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多地稳投资路径明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寒冬腊月，在中铁京雄高速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紧施工，大大小小的挖掘机、钻机在暖阳下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新年伊始，多省市重大项目密集开工，近3万亿元项目接踵而至，各地两会亦描绘出稳投资新图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专家认为，在经济复苏阶段，新旧基建节奏切换，传统基建投资放缓，新基建投资将有所发力，预计今年基建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助力“十四五”经济开好局。

（小标题）稳投资蓝图展开

1月以来，上海、河南、湖南、广东、湖北等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以河南为例，1月开工项目投资额超5774亿元。 山西全省开发区集中开工项目268个，总投资1288.6亿元。 上海6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2734亿元。 湖北集中开工111个重大交通运输项目，总投资736亿元。

据Mysteel不完全统计，1月，全国各地共开工5748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金额为2.89万亿元。 1月开工项目数较上月环比增长79.5%，项目投资额环比增长7.4%。

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及各地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看，2021年稳投资蓝图正徐徐展开。

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例如，陕西提出在“两新一重”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农村等领域实施一批扬优势、补短板项目，省级重点项目投资4200亿元以上。 河南明确，在产业、交通、能源等9大领域接续实施8000个左右的重大项目，力争年度完成投资2万亿元。

从各地交通运输相关工作会议来看，广西明确，2021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2200亿元，全力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 江苏提出，2021年将在扩大铁路有效投资上开新局、迈新步，确保全年完成投资582亿元。 河南提出，2021年将完成公路水路基础设施投资1000亿元以上。

兴业证券分析师孟杰说，2021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前期规划重大项目将在2021年陆续上马，加快转化为投资额，基建投资有望保持稳健增长势头。

（小标题）新基建驶入快车道

从中央到地方，新基建热潮正全面铺开。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要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将聚焦“两新一重”和短板弱项，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工信部近日表示，将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持续深化5G网络建设部署，2021年计划新建5G基站60万个。

从地方来看，新基建正驶入快车道。

目前，多地出台新基建实施意见。 近期各地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再次释放出新基建加速发展的新信号。 如河南提出，2021年将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和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新建5G基站5万个，加快实施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北京提出，将于2021年推广应用千兆固网、IPv6，新增5G基站6000个等。 上海提出，将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大力推进一批新基建重大项目。

“新基建投资将成为今年经济增长重要发力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认为，一方面，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尚未消除，维护经济平稳运行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加大新基建投资有利于调节经济结构，符合转型发展大趋势。

西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叶凡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领的数字经济发展却一枝独秀，正成为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方向，新基建正是主动顺应数字经济新时代的举措，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预计2020年至2025年，以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云计算、固定宽带、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等重点领域投资总规模约为17.6万亿元，年均增速约23.39%。

（小标题）基建投资料适度增长

谈及2021年投资总体趋势，范若滢称，基建投资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重要途径。 考虑到财政持续面临较大压力，专项债对基建项目支持力度可能会有所减弱，预计2021年基建投资将保持平稳适度增长。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称，在经济复苏阶段，新旧基建节奏切换，传统基建投资放缓，新基建投资会有所发力。 综合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环比继续温和增长，考虑到2020年同期的低基数效应，同比数值可能出现高增长。

孟杰认为，2021年资金面仍将是影响投资增速核心因素。 从专项债、土地出让收入、城投债及非标等多个角度看，2021年涉及基建的资金面较2020年整体上将趋紧。

在资金来源上，范若滢建议，除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外，还需灵活调动多方资金参与。 一是完善政银企多方沟通渠道，鼓励商业金融机构通过债权、股权、资产支持计划等多种方式，解决投资项目资金压力较大问题。 二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破除信贷、创新、招投标等方面的隐性壁垒，提高民间资本和外资长期资本参与基建项目热情，充分保障民间资本相关权益。 三是加强金融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等多种渠道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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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多地稳投资路径明晰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寒冬腊月，在中铁京雄高速

公路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加

紧施工， 大大小小的挖掘机、钻

机在暖阳下呈现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 新年伊始，多省市重大

项目密集开工，近3万亿元项目

接踵而至，各地两会亦描绘出稳

投资新图景。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建设高标

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强

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专家认为，

在经济复苏阶段，新旧基建节奏

切换，传统基建投资放缓，新基

建投资将有所发力，预计今年基

建投资保持适度增长，助力“十

四五”经济开好局。

春季行情根基未变

“持股过节” 有底气

●本报记者 牛仲逸

关于春季行情， 市场有种说法：“一月前奏、

二月最肥。 ” 但是，1月底以来市场的回调，让不少

投资者开始产生担忧。 对此，机构人士表示，1月

市场涨幅过大，获利筹码在短期多种因素扰动下，

部分投资者选择阶段性兑现。 A股春季行情根基

仍在，市场交投热情有望在节后恢复，节前震荡是

投资者布局良机。

流动性成为回调主因

1月25日上证指数创出逾5年新高，之后陷入

震荡回调之中。 2月4日，沪深两市再度调整，三大

股指集体下跌。 其中， 上证指数下跌0.44%，报

3501.86点；创业板指下跌0.72%，报3200.55点。

从市场反馈看，A股近期回调主要受三种因

素影响。

首先，不少市场人士基于对2021年GDP增速

的预判，认为A股将呈现“先高后低” 走势，1月A

股的涨幅已不小，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投资者选择

获利兑现。 其次，随着部分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

业绩预告出炉，市场正处于调仓换股阶段，由此带

来一些波动。最后，部分投资者选择“持币过节” ，

导致近期市场出现交投清淡现象。

对此，银河证券策略分析师曾万平表示：“从

历史经验看， 流动性和股市的关系不是线性关

系。 ” 靠流动性单一因素解释股市走势缺乏说服

力。流动性收紧，未必使创业板下跌或上证指数下

跌，需结合当时的市场和行业景气度综合研判。

“流动性成为市场阶段性调整主要因素，但

最紧张阶段可能已过去。 ”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王德伦称，2021年流动性环境总体保持中

性，较难大放或大收。

多因素支撑春季行情

在王德伦看来，眼下A股正处于做多窗口期。

他认为， 基本面依然处于国内和全球共振向上阶

段、股市流动性整体较充裕、居民理财资金和全球

配置资金持续入市等因素， 都将支撑A股继续演

绎春季行情。

“当前，春季行情仍没有完全结束，市场整体

逻辑不变。 ” 万和证券策略分析师沈彦东表示，一

方面，公募基金发行、资金募集仍相对活跃；另一

方面，经济基本面持续恢复。

对目前市场关注的是“持股过节” 还是“持

币过节” ，不少机构建议投资者可“持股过节” 。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康崇利表示， 从历史

行情看，股市春节行情的确存在。 统计2002年至

2020年沪深300在春节前后表现情况显示， 春节

前后10个交易日的胜率（绝对收益为正的年份占

比）为74%和68%，春节前后5个交易日的胜率为

79%和47%。

在具体配置策略上，康崇利建议，投资者可选

择以谨慎防守为主的稳健策略。在选择品种时，应

选年报业绩相对比较乐观、不易出现“地雷” 的成

长风格类品种。

光大证券策略研究指出，顺周期仍是主线，可

加强对低估值板块的关注。 一是工业金属和石油

化工产业链， 二是汽车和家电等可选消费的景气

修复，三是在低估值金融板块中，银行盈利质量和

资产负债表改善， 保险行业资产端收益率和保费

端同步向好，可耐心等待估值修复。

稳投资蓝图展开

1月以来，上海、河南、湖南、

广东、湖北等多地重大项目密集

开工。以河南为例，1月开工项目

投资额超5774亿元。 山西全省

开发区集中开工项目268个，总

投资1288.6亿元。上海64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734亿

元。 湖北集中开工111个重大交

通运输项目，总投资736亿元。

据Mysteel不完全统计，1

月， 全国各地共开工5748个重

大项目，总投资金额为2.89万亿

元。 1月开工项目数较上月环比

增长79.5%，项目投资额环比增

长7.4%。

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及各地

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看，2021年稳投资蓝图正徐徐展开。

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例如，陕西提出在“两

新一重”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业农村等领域实施

一批扬优势、补短板项目，省级重点项目投资4200亿

元以上。 河南明确，在产业、交通、能源等9大领域接续

实施8000个左右的重大项目， 力争年度完成投资2万

亿元。

从各地交通运输相关工作会议来看， 广西明确，

2021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2200亿元，全力加

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 江苏提出，2021年将在扩大

铁路有效投资上开新局、 迈新步， 确保全年完成投资

582亿元。 河南提出，2021年将完成公路水路基础设施

投资1000亿元以上。

兴业证券分析师孟杰说，2021年作为 “十四五”

开局之年， 前期规划重大项目将在2021年陆续上马，

加快转化为投资额，基建投资有

望保持稳健增长势头。

新基建驶入快车道

从中央到地方， 新基建热潮正

全面铺开。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提出，要

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新型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国家发改委近

日表示，将聚焦“两新一重” 和短

板弱项，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工信部近日表示， 将按照适度超

前的原则，持续深化5G网络建设

部署 ，2021年计划新建 5G基站

60万个。

从地方来看， 新基建正驶

入快车道。

目前，多地出台新基建实施意见。 近期

各地相继召开的地方两会再次释放出新

基建加速发展的新信号。 如河南提出，

2021年将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和

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 新建5G基站5

万个，加快实施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北京提出， 将于2021年推广应用

千兆固网、IPv6， 新增5G基站

6000个等。 上海提出，将加

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国际数字之都。 大力推

进一批新基建重大

项 目 。 （下 转

A02版）

1月净买入近3000亿元 外资加仓中国债券势猛

●本报记者 罗晗

2021年1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大力加仓中

国债券，达成现券交易逾万亿元，单月净买入

近3000亿元。 分析人士表示，外资正加快进入

中国债券市场，这是外资看好中国经济和人民

币资产投资价值的表现。尽管境外机构投资者

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近3.5万亿元， 但在中国

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外资净流入

势头仍有望延续。

交易量和净买入量大增

2月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数据

显示，1月， 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共达成现券交易11302亿元，环比增加

44% ， 交易量占同期现券市场总成交量的

约4% 。

1月， 境外机构投资者买入债券7148亿

元，卖出债券4154亿元，净买入2994亿元。 其

中，通过结算代理模式达成5419亿元（代理交

易5207亿元、 直接交易212亿元）， 净买入

2038亿元；通过债券通模式达成5883亿元，净

买入956亿元。

不仅交易量和净买入量大增，境外机构持

有中国债券的余额也创历史新高。债券通公司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末，境外机

构累计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48万亿元，较

2020年12月末增加2228亿元。 Wind数据显

示，这一增量规模，至少创2017年7月债券通

开通以来新高。

从债券品种看，外资仍然偏好中国利率债

券。 债券通公司数据显示，1月境外机构主要

增持国债1211亿元、同业存单430亿元、政策

性金融债378亿元。

国际资金加快流入

对外资加快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现象，中

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明

明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2020年年底以来， 中国债市表现较

好。 从全球看，中国债券的利率处于较高水平，

中美利差较高， 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越来越

感兴趣。 二是从投资者角度来说，年初一般是集

中投资时点，海外投资者同样有‘早投资，早收

益’的观念。 ”明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近期，国际资金正加速流入新兴市场。 总

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

示，1月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总额约为

535亿美元。

开放红利将持续释放

中外利差高企和人民币快

速升值是2020年驱动外资加快

流入中国市场的两个关键因

素。就2021年的情况来看，

这两方面因素或许会

有所减弱。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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