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向资金刷新多项纪录 2022年有望持续流入A股

本报记者 吴玉华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4321.69亿元，创年度净

流入新高。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入1937.27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2384.42

亿元。 2021年北向资金对电力设备、电子、银行行业加仓金额居前；对1165

只股票持股数增加，其中对宁德时代加仓金额最大。

分析人士表示，北向资金已经是A股市场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整体来

看，2021年北向资金减持消费股，布局新能源赛道，体现出其在行业配置方

面的偏好。 展望2022年，北向资金继续增配A股成为市场共识。

2021年浮亏114亿元

具体来看，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北向资金净流入889.92亿元，

创月度净流入历史新高；2021年12月6日-12月12日单周净流入488.34亿

元，创周度净流入历史新高；2021年5月25日净流入217.23亿元，创单日净

流入历史新高。北向资金2021年各月均呈现为净流入，其中4月、5月和12月

净流入金额超过500亿元。

从北向资金持股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北向资金

持仓市值为2.76万亿元，2021年北向资金持仓市值增加4208亿元， 结合北

向资金2021年净流入4321.69亿元计算，浮亏约114亿元。

北向资金2021年初持股数为2262只，而截至2021年末，其持股数量增

至2422只。 2021年有160只新纳入沪、深股通的股票被北向资金加仓。

在2021年核心资产普遍回调的背景下，北向资金十大重仓股发生巨大

的变化。截至2021年末，北向资金十大重仓股分别为，贵州茅台、宁德时代、

美的集团、招商银行、隆基股份、五粮液、中国中免、迈瑞医疗、伊利股份、长

江电力。 其中，隆基股份、迈瑞医疗、伊利股份、长江电力新进入十大重仓

股，2021年北向资金对这几只股票持股增加数分别为3.18亿股、3651.83万

股、1.84亿股、4.00亿股。

从北向资金2021年行业加仓情况来看，Wind数据显示，基于持股变动

及个股成交均价进行估算，2021年北向资金对25个行业加仓，对6个行业减

仓。 其中，电力设备为北向资金加仓金额最大的行业，达1246.51亿元，同时

电力设备行业也是2021年涨幅第一的行业；食品饮料为北向资金减仓金额

最大的行业，达149.53亿元。 在北向资金2021年大幅加仓电力设备行业的

情况下，电力设备行业取代食品饮料行业，成为截至2021年末北向资金第

一大重仓行业，食品饮料为北向资金第二大重仓行业。

大手笔加仓宁德时代

从北向资金持股变动情况来看，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向资金对

1165只股票的持股数增加，剔除2021年新进入沪、深股通的股票，对其中65

只股票的持股增加数超过1亿股，持股增加数最多的紫金矿业增加了7.75亿

股，对东方财富、三花智控持股数分别增加5.37亿股、5.29亿股。

2021年有近1000只股票被北向资金减仓。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

向资金共计减仓989只股票，对其中21只股票的减仓股数超过1亿股。 减仓

股数最多的京东方A被减仓6.78亿股，格力电器、中联重科被分别减仓4.66

股、4.03亿股。

此外，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有160只新纳入沪、深股通的股票被北

向资金加仓。 其中，中国能建、中国通号、三峡能源2021年分别被加仓1.54

亿股、8311.13万股、6638.31万股。

从增减持金额来看，Wind数据显示，基于持股变动及个股成交均价进

行估算，2021年北向资金对宁德时代、隆基股份、招商银行增持金额居前，

分别净买入348.58亿元、277.32亿元、229.06亿元。 此外，对汇川技术增持金

额也超过220亿元。2021年北向资金增持金额居前十股票多数上涨，涨幅最

大的为宁德时代。 2021年北向资金对贵州茅台、格力电器、海康威视减持金

额居前，分别净卖出282.21亿元、198.74亿元、139.19亿元。2021年北向资金

减持金额居前十股票多数下跌，跌幅最大的为中国平安，2021年下跌40%。

继续增配A股成为共识

对于2022年北向资金的动向，券商机构普遍表示，北向资金将继续大

规模流入A股。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一方面，资本市场开放不断深

化，A股具备更高的估值性价比，且相对美股具有独立性，外资在A股占比

仍然偏低，多重因素将驱动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 另一方面，2022年美联

储或开启加息周期，对全球资本流动（尤其是交易盘）以及人民币汇率都

将形成影响。 因此， 预计2022年外资流入可能较2021年边际放缓。 预计

2022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为3360亿元。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秦培景表示， 目前海外权益基金在A股配置

比例依然偏低， 预计2022年北向资金仍会增配A股， 净流入规模或达到

4000亿元。

中金公司表示，2022年海外资金全年净流入A股规模可能达到2000亿

元至4000亿元。

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劲津表示， 预计2022年将有约750亿美元

北向资金流入A股，在北向资金净流入持续增加、居民资产配置逐渐向股市

转移等预期下，市场流动性充裕将对A股产生较强推动力。

数据来源/Wind

品种 2021年涨幅 当前价格（美元）

LME锡 91.57% 38985.00

NYMEX原油 55.50% 76.16

ICE布油 50.46% 78.90

LME铝 42.11% 2813.00

LME锌 28.55% 3536.50

LME铜 25.61% 9755.00

LME镍 24.95% 20705.00

CBOT玉米 21.98% 600.75

LME铅 15.19% 2290.50

CBOT大豆 2.19% 1359.50

COMEX黄金 -3.41% 1827.10

COMEX白银 -11.57% 23.28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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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2022年格局重塑

能源主题投资机会显著

●本报记者 马爽 张利静

2021年，大宗商品牛市延续，CRB商品指数刷新七年来新高。

国内期货市场客户权益规模从2021年4月份开始迈入万亿元时

代。 2021年三季度以来，大宗商品市场震荡加剧。 分析人士认为，

在大宗商品供需格局改变、 新旧能源逐渐更迭的背景下， 预计

2022年大宗商品重心或下移，能源主题投资机会显著。

重心或下移

分析人士认为，2022年大宗商品市场行情或进入新的阶段，

随着主要商品供给端约束逐渐缓解，2022年开始大宗商品市场重

心或有所回落。

“整体上看，2022年大宗商品需求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而主要

商品供给端的约束均将缓解。 煤炭、原油、铁矿石、铜、锌等主要大

宗商品供给均将趋于增加， 供需格局对大宗商品价格不利， 预计

2022年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将呈重心下移的态势。”中信期货表示。

该机构认为，2022年大宗商品主要的向上机会在于地产宽信

用以及财政政策前置发力导致上半年需求修复。 特别是国内定价

的商品如黑色金属、建材，以及有色金属中的铝等存在一定修复空

间；但从全球来看，经济将整体趋于下行，全球定价的商品以及受

出口影响比较大的商品表现将相对疲弱，如原油等。

从商品市场看，目前全球需求已经出现回落。 展望2022年，国

贸期货表示：“商品需求将进一步走弱，供给约束问题也将逐步得

到改善，叠加美联储逐步收紧货币政策，金融环境不再宽松，本轮

大宗商品行情的拐点或已出现。 但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部分

商品产能或持续受限，加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修复有望持续，

商品需求周期或拉长，部分大宗商品或仍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 ”

尽管市场对于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成因和持续时间仍存

在分歧， 但是随着部分国家滞胀风险积聚， 机构人士一致预期，

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将采取措施管理通胀。

国投安信期货分析认为， 在此背景下，2022年大宗商品市场

重点关注宏观紧缩、供给恢复、碳中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演

变，虽然总体格局将从供不应求转向供需平衡，但是不确定性依然

较大，再平衡之路或面临挑战。所以，在投资策略上，以把握结构性

行情为主，更加依赖对商品供需平衡的细致分析。

2021年浮亏114亿元

具体来看，Choice数据显示，2021

年12月北向资金净流入889.92亿元，创

月度净流入历史新高；2021年12月6日

-12月12日单周净流入488.34亿元，创周

度净流入历史新高；2021年5月25日净流

入217.23亿元，创单日净流入历史新高。

北向资金2021年各月均呈现为净流入，

其中4月、5月和12月净流入金额超过

500亿元。

从北向资金持股情况来看，Choice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北向资金持仓

市值为2.76万亿元，2021年北向资金持

仓市值增加4208亿元， 结合北向资金

2021年净流入4321.69亿元计算，浮亏约

114亿元。

北向资金2021年初持股数为2262

只， 而截至2021年末， 其持股数量增至

2422只。 2021年有160只新纳入沪、深股

通的股票被北向资金加仓。

在2021年核心资产普遍回调的背景

下， 北向资金十大重仓股发生巨大的变

化。截至2021年末，北向资金十大重仓股

分别为，贵州茅台、宁德时代、美的集团、

招商银行、隆基股份、五粮液、中国中免、

迈瑞医疗、伊利股份、长江电力。其中，隆

基股份、迈瑞医疗、伊利股份、长江电力

新进入十大重仓股，2021年北向资金对

这几只股票持股增加数分别为3.18亿

股、3651.83万股、1.84亿股、4.00亿股。

从北向资金2021年行业加仓情况来

看，Wind数据显示， 基于持股变动及个

股成交均价进行估算，2021年北向资金

对25个行业加仓，对6个行业减仓。其中，

电力设备为北向资金加仓金额最大的行

业，达1246.51亿元，同时电力设备行业

也是2021年涨幅第一的行业； 食品饮料

为北向资金减仓金额最大的行业，达

149.53亿元。 在北向资金2021年大幅加

仓电力设备行业的情况下， 电力设备行

业取代食品饮料行业， 成为截至2021年

末北向资金第一大重仓行业， 食品饮料

为北向资金第二大重仓行业。

大手笔加仓宁德时代

从北向资金持股变动情况来看，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向资金对

1165只股票的持股数增加，剔除2021年

新进入沪、深股通的股票，对其中65只股

票的持股增加数超过1亿股，持股增加数

最多的紫金矿业增加了7.75亿股， 对东

方财富、 三花智控持股数分别增加5.37

亿股、5.29亿股。

2021年有近1000只股票被北向资

金减仓。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向

资金共计减仓989只股票，对其中21只股

票的减仓股数超过1亿股。减仓股数最多

的京东方A被减仓6.78亿股， 格力电器、

中联重科被分别减仓4.66股、4.03亿股。

此外，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有

160只新纳入沪、深股通的股票被北向资

金加仓。 其中，中国能建、中国通号、三峡

能源 2021年分别被加仓 1.54亿股 、

8311.13万股、6638.31万股。

从增减持金额来看，Wind数据显

示， 基于持股变动及个股成交均价进行

估算，2021年北向资金对宁德时代、隆基

股份、招商银行增持金额居前，分别净买

入348.58亿元、277.32亿元、229.06亿元。

此外，对汇川技术增持金额也超过220亿

元。 2021年北向资金增持金额居前十股

票多数上涨， 涨幅最大的为宁德时代。

2021年北向资金对贵州茅台、格力电器、

海康威视减持金额居前， 分别净卖出

282.21亿元、198.74亿元、139.19亿元。

2021年北向资金减持金额居前十股票多

数下跌，跌幅最大的为中国平安，2021年

下跌40%。

继续增配A股成为共识

对于2022年北向资金的动向， 券商

机构普遍表示， 北向资金将继续大规模

流入A股。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

表示，一方面，资本市场开放不断深化，

A股具备更高的估值性价比， 多重因素

将驱动北向资金持续流入A股。 另一方

面，2022年美联储或开启加息周期，对

全球资本流动（尤其是交易盘）以及人

民币汇率都将形成影响。 因此， 预计

2022年外资流入可能较2021年边际放

缓。 预计2022年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为

3360亿元。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秦培景表

示， 目前海外权益基金在A股配置比例

依然偏低， 预计2022年北向资金仍会增

配A股，净流入规模或达到4000亿元。

中金公司表示，2022年海外资金全

年净流入A股规模可能达到2000亿元至

4000亿元。

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劲津表

示， 预计2022年将有约750亿美元北向

资金流入A股，市场流动性充裕将对A股

产生较强推动力。

Choice数据显示，2021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4321.69亿元， 创年度净流入新高。 其中沪股通资金净流入1937.27亿

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2384.42亿元。 2021年北向资金对电力设备、电子、银行行业加仓金额居前；对1165只股票持股数增

加，其中对宁德时代加仓金额最大。

分析人士表示，北向资金已经是A股市场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整

体来看，2021年北向资金减持消费股，布局新能源赛道，体现

出其在行业配置方面的偏好。 展望2022年，北向资

金继续增配A股成为市场共识。

北向资金刷新多项纪录 2022年有望持续流入A股

●本报记者 吴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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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控股”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莱茵达控股 否 40,00,000 2.98% 0.31% 2019-4-25

2021-12-2

9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解放

支行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莱茵达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高靖娜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

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莱茵达

控股

134,448,100 10.43%

130,300,

000

96.91% 10.11% 0 0% 0 0%

高靖娜 79,380,000 6.16% 79,380,000 100% 6.16% 0 0% 0 0%

合计 213,828,100 16.59%

209,680,

000

98.06% 16.27% 0 0% 0 0%

注：上述表中，因计算持股比例时四舍五入，存在持股比例尾数差异。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莱茵达控股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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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建堂先生的通

知，获悉杨建堂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杨建堂 否 611,900 3.72% 0.36%

2020年6月9日、

2020年6月10日

2021年12月30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小计 - 611,900 3.72% 0.36%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杨建堂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杨建堂 16,431,011 9.59%

2,179,

499

13.26% 1.27% 0 0 0 0

合计 16,431,011 9.59%

2,179,

499

13.26% 1.27% 0 0 0 0

公司股东杨建堂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暂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

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1日

券商机构乐观预期A股1月行情

●本报记者 胡雨

A股2022年行情拉开帷幕， 在经历元

旦前的持续震荡后，券商机构对于1月行情

持乐观态度， 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投资机

会；市场风格有望转向均衡，稳增长主线的

性价比提升。对于后市布局方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梳理各机构观点发现， 消费及基建

等成为多家券商共同看好的方向。此外，鉴

于上市公司将陆续发布2021年年报业绩

预告，相关业绩情况也值得投资者重视。

多因素支撑“开门红”

A股2022年能否迎来“开门红” ？ 1月

期间有哪些积极因素？

东方证券策略分析师薛俊认为，2022

年1月A股市场向上可期， 有四个支撑行

情的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M1增速和社融

增速触底回升迹象明显，宏观流动性环境

偏暖； 二是稳增长政策有望进一步发力；

三是美联储加息未至； 四是估值方面，

2021年处于高估值分位的行业主要集中

在电力设备新能源、白酒、汽车、社服等，

其他大部分行业估值依然具备吸引力。

受益于年初风险偏好回升和流动性改

善，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策略官陈果同样认

为1月A股市场有望回暖，整体表现应该强

于去年12月，年初的投资机会应当把握。不

过，陈果同时表示：“对于今年春季行情持

续的时间和高度应该抱有合理预期。 如果

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应该考虑适时兑现。 ”

光大证券策略分析师张宇生认为，A

股市场行情仍然值得期待，在宏观政策整

体定调之后，未来或能够看到更多具体政

策出台，社融等经济领先指标或将率先出

现好转。随着政策效力的显现以及流动性

释放，躁动行情的逻辑仍然成立。 近期稳

增长和消费板块的突出表现即是躁动行

情的体现，未来在宽基指数层面的体现也

将逐渐清晰。

风格有望趋于平衡

除了对市场主要股指的关注外，结构

性行情下市场风格在1月将呈现怎样的变

化也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林荣雄认

为， 往后相当一段时间稳增长趋势明确，

预判今年GDP增速相比去年下半年大概

率会出现回升，“经济底” 可能发生在今

年二季度， 这决定了沪深300指数中期回

摆概率大， 市场风格会进一步趋于均衡。

就产业赛道而言，高景气、高估值赛道中

期趋势向好， 但短期波动性会明显增加。

对投资者而言，建议在低估值板块中寻找

具备弹性的板块。

展望2022年全年市场风格变化， 海通

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认为，在业绩相

对占优的情况下，2022年沪深300表现有望

略优于中证500。 在盈利端，预计全年沪深

300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将达到7%， 中证

500则为2%。 对于硬科技板块，盈利增速或

将下滑，板块也会经历估值消化的阶段。

平安证券研究所认为，市场短期仍以

博弈震荡为主，稳增长主线的相对性价比

抬升。 当前A股处于业绩真空期，板块高

低切换明显，市场更为关注稳增长政策效

应。 但资金整体处于观望阶段，仍需等待

2022年新的业绩增长点和政策发力点。

值得注意的是，1月A股上市公司将

陆续开启2021年年报业绩预告的相关披

露工作，对此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

夏表示， 超预期的领域往往是市场在1月

重点布局的领域。预计资源类、新能源类、

TMT行业年报业绩预告的情况较好，投

资者应在1月考虑重点布局。

看好消费与基建行业

对于具体的行业配置方向，国泰君安

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显顺认为，建议沿着稳

增长发力的方向寻找投资机会，看好消费

与基建产业链。 其中，在消费方面，建议关

注加速迈出预期底部、业绩有支撑且负面

预期淡化的白酒、生猪、家电、家具以及社

服、旅游等方向；在基建领域，建议把握电

力运营等新基建方向，同时重视稳增长下

传统基建的发力。

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

示，短期关注国有房企、新老基建、券商板

块，逢低布局以“小高新”为代表的科技成

长方向。 长期建议聚焦科技创新相关的五

大方向，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光伏、

风电、 特高压等）、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高端

制造（智能数控机床、机器人、先进轨交装

备等）、生物医药（创新药、CXO、医疗器

械和诊断设备等）以及军工（导弹设备、军

工电子元器件、空间站、航天飞机等）。

中国银河证券大类资产配置分析师

李卓睿认为，2022年1月宏观环境整体有

利于权益资产，春季躁动行情可期。 行业

配置上，看好两条主线，分别是受益于经

济边际好转的地产、消费行业，以及高端

制造和专精特新相关的长期投资主线。李

卓睿同时表示，投资者可关注年报业绩预

告的披露情况。

北向资金净流入年度变化情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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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主要品种2021年市场表现

关注结构性投资机会

2020年初以来， 大宗商品市场行情在跌宕中不断攀升。 从

2020年的贵金属、农产品，到2021年的原油、有色金属，商品市场

明星品种不断更迭。 机构人士认为，2022年，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新旧能源格局重塑、大宗商品供需格局改变下的投资机会。

国投安信期货研究表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

下了稳中求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基调。 展望2022年，大宗商品

市场经历了疫情以来接近两年的牛市之后， 高位势必出现分化和

震荡。 受益于‘双碳’ 战略、绿色发展概念的商品可能继续获得支

撑， 而受制于政策调控的煤炭类资源品价格很难再有较高的波动

率。 不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商品价格，都将步入重建后的新格局，

循序渐进地演绎新一年的运行节奏。 ”

“随着‘双碳’ 行动不断推进，大宗商品供需格局将面临重

塑。 ”国贸期货分析称，一方面，高能耗、高碳排放行业供给释放或

将持续受到影响，如煤炭、钢铁、电解铝等，作为能源消耗密集行

业，面临较大减碳压力；另一方面，新能源、新基建等绿色低碳产业

的高速发展将给部分商品带来新的需求增量。

从对应的股市细分投资机会看，川财证券认为，2021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能源方面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 确保能源

稳定供应。当前煤炭板块偏悲观的预期有望修复，长协基准价上调

带动动力煤龙头业绩持续改善，有望催化估值修复及重塑，建议关

注业绩稳健且高分红标的。有色金属方面，房地产领域资金最紧张

的时刻或已过去， 新能源领域对于电解铝需求端的贡献也不容小

觑，上半年可关注阶段性反弹机会。

“2022年能源的供需矛盾将大幅缓解， 在高价驱动和政策压

力下，供给压力将逐步得到改善。其中，煤炭供需缺口将修复，价格

重心将显著下移； 而原油需求增长受到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而放

缓，油价重心或有所下移；碳中和背景下天然气需求保持稳健，预

计大幅调整空间有限。 ”中信期货研究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