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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开启“避险模式” 中国资产料显韧性

●本报记者 张枕河

11月26日（上周五）全球风险资

产集体重挫， 部分主要股指跌幅达

2%-4%，有的甚至更高；纽约原油期

价跌逾13%。 部分具有避险属性的资

产，如黄金、国债等则逆市走强。

引发全球市场震荡的因素仍是

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变化。有迹象表

明，由南非科学家发现、代号为奥密

克戎（B.1.1.529）的新冠病毒变种出

现大量变异，可能大大降低现有疫苗

的有效性，增加重复感染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中国资产短期前景

如何？ 投资者需要关注哪些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11月26日，新变种病毒的消息持

续发酵，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世

界卫生组织于11月26日将最新报告

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列为

“需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并呼吁各

国加强对所有仍在流行的新冠变异

毒株的监测和测序。奥密克戎毒株11

月9日在南非被首次确认。 世卫组织

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变异毒株有

大量突变， 其中一些突变令人担

忧。 ” 初步证据显示，与之前其他“需

要关注” 的变异毒株相比，最新变异

的毒株可能导致二次感染新冠的风

险增加。该毒株被检测出的速度比以

往造成感染激增的其他变异毒株都

快，表明这一最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

生长优势。

当日亚洲交易时段，市场恐慌情

绪大幅上升，主要股指纷纷收跌。 日

经225指数收跌2.53%、韩国综合指数

跌1.47%、 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跌

1.73%、新西兰NZX50指数跌1.30%。

国际油价也持续下行。

进入欧洲以及美国交易时段

后，这种恐慌不减反增。 主要股指大

幅走软，油价、基本金属期价也纷纷

跳水。

最终，欧洲主要股指跌幅普遍在

3.5%-4.8%之间。 由于假期因素提前

收市的美股也未能幸免，三大股指跌

幅在2.2%-2.6%之间。 道指创今年以

来最大单日跌幅， 标普500指数创今

年2月以来最大跌幅。 美股中表现最

亮眼的是几只抗疫概念股，Moderna

涨 20.57% ， 诺瓦 瓦 克 斯 医 药 涨

8.95%，BioNTech涨14.19%。 当日油

价大幅收跌，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

跌13.06%；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

合约跌11.59%。 相对而言，避险资产

表现较好。 纽约黄金期价小幅上涨，

美国国债价格坚挺。

中国资产风险较低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需要

持续关注新变种病毒的发展以及全

球金融市场反应，对于各类中国资产

而言，可能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小。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中

国市场预计受到新变种病毒事件的

影响相对有限。 第一，从疫情防控角

度来看，我国是全球疫情管控较严格

和实际控制效果较好的国家，我国新

冠疫苗接种率持续攀升，这些因素均

为我国防疫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

从产业链角度看， 近两年来面对疫

情， 我国国内产业链具备较强的韧

性，未来新冠疫情对国内产业链冲击

预计相对有限。 第三，从投资者信心

来看，海外对标中国资产重要指标之

一的富时中国A50指数整体运行相

对平稳，表明全球市场参与者对A股

市场并未有太多恐慌心理。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表

示，虽然短期可能也会受海外市场情

绪影响， 但中国市场相对更有韧性。

主要基于四点原因。 第一，过去两年

来，中国防疫模式整体效果显著。 第

二，中国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经济

受到的冲击与海外经济体相比相对

较小。 第三，中国股市所处的周期位

置相对有利，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先回归常态化且政策有望逐步放松，

海外则处于增长临近高位而政策面

临退出的窘境。 第四，2021年中国股

市的估值压力明显缓解，相比高位的

海外股市有更多缓冲空间。 在疫情新

变数之下，A股可能比海外市场相对

更有韧性。

百利好证券策略师岑智勇重点

对港股市场前景进行了分析。 他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上周五港股大幅

回调，对于新冠疫情发酵的担忧成为

重要原因， 市场整体气氛受到冲击。

从中长期看，一旦临时性因素有所改

善，港股乐观情绪也将随之回升。 行

业板块方面，短期可以关注黄金相关

板块，因为可以对冲其它风险；对于

长期投资，看好新能源车板块，建议

投资者可以考虑通过相关ETF进行

布局。

数字化程度提高 银行网点“更新”加速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今年以来， 国内商业银行网点的

“更新”步伐稳步向前。银保监会许可证

信息查询系统显示，截至上周（11月25

日）， 年初以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

中合计共有219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

营业。 另外，今年以来全国共有2390家

商业银行网点设立（以发证日期计算）。

一退一进之间，银行网点在区域选址、数

字化经营方面呈现出多方面特点。

银行网点进退有序

从服务网点的数量变化来看， 今年

商业银行网点整体呈现出进退有序的特

点，且不同银行间存在一定分化。

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

的机构退出列表数据， 截至11月25日，

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机构退出列表中合计

共有2190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 其中，

国有大型银行撤销的网点数达908家，

股份制银行减少网点298家，城商行、农

商行、 民营银行等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减

少网点984家。

在新增网点方面， 今年以来共有

2390家商业银行网点设立。 其中，国有

大型银行增加网点数量达到440家，股

份制银行增加网点680家，城商行、农商

行、 民营银行等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增加

网点1270家。

对于这种变化，业内人士分析，国有

银行过去网点铺设多， 如今随着金融业

务线上化、网点轻型化趋势来临，国有大

行对于网点选址考量更精细化， 推进低

效、密集网点撤并或迁移。 另一方面，股

份行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 而对于网点

数量较少、 业务范围受限的城商行和农

商行来说， 实体网点对于其业务拓展仍

然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因此深入基层

铺设渠道成为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拥抱数字化转型

在商业银行网点加速“更新” 的趋

势中，除了选址的变化外，数字化转型速

度也在加快。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越

来越多银行分支网点启动了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引入客服机器人、智能终端设

备来提升服务效率。

工商银行在半年报中提出， 该行已

经在业内率先构建并推出“云工行”非

接触服务品牌， 推动手机银行、 物理网

点、 远程客服之间的功能联通和服务协

同。 依托金融生态云建立覆盖20余个行

业、2000余种金融服务的标准化、 灵活

化“行业+金融”开放输出能力。

邮储银行称， 在传统网点优势的基

础上，持续向“产品数字化、平台开放

化、场景线上化”转型发展。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

示， 近年银行网点更新速度加快成为大

趋势，除了数字化转型的需要，还有银行

服务需求端快速线上化以及部分实体网

点成本太高所致。

物理网点仍有不可替代性

近年来，随着投资理财、转账支付等

金融业务线上化的发展， 用户更愿意选

择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方式， 偏好个性

化、场景体验式金融服务需求。而新冠肺

炎疫情进一步推动“非接触式” 金融服

务需求增长， 银行纷纷加快线上金融产

品创新及业务数字化转型， 驱动着银行

重新定位物理网点布局。

“尽管数字化转型快速推进，但物理

网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社科院金

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线下物

理网点对于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品牌形

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都是非常重要的。

柏文喜认为， 在银行网点持续变革

的背景下， 还应关注特殊群体的服务体

验。例如，老年人群体对于银行柜台的需

求仍然存在， 没有柜台对他们来说极不

方便， 银行应该在维持一定的实体网点

规模的同时， 加强线上服务于老年人的

场景化和智能化的建设水平， 应对老年

人客户的各类需求。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