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风格偏谨慎 险资节后谋加仓

2月7日，A股迎来虎年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个股多数上涨。

面对股市“开门红” ，中国证券报记者对部分大型保险机构进行

调研，不少保险资管机构负责人透露，行业整体投资风格仍较为

谨慎，但节日假期后正在考虑进一步的加仓策略。

● 本报记者 石诗语

已是较好建仓时机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 险资受其自身属性影响，安

全性是其投资考虑的第一要素，高于对盈利的要求，整体投资风

格偏谨慎。 因此对于险资的布局，预计更偏好业绩稳定增长的行

业，低估值绩优股将是险资布局的重点方向。

对于春节前的市场调整， 某大型保险资管机构负责人分析

称：“第一，由于过去几年极致的结构分化，一些成长板块的估值

过高，机构持仓过于集中，存在调整压力；第二，尽管政策宽松的

信号已经出现，但跟踪一些高频数据可以发现，今年一季度经济

仍面临不确定性，很多公司也下调了业绩预测。 ”他进一步表示，

尽管短期基本面趋势并不明朗，但“稳增长”是2022年的主基调，

经济形势和货币环境对于权益市场比较友好，市场短期的调整为

机构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建仓时机。

从险资投资规模看，险资权益投资占比较低。银保监会1月25

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险资运用余额达23.2万亿元，同

比增长7%。其中，险资配置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合计占比12.7%。

创下2019年以来的新低水平。根据2020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

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指出设置

差异化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 权益投资比例最高可达

45%，未来险资在权益投资上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看重业绩超预期标的

考虑到春节后的市场即将迎来密集的公司财报，光大永明资

产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把握好春节后重要时点进行加仓。”他透

露， 一季度业绩乐观以及基本面向好的行业龙头会逐渐清晰，

“这个时间正是调仓或者加仓的较好时间窗口。 我们会根据市场

波动中呈现出的新特征，加快加紧研究，快速调仓加仓” 。

大家资产股票投资经理、价值周期组组长姜锦铖也十分重视

对公司财报的分析。“年报预告是我们追踪上市公司业绩的重要

手段之一，从业绩预增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盈利超预期的公

司，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潜在的加仓对象。 ” 他进一步指出：“春节

开工后是企业接收订单的高峰期， 可以从中窥探全年的景气度。

我们会通过积极调研上市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把握具有高景气

度的行业和公司。 ”

生命资产组合管理部的一位投资经理也表示，从已经公告的

上市公司业绩预增报告情况看，上市公司2021年四季度业绩增速

呈现分化态势，将聚焦业绩超预期因素，对于存在行业机会的标

的，进行择机配置。

聚焦基建有色电力等板块

陈雳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就具体板块而言，险资着重看

好的首先是基建相关板块，全年“稳增长”的基调明确，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预计将持续发力，春节期间，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再度

指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将对行业构成业绩支撑；二

是有色板块，2022年国内基建发力预期明确，同时在利润端方面，

从年报预披露情况来看，有色行业整体利润情况较好，同时商品

价格高位背景下，行业利润有望延续；三是电力板块，电网建设端

将逐步升级， 同时随着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叠加电价改革深化，

行业利润率有望进一步向好。

展望后市，姜锦铖表示：“近期沿两条思路进行布局。 第一，

稳增长政策将不断发力，沿政策发力方向寻找如地产链、基建链

等被低估同时具有中长期成长逻辑的公司；第二，碳中和仍是市

场长期需要关注的主线，可持续从新能源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等具

有长期成长性的方向上寻找具有性价比的公司。 ”

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 北京某保险资管公司负责人指出，由

于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双碳” 政策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

制造业在这次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能源结构

的变化会使得能源的资源属性转向制造属性；另一方面，随着中

国制造业的升级，“国产化”将在各个领域里深入体现，这都为制

造业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空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估值消化，相关制

造业领域的投资机会将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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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期满未减持的公告

控股股东程宗玉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减持计划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拟大宗

交易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计划在2021年9月9日起的

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100,91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2%）。

2021年9月17日至9月28日期间， 程宗玉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8,363,

1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1.28%），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93）。

其后，公司于2021年9月30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拟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6），程宗玉先生计划在2021年11月3日起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

737,815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0.72%），该减持计划额度为前述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剩余额度。

二、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程宗玉先生未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其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均已届

满。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1年9月17日 5.78 2,900,000 0.44%

2021年9月22日 5.59 805,800 0.12%

2021年9月24日 5.84 1,000,000 0.15%

2021年9月28日 5.66 3,657,300 0.56%

2021年11月05日 6.64 2,860,000 0.44%

合 计 11,223,100 1.71%

程宗玉先生自2021年2月19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的累计减持比例为1.71%；自2021年

12月31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后未减持。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54,985,096 23.66 143,761,996 20.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95,024 2.08 35,940,499 5.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390,072 21.58 107,821,497 15.50

注：上述减持前持股情况指首次大宗交易减持前，以公司当时总股本655,045,776股计算；减持后

持股情况以公司现时总股本695,596,569股计算。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程宗玉先生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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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与程宗玉先生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和其他违规情况。

3、程宗玉先生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减持情况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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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4,011.87 225,630.19 30.31

营业利润 52,659.51 39,197.02 34.35

利润总额 52,282.26 39,090.50 3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373.83 34,252.54 3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2,739.52 32,442.71 3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8 1.19 -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24.13 21,920.73 4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1 18.53 增加2.6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0,051.66 432,883.47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859.31 197,257.82 17.03

股本 42,196.60 29,155.04 4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47 6.77 -19.1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40亿元，同比增长30.31%；利润总额5.23亿元，同比增长

33.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亿元，同比增长32.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25

亿元，同比增加48.3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1.21%，同比增长增加2.68个百分点。报告期末，公司总

资产44.01亿元，同比增长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09亿元，同比增长17.03%。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在手订单约为54.62亿元，较上年期末增长约1.39%。

（二）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增长。首先，公司积极推动应用场景多元化战略，持续努力拓展

数字化体验业务在公共文化空间及文旅空间等场景的应用，公司文化及品牌数字化体验空间业务快速

增长；其次，公司持续加大在3D设计开发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增强公司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业

务的溢价空间；此外，公司积极优化组织结构、加强精细化管理，缓解材料、设备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

升压力、克服新冠疫情反复带来的挑战。

2.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涉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5股，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回报确定性趋弱

保险公司股权不再是“香饽饽”

●本报记者 黄一灵

日前，豪能股份公告称，终止参

股设立西部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独有偶，近年已有多家公司宣布退

出或终止设立保险公司，同时保险公

司股权折价拍卖，甚至流拍的现象不

时出现。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保险公司股

东资质的审查趋严，且在保险业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保险公司的财务类股

权市场吸引力下降。

10余家公司终止参股

1月末，豪能股份发布关于终止

参股设立西部农险的公告。 公告显

示，近日，西部农险召开发起人会议，

鉴于西部农险在筹备期未取得银保

监会的行政许可批文，各发起人同意

对西部农险的筹备工作进行清算并

解散筹备组，解散工作完成后，西部

农险项目将终止。 豪能股份强调，本

次西部农险项目终止，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状况产生重要影响，亦不会影响

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

豪能股份并不是第一家终止参

股设立险企的上市公司。 此前在

2021年12月29日晚， 海峡股份亦公

告称，终止参股设立南华财险。 关于

终止原因，海峡股份表示，南华财险

筹建近4年仍未完成， 期间共有3家

股东发起人陆续退出。 考虑到原先

南华财险投资评估的基础条件已发

生较大变化， 政策和环境难以保证

投资预期收益， 且与公司发展规划

相关度不高，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已

有超10家上市公司宣布终止或退出

参股设立险企，终止原因大多都是险

企筹备时间过长、投资预期收益难以

保证等。

除上市公司频频终止参股设立

外，部分险企尤其是中小险企还面临

股权转让折价甚至流拍的“窘境” 。

2022年1月， 复星联合健康19.5%股

权以市场价的七折作为起拍价在阿

里拍卖平台上拍卖，但最后却无人出

价，导致流拍。

股东资质审查趋严

保险股权投资从过去的 “香饽

饽” 到如今鲜有问津，一方面原因是

审批流程较长， 可能存在短期内不

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事实上，保

险公司的发起设立和收入实现需要

一定周期， 产生盈利所需的时间可

能较长， 投资收益可能在保险公司

稳健发展后才逐步实现。 另一方面，

业内人士认为， 保险公司股东资质

的审查趋严是重要原因。根据《保险

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外资保险公

司管理条例》《关于加强非金融企

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规定， 保险公司股东应具备

相应的股东资质。

比如， 境内企业法人均应当经

营状况良好， 有合理水平的营业收

入；信誉良好，投资行为稳健，核心

主业突出；具有持续出资能力，最近

两个会计年度盈利； 具有较强的资

金实力，净资产不低于2亿元；纳税

记录良好， 最近三年内无偷漏税记

录等。

与此同时，近年来，保险行业逐

渐由高速扩展迈向高质量发展，保

费增速下滑， 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

质量提升阶段。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2021年， 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费收

入4.49万亿元，同比微降0.79%。 在

此背景下， 非保险业公司跨界进入

保险业从而获取财务回报的 “确定

性” 减弱，无论是投资还是股权受让

均动力不足。

发布紧急通知

银保监会出手规范“隔离险”

●本报记者 石诗语

2月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针对“隔离险” 存在不如实宣传、理

赔困难等问题，银保监会财险部日前

发布《关于规范“隔离” 津贴保险业

务经营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通

知》从六个方面对“隔离” 津贴保险

业务进行规范，经营此类业务的公司

要根据要求做好自查和整改，并于2

月28日前向银保监会财险部或直管

派出机构报告自查和整改情况。

在端正经营理念方面，《通知》

提出，公司在开发设计保险产品过程

中，应切实做到以人民为中心，以保

险消费者实际需求为基础，在综合考

量可保利益和风险程度的情况下，依

法依规开发产品，合理设定责任免除

和理赔条件。各公司应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科学理性经营，为消费者提供

切实有效的风险保障。

在严格销售行为方面，《通知》

要求，公司在宣传销售上述产品的过

程中，不得通过欺骗、隐瞒或者诱导

等方式，对保险产品的保障责任等重

要情况作出容易引人误解的宣传或

者说明，不得以博取消费者眼球为目

的， 进行片面宣传和恶意渲染炒作。

要加强对合作机构、平台、渠道的管

理，持续监测其宣传行为，一旦发现

有片面宣传和渲染炒作的，立即制止

并终止与其业务合作。

《通知》表示，公司在产品销售

过程中应充分履行说明义务，对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以及理赔条件等进行

充分说明，并依法依规对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

意的提示和说明。

在严格理赔管理方面，《通知》

指出， 公司要高度重视客户服务工

作，做好相关业务的解释和后续保险

理赔服务工作， 对发生保险事故的，

应主动做好理赔服务， 不得无理拒

赔， 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理赔诉求，防

止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在加强投诉管理上，《通知》提

出，公司应持续关注此类业务的后续

经营开展情况， 加强对分支机构、营

销人员和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强

化业务投诉管理， 随时关注與情动

向，及时回应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在强化市场监管上，《通知》要

求，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要督促各公

司做好此类业务的宣传销售工作，强

化监管检查力度，对发现的产品开发

设计不合理、销售误导、无故拒赔等

行为，依法依规追究保险公司和相关

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股价坐过山车 高增长预期存疑

美科技巨头分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本报记者 周璐璐

美国科技巨头在财报季波澜不断。

奈飞、Meta（前身是脸书公司）在发布

不及预期的财报后单日股价均跌超

20%， 历史罕见； 谷歌母公司Alpha-

bet、亚马逊、苹果在发布财报后其股价

强势崛起， 其中谷歌母公司Alphabet

市值一度突破2万亿美元，亚马逊单日

大涨13.54%。

事实上，财报发布前，美股科技板

块经历了一波明显回调，纳斯达克指数

一度进入回调区间。 在分析人士看来，

美国科技巨头表现分化，业绩是否持续

高增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考虑到供

应链压力等不利因素，今年上半年美股

科技巨头股价大幅波动或将成为常态。

巨头股价表现分化

近日美国科技巨头相继完成了最

新一期财报的披露。 令市场关注的是，

在财报披露后，美国科技巨头的股价纷

纷坐上过山车。

当地时间2月3日，Meta单日重挫

逾26%， 市值较前一日收盘的8985亿

美元缩水至6614亿美元， 蒸发2371亿

美元。 市场将Meta股价的崩跌归因于

其不及预期的2021年第四季度财报和

2022年一季度业绩指引。 在Meta暴跌

之前，奈飞也因最新财报透露的“竞争

加剧”“订阅用户增长疲软” 等不利因

素单日跌逾20%。

与Meta和奈飞不同，苹果、谷歌母

公司Alphabet和亚马逊则因财报数据

靓丽而股价大涨。

苹果在当地时间1月27日盘后公

布最新财报显示， 截至2021年12月25

日的2022财年第一季度，苹果营收、净

利润双双超出市场预期，并创出有史以

来最高单季营收纪录。在随后的当地时

间1月28日，苹果股价大涨近7%，创近

18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当地时间2月2日，谷歌母公司Al-

phabet开盘便涨近10%， 当日盘中其

总市值站上2万亿美元。 分析人士称，

最新季度财报超预期以及拆股计划受

市场认可双重利好助推其股价大涨。

当地时间2月4日， 亚马逊大涨

13.54%， 创2015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其市值增加1910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亚

马逊云计算业务销售额超出华尔街预

期，这成为市场看多亚马逊股价的关键。

业绩增长成市场焦点

从外部环境看，日趋严格的反垄断

监管成为美国科技巨头保持高增长的

一大“拦路虎” 。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在半个

月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互联网

创新与选择议案” ，该议案针对的是占

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 事实上，针对科

技巨头的反垄断风波近几年愈演愈烈，

谷歌、苹果等巨头均收到过反垄断机构

开出的天价罚单。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反垄断监管

日趋严格下，美国科技巨头如何保持高

增长成为焦点。 此次财报季中，科技巨

头股价对财报表现的高敏感度反应也

说明了这一点。 ” 上述人士还认为，在

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大幅好于预期

的背景下，美元走势也可能导致科技成

长股承压。

Truist� Financial分析师表示，考

虑到投资者担心的一些不利因素，如供

应链压力、美国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和货

币紧缩风险，预计今年上半年美股科技

巨头股价大幅波动可能常态化。 不过，

从中长期看，也有市场人士持续看好美

股科技股弹性，认为“数字经济、云计

算服务以及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强

劲需求意味着相关公司应该会在2022

年继续保持高增长” 。

中信证券分析师陈俊云表示，继续

看好云化、数字化核心趋势下美股科技

板块在2022年的表现， 重点聚焦软件

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硬件等领域。

已是较好建仓时机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表示，

险资受其自身属性影响， 安全性是其

投资考虑的第一要素， 高于对盈利的

要求，整体投资风格偏谨慎。因此对于

险资的布局， 预计更偏好业绩稳定增

长的行业， 低估值绩优股将是险资布

局的重点方向。

对于春节前的市场调整， 某大型

保险资管机构负责人分析称：“第一，

由于过去几年极致的结构分化， 一些

成长板块的估值过高， 机构持仓过于

集中，存在调整压力；第二，尽管政策

宽松的信号已经出现， 但跟踪一些高

频数据可以发现， 今年一季度经济仍

面临不确定性， 很多公司也下调了业

绩预测。 ” 他进一步表示，尽管短期基

本面趋势并不明朗， 但“稳增长” 是

2022年的主基调，经济形势和货币环

境对于权益市场比较友好， 市场短期

的调整为机构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建

仓时机。

从险资投资规模看， 险资权益投

资占比较低。 银保监会1月25日披露

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 险资运用

余额达23.2万亿元，同比增长7%。 其

中， 险资配置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合

计占比12.7%。 创下2019年以来的新

低水平。 根据2020年银保监会发布的

《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

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设置差异

化的权益类资产投资监管比例， 权益

投资比例最高可达45%， 未来险资在

权益投资上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看重业绩超预期标的

考虑到春节后的市场即将迎来密

集的公司财报， 光大永明资产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把握好春节后重要时

点进行加仓。 ” 他透露，一季度业绩乐

观以及基本面向好的行业龙头会逐渐

清晰，“这个时间正是调仓或者加仓

的较好时间窗口。 我们会根据市场波

动中呈现出的新特征，加快加紧研究，

快速调仓加仓” 。

大家资产股票投资经理、 价值周

期组组长姜锦铖也十分重视对公司财

报的分析。“年报预告是我们追踪上市

公司业绩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业绩预

增报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盈利超预

期的公司，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潜在的

加仓对象。 ” 他进一步指出：“春节开

工后是企业接收订单的高峰期， 可以

从中窥探全年的景气度。 我们会通过

积极调研上市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

把握具有高景气度的行业和公司。 ”

生命资产组合管理部的一位投资

经理也表示， 从已经公告的上市公司

业绩预增报告情况看，上市公司2021

年四季度业绩增速呈现分化态势，将

聚焦业绩超预期因素， 对于存在行业

机会的标的，进行择机配置。

聚焦基建有色电力等板块

陈雳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就

具体板块而言， 险资着重看好的首先

是基建相关板块，全年“稳增长”的基

调明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预计将

持续发力，春节期间，国家发改委负责

人再度指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投资，将对行业构成业绩支撑；二是有

色板块，2022年国内基建发力预期明

确，同时在利润端方面，从年报预披露

情况来看， 有色行业整体利润情况较

好，同时商品价格高位背景下，行业利

润有望延续；三是电力板块，电网建设

端将逐步升级， 同时随着社会用电量

持续增长叠加电价改革深化， 行业利

润率有望进一步向好。

展望后市，姜锦铖表示：“近期沿

两条思路进行布局。第一，稳增长政策

将不断发力， 沿政策发力方向寻找如

地产链、 基建链等被低估同时具有中

长期成长逻辑的公司；第二，碳中和仍

是市场长期需要关注的主线， 可持续

从新能源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等具有长

期成长性的方向上寻找具有性价比的

公司。 ”

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 北京某保

险资管公司负责人指出， 由于人口红

利的消退和“双碳” 政策影响，中国经

济面临结构转型， 制造业在这次转型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能

源结构的变化会使得能源的资源属性

转向制造属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制

造业的升级，“国产化” 将在各个领域

里深入体现， 这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持

续发展的空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估值

消化， 相关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机会将

不断涌现。

投资风格偏谨慎 险资节后谋加仓

2月7日，A股迎来虎年首个交易日， 沪深两

市个股多数上涨。 面对股市“开门红” ，中国证

券报记者对部分大型保险机构进行调研， 不少

保险资管机构负责人透露， 行业整体投资风格

仍较为谨慎， 但节日假期后正在考虑进一步的

加仓策略。

●本报记者 石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