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交额破万亿元 超百只个股涨停

A股迎开门红 大市值龙头集体躁动（主）

本报记者 李惠敏

1月4日，A股2021年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农业、军工、酿酒板块领涨，上证指数站上3500点，创下近三年新高，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也创出五年多来新高。 当日，沪深两市成交额超1.16万亿元。 机构人士认为，春季躁动行情已经展开。 好企业在未来二三十年估值偏高或成为一种常态，大市值龙头有望延续此前两年表现。

春季行情展开

4日，申万一级28个行业多数收涨，军工、农业、酿酒板块领涨，整体表现精彩纷呈。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86%报3502.96点，2018年2月以来首次站上3500点大关；深证成指上涨2.47%报14827.47点，创五年半新高；创业板指上涨3.77%报3078.11点，创五年半新高。 两市成交显著放量，沪市成交额达5233.68亿元，深市成交额达6410.14亿元，两市成交额超1.16万亿元。 两市上涨个股数接近3000只，超百只个股涨停。 盘面上看，军工板块走势强劲，特斯拉、猪肉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表现活跃，酿酒、有色、汽车、钢铁、化工、电力等板块均强势上涨。

个股方面，贵州茅台股价盘中突破2000元大关，最高触及2004.99元，总市值超2.5万亿元，收盘股价有所回落；创业板市值最大的宁德时代大涨15%，股价首次冲上400元，总市值超9400亿元；创业板第二大和第三大市值股金龙鱼和迈瑞医疗股价也创出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表示，春季躁动行情已经展开，2021年初是第一个有效反弹的窗口。 一季度市场担忧来自资金面，但从高层表态及近期数据看，跨年资金面无需太悲观，在“盈利扩张+资金面中性不差”的情况下，春季躁动值得期待。

千亿“大象”能否持续飞舞

可以看到，开门红当天部分大市值龙头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创业板、中小板总市值位列前列的个股普遍涨幅也居前。

Wind数据显示，创业板总市值前10的个股中，截至2021年1月4日，2020年以来宁德时代涨幅最高，达280.36%，随后是亿纬锂能和汇川技术，涨幅分别达255.14%和213.10%，智飞生物、泰格医药、东方财富、迈瑞医疗、蓝思科技和爱尔眼科等涨幅在120%至190%。

中小板总市值前5的个股中，截至2021年1月4日，总市值排名第一的比亚迪2020年以来涨幅达334.05%，随后是顺丰控股和洋河股份，涨幅分别达144.64%和129.77%。

大市值龙头行情会否持续？ 泓德基金基金经理邬传雁认为，三十年的时间使中国从工业化、城镇化走到数字化、智能化，其中最大改变是劳动力。 新的劳动力体系正打开企业未来估值上升的空间。 用传统的估值方法评估企业价值，缺乏对无形的护城河的认知，使得真正代表未来长期趋势的好企业被严重低估，好企业在未来二三十年估值偏高或成为常态。

“大市值龙头短期涨幅过大，估值处于相对高位，若流动性发生变化，短期回调压力较大。 ”另一公募基金经理表示，估值溢价后股价潜在回报的下降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小市值龙头轮动机会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1月4日，北向资金净流出5.4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出13.95亿元，深股通净流入8.53亿元。 Wind数据显示，净卖出额前三的分别是海康威视、京东方A和爱尔眼科，净卖出额为37.82亿元、7.37亿元和6.18亿元。 北上资金的净流出，似乎表明大市值龙头短期吸引力有所减弱。 那么，过去两年买入大市值龙头就可实现的躺赢，在2021年是否还能持续贡献超额收益？

天弘基金股票投资研究部负责人于洋认为，选择优质的龙头企业或者潜在龙头企业投资，是长期投资下的最优选择，这也要求企业必须在竞争领域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护城河。 这样的公司大概率只有两种，一是已成为行业龙头的优质企业，且未来大概率能维持行业地位和竞争力；二是有潜力成为未来行业龙头的中小型公司。

“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偏好的问题。 但总体来看，小市值龙头轮动机会不大，我们不会放弃对小市值龙头的研究，但在其中挑中优质公司的概率较低，投资收益率是预期收益率与期望值的乘积，若概率太低，将拉低期望值。 ”清和泉资本表示。

格雷投资总经理张可兴表示，部分大市值龙头股价持续上涨的逻辑由基本面决定，即盈利增速远超行业内其他企业。 2021年将出现一定分化，部分具有业绩支撑且估值不高的大市值龙头股价有望持续上涨；反之，没有业绩支撑且不符合预期的企业股价则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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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破万亿元 超百只个股涨停

A股迎开门红 大市值龙头集体躁动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1月4日，A股2021年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农

业、军工、酿酒板块领涨，上证指数站上3500点，创下

近三年新高，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也创出五年多来新

高。当日，沪深两市成交额超1.16万亿元。机构人士认

为，春季躁动行情已经展开。 好企业在未来二三十年

估值偏高或成为一种常态，大市值龙头有望延续此前

两年表现。

春季行情展开

4日，申万一级28个行业多数收涨，军工、农业、酿酒板块

领涨，整体表现精彩纷呈。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86%报3502.96点，2018年2月

以来首次站上3500点大关； 深证成指上涨2.47%报14827.47

点，创五年半新高；创业板指上涨3.77%报3078.11点，创五年

半新高。两市成交显著放量，沪市成交额达5233.68亿元，深市

成交额达6410.14亿元，两市成交额超1.16万亿元。 两市上涨

个股数接近3000只，超百只个股涨停。 盘面上看，军工板块走

势强劲，特斯拉、猪肉概念、锂电池等题材表现活跃，酿酒、有

色、汽车、钢铁、化工、电力等板块强势上涨。

个股方面，贵州茅台股价盘中突破2000元大关，最高触

及2004.99元，总市值超2.5万亿元，收盘股价有所回落；创业

板市值最大的宁德时代大涨15%，股价首次冲上400元，总市

值超9400亿元；创业板第二大和第三大市值股金龙鱼和迈瑞

医疗股价也创出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表示， 春季躁动行情已经展开，2021年初是第

一个有效反弹的窗口。一季度市场担忧来自资金面，但从高层

表态及近期数据看，无需太悲观。 在“盈利扩张+资金面中性

不差”的情况下，春季躁动值得期待。

千亿“大象”能否持续飞舞

可以看到， 开门红当天部分大市值龙头股价再创历史新

高。与此同时，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创业板、中小板总市

值位列前列的个股普遍涨幅居前。

Wind数据显示，创业板总市值前10的个股中，截至2021

年1月4日，2020年以来宁德时代涨幅最高，达280.36%，随后

是亿纬锂能和汇川技术， 涨幅分别达255.14%和213.10%，智

飞生物、泰格医药、东方财富、迈瑞医疗、蓝思科技和爱尔眼科

等涨幅在120%至190%。

中小板总市值前5的个股中，截至2021年1月4日，总市值

排名第一的比亚迪2020年以来涨幅达334.05%， 随后是顺丰

控股和洋河股份，涨幅分别达144.64%和129.77%。

大市值龙头行情会否持续？ 泓德基金基金经理邬传雁认

为，三十年的时间使中国从工业化、城镇化走到数字化、智能

化，其中最大改变是劳动力。新的劳动力体系正打开企业未来

估值上升的空间。用传统的估值方法评估企业价值，缺乏对无

形的“护城河” 的认知，使得真正代表未来长期趋势的好企业

被严重低估，好企业在未来二三十年估值偏高或成为常态。

“大市值龙头短期涨幅过大，估值处于相对高位，若流

动性发生变化，短期回调压力较大。 ” 另一公募基金经理表

示， 估值溢价后股价潜在回报的下降是不得不面对的现

实。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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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印花税法（草案）

证券交易印花税纳入法律规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4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听取《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

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要求进一步打通落实堵

点，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和《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

键，也是应对严峻复杂形势、促进经济稳定恢

复的重要举措。 受国务院委托，在全国9个省

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

评估。 总的看，《条例》实施取得积极成效，企

业对减税降费、 政务服务便利化等满意度较

高， 对 “一业一证” 、“一企一证” 、“证照联

办” 等便利企业开办经营的改革举措感受明

显。 去年在极为困难条件下新设市场主体

2000多万户， 逆势大幅增加并保持较高活跃

度，离不开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评估也发现企

业对招投标、中介服务、融资等方面问题反映

较多。 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之

间，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之间，落实《条例》

的进展也不平衡，有些差距明显。会议强调，要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条例》落实

力度，放出活力，管出公平公正，服出效率。 一

要鼓励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对标国际先进先行

先试，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非省会城市以

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明显改善。 二要推广“一业

一证” 、“一企一证” 、“证照联办” 等创新举

措，催生更多新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则运行。三

要促进公平竞争，推进政府项目招投标市场化

改革，规范中介服务，加大信贷中增加企业融

资成本“潜规则” 的查处力度。 四要着力提升

监管效能，放得开又管得住，进一步增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推行综合监管、联

合执法，对涉及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等领域实行

全覆盖重点监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

案）》。 草案总结印花税暂行条例多年实践做

法，一方面总体保持现行税制不变，并将证券

交易印花税纳入法律规范；另一方面适当简并

税目，降低部分税率，减轻企业税负，并突出使

税收征管更加科学规范， 减少自由裁量权，堵

塞任意性漏洞。 草案规定买卖、技术等合同和

证券交易的税率维持不变， 降低加工承揽、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货物运输合同和营业账簿的

税率，取消许可证照等的印花税税目，同时明

确现行印花税税收优惠政策总体不变。会议决

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为维护粮食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

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会议通过《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草案严格政策性粮食

管理，规定严禁虚报收储数量、以次充好、虚

假轮换等，严禁挪用、克扣财政补贴和信贷资

金；强化粮食收购、储存等环节质量安全检

测监管，规定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粮食不

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明确了防止和减少粮食

损失浪费的措施。 草案还加大违法行为惩处

力度。

看好市场行情

新基金扎堆发行博“头彩”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万宇

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广发基金、中欧基金公告广发兴诚、

中欧悦享生活提前结束募集。 同时，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个渠

道获悉，景顺长城核心招景当天募集规模超过80亿元的上限，

富国均衡优选募集规模也超过100亿元的上限，均一日售罄。

除了上述4只基金，1月4日当天还有13只新基金同台竞

技开始发行，整个1月份，则有多达79只新基金发行。 业内人

士认为，新基金的密集发行缘于公募基金对2021年市场的相

对乐观，2021年市场大概率将延续结构性行情， 但投资者也

要对收益有合理的预期。

1月79只基金新发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新基金发行异常火爆，一日售罄、

比例配售屡见不鲜， 新基金发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

wind统计，2020年新成立基金规模达30556.36亿元。

Wind数据显示，2021年1月，共有79只基金新发。1月4日，

全市场有多达17只基金新发，其中不乏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

金、中欧基金等绩优基金公司同台竞技。 接下来还将有易方达

基金、兴证全球基金、银华基金、博时基金等基金公司陆续发售

新基金，其中，多家基金公司在1月发行的新基金不止1只。

在本月的新发基金中，主动权益类基金占多数。为了取得

新基金发行的“开门红” ，不少基金公司派出精兵强将，如易

方达基金副总裁冯波、景顺长城基金余广、银华基金李晓星、

中庚基金丘栋荣、 前海开源基金曲扬等知名基金经理都将在

本月发行新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开始兴起的“固收+” 策略基金今年

依然是基金公司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 本月也将有多个重磅

产品推出，如广发基金将于1月6日发行拟由金牛基金经理谭

昌杰管理的广发恒信一年持有。 此外，博时基金、汇添富基金

等公司也将发行“固收+” 策略基金。

结构性行情料延续

公募基金人士指出，新基金在1月密集发行，一方面是因

为去年赚钱效应突出，基金公司趁势积极布局，另一方面也是

公募基金相对看好今年的市场。

永赢基金基金经理常远表示，2021年， 国内企业盈利将

有较大幅度增长。 国内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性进一步

提升，带来了2021年国内企业在盈利上的向好预期。

兴证全球基金基金经理陈宇认为， 部分行业呈现供需两

旺的局面，部分通胀品种虽有一定涨幅，但基本面比较强劲，

仍有不错的投资机会。

广发兴诚拟任基金经理郑澄然预计，2021年A股市场大

概率延续结构性行情。目前，从流动性和企业盈利两项关键因

素来看，宏观层面流动性预计仍保持平稳，整体不会有大幅收

紧；微观层面企业盈利持续修复，特别是部分出口型企业盈利

能力较好。随着需求端反弹，一些顺周期行业的企业盈利增速

有望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顺周期行业或有所表现。科技和新

能源是“十四五”时期行业发展重点战略方向，相信未来五年

会有清晰的成长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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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思路

公募布局瞄准行业核心资产

券商勾勒未来资本市场蓝图：

中国权益投资黄金十年启幕

A股奏响慢涨“三部曲”

布局紧扣两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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