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股回调

基金经理多维应对风险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 A股市场近期资金分歧加大，本周前两个交易日A股ETF净流入约103亿元，科技类ETF强势吸金，但北向资金净流出约135.36亿元，两融资金则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对此，基金经理表示，当前考虑对冲手段，坚持长线选股，止盈科技股、调仓低估值板块成为基金经理应对风险的选项。

半导体芯片ETF大跌

近两个交易日，欧美股市大幅下挫，在此背景下，昨日A股主要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83%，深证成指下跌3.02%，创业板指下跌4.66%。 从盘面上，科技股深度回调，前期涨幅较高的电子、计算机、通信、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等板块全线杀跌；而部分传统行业板块上涨，其中建筑、房地产、建材板块分别上涨4.38%、2.17%、1.07%。 不过，昨日两市成交额仍达13056.3亿元，这也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多只半导体芯片ETF逼近跌停，但出现ETF成交额创新高。 Wind数据显示，弘毅远方消费100ETF下跌10.02%，成交额4688万元，位列跌幅榜首位。 同时，近期备受追捧的部分科技类ETF大跌，其中国联安半导体ETF、广发半导体芯片ETF、国泰CES半导体50ETF、华夏半导体芯片ETF分别下跌9.80%、9.34%、9.34%、9.21%，华夏5G通信ETF、国泰中证通信设备ETF分别下跌7.26%、6.63%。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半导体芯片ETF成交额46.47亿元，再度创出上市以来新高。

整体来看，自春节以来，前三周A股ETF资金净流入金额分别为155亿元、-64.50亿元、-72.20亿元。 不过，本周前两个交易日，A股ETF转为大幅流入，资金净流入约103.57亿元，科技类ETF吸金明显，但部分宽基指数ETF资金净流出。

与此同时，两融资金、北向资金也出现分歧。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两市融资余额为11077.73亿元，较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增加808.36亿元。 而北向资金方面，本周开始转向净流出。 Wind数据显示，春节以来的前三周，北向资金净流入金额分别为300.60亿元、43.70亿元、64.94亿元。 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受外围股市影响北向资金净流出135.36亿元。

实际上，以上三路资金作为春节以来市场的主要增量资金曾在春节后第一周形成合力，共同抄底A股，而当前明显可以看到，分歧进一步加大。

对冲止盈调仓成常态

市场连续6个交易日成交额过万亿元，市场热度较难快速退去，当前最关键的还是如何应对风险，对冲、长线选股、止盈调仓成为基金经理的选项。

北京某中型私募表示，近期有所减仓，但依然保持中高仓位。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市场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贸然给出定性也比较武断。 疫情总会过去，但是期间疫情的发展程度和对经济的影响还要跟踪分析，需要边走边看。 目前市场流动性支撑较为明显，依然看好全年结构性牛市下优质科技股的表现。 当前正在考虑运用股指期货、期权等对冲手段，但也需评估具体效果。 另一私募人士也表示，已于近期运用个股对冲策略。

除了考虑对冲，也有基金经理继续坚持长线选股思维，不惧短期波动。

另一家中型私募表示，目前情况下依然坚持一贯风格，保持高仓位，采取的策略是用长线选股来规避短线风险。持仓中的优质股票是具备长期发展空间的，即便短期市场波动出现下跌，最终也会涨回去，因此并不担心。

此外，也有基金经理准备止盈科技股，调仓到低估值板块。

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表示，目前一直保持高仓位运行，但近一段时间主要工作是寻找好股票，也有了一些成果，慢慢会转化为组合运作。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当前科技股持仓占比约50%-60%。 目前看，科技股行情的发展速度比预计的要快，所以也需紧锣密鼓的跟踪相关的情况。 特别是最近包括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增量资金，新发产品的建仓很多都集中在科技股领域，可能会出现短期超涨，因此会择机做更优选择。 如果一季度股价就达到上半年的目标价，会提前把一些持仓结构转到之前继续在跟踪的低估值板块里面。

疫情转向成关键

整体来看，机构普遍表示，全球疫情局势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关键。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Tai�Hui表示，随着全球感染人数的增加，投资者正考虑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尽管当前抛售很大，但不同板块间的表现差异却很明显，消费必需品、公用事业和房地产部门更具弹性，而能源材料、工业和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短期来看，股票市场将保持波动。

富达国际亚太区首席投资官Paras�Anand表示，美股近两日急挫，但市场出现大规模抛售的情况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这是逢低买入的机会，尤其是在亚洲及新兴市场。 就美股而言，虽然企业盈利前景持续恶化，但投资者憧憬政府及中央银行将因此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以缓和对经济的冲击及短期支持资产价格。 这个前景越差越可憧憬的剧本近年不时发生，当经济前景暗淡，与潜在的流动性增加相比较，市场更看重流动性，因此反而推高美股。 不过随着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戏码重复上演，估值也明显升至过高水平，在此情况下美股出现调整在意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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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半导体芯片ETF大跌

近两个交易日， 欧美股市大幅下挫，在

此背景下，昨日A股主要指数集体下跌，截至

收盘， 上证综指下跌0.83%， 深证成指下跌

3.02%，创业板指下跌4.66%。从盘面上，科技

股深度回调，前期涨幅较高的电子、计算机、

通信、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等板块全线杀跌；

而部分传统行业板块上涨，其中建筑、房地

产、建材板块分别上涨4.38%、2.17%、1.07%。

不过， 昨日两市成交额仍达13056.3亿元，这

也是连续第6个交易日成交额破万亿。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多只半导体芯片

ETF逼近跌停， 但出现ETF成交额创新高。

Wind数据显示，弘毅远方消费100ETF下跌

10.02%， 成交额4688万元， 位列跌幅榜首

位。 同时，近期备受追捧的部分科技类ETF

大跌，其中国联安半导体ETF、广发半导体

芯片ETF、国泰CES半导体50ETF、华夏半

导体芯片 ETF分别下跌 9.80% 、9.34% 、

9.34%、9.21%，华夏5G通信ETF、国泰中证

通信设备ETF分别下跌7.26%、6.63%。 值得

注意的是， 华夏半导体芯片ETF成交额

46.47亿元，再度创出上市以来新高。

整体来看， 自春节以来， 前三周A股

ETF资金净流入金额分别为155亿元、-64.

50亿元、-72.20亿元。不过，本周前两个交易

日，A股ETF转为大幅流入， 资金净流入约

103.57亿元，科技类ETF吸金明显，但部分

宽基指数ETF资金净流出。

与此同时，两融资金、北向资金也出现

分歧。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5日，两市融

资余额为11077.73亿元，较春节前最后一个

交易日增加808.36亿元。 而北向资金方面，

本周开始转向净流出。Wind数据显示，春节

以来的前三周，北向资金净流入金额分别为

300.60亿元、43.70亿元、64.94亿元。 本周前

两个交易日，受外围股市影响北向资金净流

出135.36亿元。

实际上，以上三路资金作为春节以来市

场的主要增量资金曾在春节后第一周形成

合力，共同抄底A股，而当前明显可以看到，

分歧进一步加大。

对冲止盈调仓成常态

市场连续6个交易日成交额过万亿元，

市场热度较难快速退去，当前最关键的还是

如何应对风险，对冲、长线选股、止盈调仓成

为基金经理的选项。

北京某中型私募表示，近期有所减仓，但

依然保持中高仓位。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市场

确实存在一定风险， 但贸然给出定性也比较

武断。疫情总会过去，但是期间疫情的发展程

度和对经济的影响还要跟踪分析， 需要边走

边看。目前市场流动性支撑较为明显，依然看

好全年结构性牛市下优质科技股的表现。 当

前正在考虑运用股指期货、期权等对冲手段，

但也需评估具体效果。另一私募人士也表示，

已于近期运用个股对冲策略。

除了考虑对冲，也有基金经理继续坚持

长线选股思维，不惧短期波动。

另一家中型私募表示，目前情况下依然坚

持一贯风格，保持高仓位，采取的策略是用长

线选股来规避短线风险。持仓中的优质股票是

具备长期发展空间的，即便短期市场波动出现

下跌，最终也会涨回去，因此并不担心。

此外， 也有基金经理准备止盈科技股，

调仓到低估值板块。

泓德基金副总经理邬传雁表示，目前一

直保持高仓位运行，但近一段时间主要工作

是寻找好股票，也有了一些成果，慢慢会转

化为组合运作。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当前科技股持

仓占比约50%-60%。目前看，科技股行情的

发展速度比预计的要快，所以也需紧锣密鼓

的跟踪相关的情况。特别是最近包括公募基

金为代表的一些增量资金，新发产品的建仓

很多都集中在科技股领域，可能会出现短期

超涨，因此会择机做更优选择。 如果一季度

股价就达到上半年的目标价，会提前把一些

持仓结构转到之前继续在跟踪的低估值板

块里面。

疫情转向成关键

整体来看，机构普遍表示，全球疫情局

势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关键。

摩根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Tai�

Hui表示，随着全球感染人数的增加，投资者正

考虑对全球经济的潜在影响。 尽管当前抛售很

大，但不同板块间的表现差异却很明显，消费必

需品、公用事业和房地产部门更具弹性，而能源

材料、 工业和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受到的影响更

大。 因此，短期来看，股票市场将保持波动。

富达国际亚太区首席投资官 Paras�

Anand表示，美股近两日急挫，但市场出现大

规模抛售的情况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这是逢

低买入的机会，尤其是在亚洲及新兴市场。就

美股而言，虽然企业盈利前景持续恶化，但投

资者憧憬政府及中央银行将因此而向市场提

供充足流动性， 以缓和对经济的冲击及短期

支持资产价格。 这个前景越差越可憧憬的剧

本近年不时发生，当经济前景暗淡，与潜在的

流动性增加相比较，市场更看重流动性，因此

反而推高美股。 不过随着流动性推高资产价

格的戏码重复上演， 估值也明显升至过高水

平，在此情况下美股出现调整在意料之内。

房地产金融政策边际微调不改总体基调

□本报记者 张玉洁

近期，个别银行表示在不限购地区考虑

调整首付比例。 记者了解到，根据现行个人

住房按揭贷款政策， 在一些不限购地区，金

融机构在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例中有一定

的浮动空间。 金融机构人士表示，这些不限

购地区大多是房价稳定、供需矛盾不突出的

地区，即使对首付比例微调，也不会对当地

市场产生明显的影响。在“房住不炒” 和“因

城施策” 的调控基调下，房价和房地产金融

政策都将保持稳定。

存边际微调空间

近期，为稳定房地产行业发展，已经有

超过20个省地市发布各项政策， 从土地出

让、复工复产以及预售条件等多个方面出台

新规定。 其中一些地区的政策则涉及到降低

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和调高公积金贷款额

度， 希望通过信贷的手段稳定房地产市场，

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市场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地方的政策文件中

均提到，将加大金融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的

力度。 新乡市2月23日发布稳定房地产市场

发展的多项政策，其中特别指出，鼓励金融

机构适度下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对已

经进入审批程序的个人按揭贷款，要优化审

批流程，加快贷款发放，已经完成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审批且满足放款条件的，应尽快发

放到位。 优化住房公积金拨付流程，加快住

房公积金贷款发放，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资

金支持。

随后有银行微调政策，浙商银行近日下

发调整个人贷款通知，对非“限购” 城市，各

分支机构可根据当地“限购”“限贷” 和监

管政策情况，将非“限购” 城市居民家庭购

买首套个人住房的首付贷款比例从原来的

三成（30%）调降至二成（20%）。 2月26日，

有消息称工行绍兴地区将二套房的首付从

六成调低至三成， 工行绍兴分行回应称，近

期该行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没有调整和改变，

该行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 定位，支持居民合理住房贷款需求，维护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人民银行、 原银监会2016年2月发

布的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在不实施“限购” 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

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原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5%，各地可向下

浮动5个百分点；对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

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

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住房，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0%。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目前可能

涉及调整首付比例的城市均属于不限购城

市，因此在信贷政策上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

这些调整目前都处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不

过这些城市房地产规模并不大， 即使微调首

付比例，对当地市场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房地产金融政策料稳定

近期房地产相关政策处于密集发布期，

除了各地的政策外， 结合最新一期LPR报价

下调以及房贷“换锚”等热点话题，监管机构

陆续表态，明确房地产金融政策将保持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近期表示，

LPR下行基本不影响个人房贷利率，银行可

通过LPR加点方式确定个人房贷利率，基本

保持原有水平，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

基本稳定。

近期2020年全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

理工作会议提出，坚决落实“房住不炒” 要

求，严格执行授信集中度等监管规则，严防

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近日，银保

监会就针对部分银行在房地产行业的违法

违规事实进行了处罚。

2月25日，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

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目前，房地产金融政策

没有调整和改变，但是会对房地产市场融资

情况进一步监测，动态掌握。 ”

不过肖远企同时表示，房地产金融政策

也是遵循“一城一策” 的原则，各地方可根

据其疫情和自己地区的情况进行安排，只要

不违反相关政策就可以。

以专业应对挑战

嘉实基金运营团队实力过硬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这个春节， 对嘉实基金运营团队来说是

一场充满挑战的战斗。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原定于1月31日的节后首个交易日延期至2月

3日开市，这意味着涉及基金运作的全系统数

据都可能需要调整， 这不仅影响着基金投资

者的投资体验， 也决定了第一个交易日的基

金投资工作是否可以顺利进行。面对考验，嘉

实基金运营团队迅速响应， 从1月26日起，提

前一周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 进行基金

运作应急调整部署， 凭借着专业积累以及完

善的团队流程协作，顺利完成了这场大考。

预先做好应急调整工作

“牵一发而动全身。 看起来只是一个日

期的调整，实际上对基金公司整个运营工作

来说影响巨大。 ” 嘉实基金运营团队负责人

说，在收到延长假期通知的那一刻起，运营

团队就意识到这将是充满挑战的战斗。

业务数据及系统参数需要调整、货币基

金需要重新估值、业务复杂程度高、交易清

算量级巨大……一系列难题等着嘉实运营

团队来解决，而其他环节的机构与团队的远

程办公安排，更让运营工作充满未知。

得益于一直以来的业务条线纵向建设

和工业化横向改造，嘉实运营团队迅速形成

了1月31日至2月2日应急期间各系统、流程、

业务应急调整核对表，囊括了在各业务条线

上可能遇到的各类业务情形，也涵盖了各业

务环节从系统流程、参数调整到人工干预的

方方面面。同时，在运营科技团队的支持下，

对运营体系86名员工、174台机器的远程办

公环境进行了合理配置，保证了后续远程工

作的有序开展。

按照事先准备的应急调整核对表，嘉实

运营团队顺利完成了2月3日之前的所有应

急操作。 这期间，不少运营岗位上的同事在

做好防护工作的基础上自发来到公司进行

流程处理和协调， 更加有效保障了数据调

整、系统重复清算后的基金投资者服务和各

系统、基金产品的头寸状态。

经过紧张的应急工作调整，虽然已经做

好了各项准备，但嘉实运营团队丝毫不敢懈

怠，时刻做好迎接各种困难的准备。

长期专业积累

2月3日，负责估值的工作人员早早地就

做好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调整交易所交易

的清算交收日、回购交易利息、转融通利息

和日期、 持仓证券权益日期、ETF台账报表

日期等，力争日终估值工作能顺利进行。

尽管运营团队对当天的市场状态已做

好预判， 可面对全市场普遍远程运营的情

况，仍然充满挑战。 当整个运营工作进入对

账环节时， 系统清算结转逻辑与预期不一

致，个别文件中的临时信息未更新完善……

一个个问题接踵摆在了大家的面前，随之要

面对的就是如何尽快完成基金估值工作，这

也让整个团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当晚的运营工作就是在焦虑和坚持中

度过的，焦虑的是迟迟无法顺利完成估值对

账工作，坚持的是我们作为基金运营岗位的

一份职业承诺以及对团队专业能力的信心。

为了确保工作效率，接力的同事第二天凌晨

就赶到公司支持工作，有的同事晚饭来不及

吃索性并到第二天早饭。 ” 嘉实基金运营团

队负责人回忆道。

凭借长期的专业运营经验，审慎分析现

状，嘉实运营团队根据产品不同的后续清算

要求，按照货币基金、场内LOF基金、ETF基

金、其他产品的顺序相继执行工作。同时，在

意识到托管行对账资源稀缺后，运营团队安

排工作人员持续跟进追踪，从基层对账资源

到托管行的全线跟进有力保障了估值对账

环节的效率。

终于，在临近2月4日凌晨5点时，接力棒

顺利地交给TA同事继续完成TA系统的后

续清算， 并在早上8点半之前完成了年后首

个交易日的信息披露和核心系统清算工作。

如果说应急是一种能力，对于基金运营

岗位来说则是长期积淀的职业素养，没有哪

个 “随机应变” 是马上就可以获得和应用

的。 用嘉实基金运营工作人员的话说，正是

日常工作中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才有了小数

点后四位的无比精确；正是日常工作中无数

的沉淀和积累，才有了应对突如其来变化的

信心。

机构：以市场化手段

救助民营企业

日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组织业界专

家召开了“宏观论道：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前瞻与资本市场

展望”网络视频会议。 多位业内专家在会上表示，此次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中乐观， 但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的影响较大，要鼓励银行为授信的企业放贷、消化不良，坚

持市场化救助。

专家还建议积极引导银行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

中小企业受影响较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此次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比预期中乐观。在供给过剩的大背景下，此次疫情带

来的需求缺口比预期中小， 事实上也会加速去产能、 去杠

杆、优胜劣汰的过程；同时由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相对普及，

不少需求转移到网上实现和新创造。

不过，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压力也可能随之

上升。

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薛宏立提到， 从2月中旬

的商业银行信贷数据看，此次疫情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

业的影响较大，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洗牌，带来一定的就业

压力。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 目前就业问

题并没有开始暴露， 但随着疫情的深层次影响逐渐显现和

传导， 部分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

看，就业压力未来可能上升。

德意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则认为， 与以往不

同，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GDP增长，而是如何尽快复工，以

及解决未来的就业问题。 他认为当前经济本身对劳动力有

很强的需求，但需要观察短期疫情发展情况。

对于如何扶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薛宏立建议，监管层

提升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容忍度， 让商业银行有能力为授信

的企业放贷、消化不良，让更多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

的企业活下来。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勇建议， 对受疫情影响

的民营企业要坚持市场化救助，避免直接国企接管。

引导长期资金投资

节后，股市超预期上涨。 有专家表示，股市上涨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流动性因素。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 短期的修复是流

动性支撑的结果， 从长期来看股市更像是经济治理乃至整

个国家治理的函数。

汇添富首席投资官袁建军分析， 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

冲击较大，会加速中小企业的自然出清，行业龙头的产业整

合速度也会加快，长期来看是提高了龙头公司的投资价值。

而资本市场在春节后开盘第一天表现不佳， 暴露了资本市

场中的一些长期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 主要是投资者结

构的问题。他建议，改变对银行等机构过多地考核中间业务

收入的现状，引导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投资。

不过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强调，3月中

旬，一些重要经济数据将陆续公布。要关注这一时间点的市

场反应，如果股票没有出现大跌，则基本可以判断通过了此

次疫情冲击的考验。（戴安琪）

银行密集发行

防疫专项同业存单

中国货币网数据显示，截至26日，已有70家银行合计

发行了75只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 （简称 “防疫专项存

单” ），实际发行量达382.5亿元。 专家认为，防疫专项存单

的发行，打通了资金供求之间的通道，实现了市场化资金的

高效筹集，可为疫情防控的实体经济资金需求提供支持。

利率较市场平均水平低

同业存单是常见的货币市场短期融资工具， 期限最长

一年，由商业银行发行，用于补充银行经营所需资金。日前，

《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发行规程》 的发布明确了防疫专

项存单发行人资格、发行流程和监管管理。

防疫专项存单的发行主体涵盖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

行和农商行；期限上涵盖1月、3月、6月、9月和1年，其中，30

只防疫专项存单期限为3个月，21只期限为1年。

从发行价格来看， 防疫专项存单的利率较同期限市场

平均利率更低。 例如，2月19日，招商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市

场发行30亿元一年期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为国内首家

发行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的商业银行， 发行利率2.5%，

较同期市场平均发行水平低25个基点。 2月25日，民生银行

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面值37.9亿元的疫情防控专项同业

存单，发行期限3个月至1年，利率2.2%至2.55%，比同期限

市场平均利率水平低20个基点。

防疫专项存单也得到了市场机构的踊跃认购。 招商银

行防疫专项存单投资机构包括全国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

商行、民营银行、证券公司、银行资管等超过40家国内金融

机构和境外债券通投资人。 华夏银行的防疫专项存单投资

者涵盖城商行、农商行、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等不同类型的

20多家金融机构。

专款专用支持防疫工作

《疫情防控专项同业存单发行规程》要求，发行人应建

立抗疫企业贷款台账，确保发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发行人

应在每月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向利率自律机制上报防疫

专项存单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利率自律机制将在中国人民

银行指导下做好监督。

专家认为，防疫专项存单发行是借助银行间市场优势，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也是“两轨并一轨” 趋势下，银行间市

场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的又一次探索。

光大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 防疫专项同

业存单通过台账管理实现定向信贷投放。 专项存单发行价

格偏低，非完全市场化发行，各家行相互扶持持有，旨在借

助银行间市场优势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多家银行强调，防疫专项存单募集资金将专款专用。华

夏银行表示， 防疫专项存单的募集资金将用于疫情防控相

关企业的贷款投放，为医疗器械生产、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等

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融资保障。民生银行表示，募集资金将精

准对接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行业的贷款投放， 主要为医疗

器械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相关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保障，重

点投向湖北等疫情影响严重区域。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做到

应贷尽贷、应贷快贷，并建立台账跟踪资金使用情况，确保

将国家金融政策导向落到实处， 有效发挥对疫情防控工作

和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欧阳剑环）

科技股回调

基金经理多维应对风险

� A股市场近期资金分歧

加大，本周前两个交易日A股

ETF净流入约103亿元，科

技类ETF强势吸金， 但北向

资金净流出约135.36亿元，

两融资金则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 对此，基金经理表示，当

前考虑对冲手段， 坚持长线

选股，止盈科技股、调仓低估

值板块成为基金经理应对风

险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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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跌幅较高的半导体股

证券简称

昨日涨跌

幅（%）

2月3日以来

涨跌幅（%）

市盈率

(TTM)

晶丰明源 -12.34 -17.50 70.52

澜起科技 -10.82 2 .36 121.84

聚辰股份 -10.79 2 .48 113.64

清溢光电 -10.25 14.12 87 .80

苏州固锝 -10.01 4 .71 90 .16

长电科技 -10.01 20.31 -44.44

中颖电子 -10.00 12.27 53 .66

国科微 -10.00 1 .08 102.26

上海贝岭 -10.00 6 .77 78 .17

捷捷微电 -10.00 0 .28 64 .43

扬杰科技 -10.00 26.77 143.83

通富微电 -10.00 21.43 -563.57

晶方科技 -10.00 46.85 294.55

北方华创 -10.00 32.68 27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