持续入市的背景

下，截至2月21日收盘，2月以来上证指数累计

上涨2.12%，深证成指累计上涨8.87%，创业板

指累计上涨15.51%。 2月19日、2月20日、2月

21日A股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万亿元。

在上证指数站稳3000点， 深证成指和创

业板指均创下本轮反弹新高的情况下， 对于

当前市场如何来看？

光大证券表示， 不建议短期交易性资金过

度博弈，宜继续耐心持仓，对于长线资金仍可继

续买进。 3月市场将面临经济数据考验，因此后

期需更加关注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方向和力度，

基建发力和稳定居民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 配

置上，关注在疫情冲击后基本面仍向好的行业，

以及逆周期调节受益的行业。消费方面，继续关

注医药的结构性机会以及缓解疫情冲击的在线

消费领域， 适当关注未来可能受益的逆周期调

节的汽车，整体继续看好TMT板块，周期可关

注基建开工相关的建材、机械、化工等行业。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 在企业复产复工完

全恢复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将保持呵护

态度以稳定经济。 市场流动性充裕，随着企业

逐渐复工， 市场主导因素将从利率下行切换

到复工节奏。从复工主线来看，建议投资者配

置上把握三条主线： 第一， 随着企业逐渐复

工，此前需求被压缩的汽车、食品饮料、家电、

社服等消费行业将重新反弹， 需要加配；第

二， 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与流动性充裕的券

商板块；第三，产业景气上行、流动性政策支

撑的科技板块， 尽管相对消费性价比已不突

出，但确定性强，维持标配。

中信证券表示，预计随着复工恢复，经济

预期下修也将告一段落，增量配置资金寻“洼

地” ，与动量型资金相互反复接力。 在政策和

增量流动性推动下，市场向上仍有动力。 科技

依然是全年主线，调整即是配置机会，从风险

收益比的角度看，重点关注券商、汽车、房地

产、上游工业品、建材及银行的轮动机会。

北向资金加仓逾420亿元

2月以来，北向资金持续加仓。 Choice数

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420.45亿元，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入262.79

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157.65亿元。

具体来看，截至2月20日，2月份前14个交

易日北向资金仅在2月5日、2月7日、2月10日

和2月18日出现净流出情况，其他交易日均表

现为净流入， 其中有两个交易日净流入超百

亿元，分别为2月3日净流入181.89亿元和2月

6日净流入105.58亿元。

2月北向资金具体如何加仓？ Choice数据

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对798只个股进

行了加仓，其中对中国建筑、包钢股份、永辉超

市、三一重工、南山铝业、平安银行、二三四五加

仓股数居前，分别加仓了8374.26万股、7463.04

万股、6913.30万股、6090.33万股、5807.42万

股、5168.97万股、5000.78万股， 此外对上海机

场、伊利股份、中国国旅、白云机场、格力电器、

招商轮船、卫宁健康、建设银行、中国铁建等9只

个股的加仓也超过3000万股。 从加仓股数来

看，北向资金对白马股的偏爱更为明显。

从加仓流通股比例情况来看，2月份北向

资金对65只个股的加仓流通股比例超过1%，

对丸美股份、珀莱雅、上海机场、欧派家居加

仓的流通股比例超过4%。 可以看出，在北向

资金加仓流通股比例居前的个股中， 仍以白

马股和消费股为主。

2月以来的行情，科技股表现强势。 从北

向资金的加仓个股情况来看， 科技股也占据

了重要部分，如对润和软件、恒生电子、鸿远

电子、中贝通信、联创光电等个股加仓的流通

股比例都超过1%。

2月北向资金在加仓核心资产的同时，对

一些科技股也进行了明显加仓。 Choice数据

显示，截至2月20日，北向资金对2119只个股

有持仓，持有A股总市值达1.55万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深化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A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也将会持续提高，2020年

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趋势预计将延续。

融资客加仓逾480亿元

除北向资金加仓外，融资客也持续加仓。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两市融资余

额达10755.98亿元，2月融资资金净买入额达

486.62亿元。融资客仅在2月3日、2月4日、2月

11日、2月14日进行了减仓操作， 其他交易日

均为加仓。

2月融资客加仓超480亿元， 具体加仓了

哪些行业板块及个股？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申万一

级28个行业中，2月份融资客对15个行业进

行了加仓，对13个行业进行了减仓。 在加仓

的15个行业中，融资客对电子、计算机、医药

生物行业加仓金额居前，分别加仓了148.08

亿元、64.42亿元、63.21亿元， 可以看到融资

客显著加仓科技板块，此外，对通信行业加

仓了13.86亿元，对电子、计算机、通信行业合

计加仓了226.36亿元， 占2月份融资客加仓

总额的46.52%。 在融资客减仓的13个行业

中，对食品饮料、商业贸易、休闲服务的减仓

金额居前，分别减仓了11.11亿元、7.62亿元、

7.29亿元。

从个股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截

至2月20日，2月份融资客对国轩高科、 宁德

时代、浪潮信息、TCL科技、深康佳A、天齐锂

业、用友网络、中国卫星、中信证券、立讯精

密的加仓金额居前， 分别为10.41亿元、9.41

亿元、8.99亿元、8.92亿元、8.78亿元、7.92亿

元、7.56亿元、7.16亿元、7.05亿元、6.48亿元。

可以看到，融资客加仓居前的个股中，科技

股占据多数。 而从市场表现情况来看，这些

个股2月份均取得上涨，截至2月20日，浪潮

信息、TCL科技、用友网络等个股2月涨幅超

过30%。

融资客持续加仓反应了当前市场风险偏

好较高。 兴业证券表示，再融资新规较征求意

见稿略超预期、创业板相对更受益，决策层、

财政部、“一行两会” 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稳增

长、支持恢复生产，市场短期风险偏好和情绪

有望继续提升，继续对市场保持积极心态，把

握大创新科技成长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