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工复产主题走红 一线私募掘金“预期差”

本报记者 王辉

随着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经济将重现活力。 在A股市场短期“起伏不定”的背景下，近期多家一线私募已开始未雨绸缪，提前对“复工复产”“疫情修复”等投资主线进行深度挖掘。 其中，一线私募对上海本地线下消费、汽车行业、高端制造业的复苏，普遍抱有较为积极的预期。 多位私募人士表示，近期市场波动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未来一些行业和个股业绩向好的预期，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时，要敢于从“左侧”进行布局。

●本报记者 王辉

多行业料迎快速修复

在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同时，上海市正在推动商贸企业有序复市。 根据相关安排，6月1日后，上海将会加快全面复工复产。 在此背景下，中国证券报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多家一线私募开始着重围绕“复工复产”等疫情修复主题，展开相关投研和布局。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复工复产大步推进，我们认为有三个方向将出现明显的修复。 ”世诚投资合伙人彭希曦表示。 具体来看，第一是前期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汽车产业链、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产业链。 “相关板块前期主要受制于开工不足，供应链受到冲击，随着疫情的好转和复工复产，供应端会逐渐恢复正常，该板块近期的反弹力度相对较大。 ”彭希曦还认为，前期因疫情导致消费场景消失的食品饮料、高端消费板块，将受益于疫情后消费意愿的提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 此外，受到疫情直接影响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领域，也会显著受益于疫情防控的好转和复市方面的积极进展。

从经济预期和投资者信心的角度，留仁资产创始人兼投资总监刘军港进一步表示，在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经济运行转入常态后，制造业和物流供应链修复将更能够巩固各方对于稳增长的预期。 此外，消费的恢复会促进就业，就业向好反过来也会促进消费，从而推动复工复产后各类企业的信心和活力。

“预期差”值得挖掘

对于上海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复工复产推进，近期A股部分板块已有了一定反映和结构性演绎。 在不少私募机构看来，这其中仍然有不小的“预期差”值得挖掘。

星石投资首席研究官方磊称，一些上海本地公司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生产端出现阶段性停滞，影响了第二季度业绩，但有些行业实际需求受到的影响较小。 方磊认为，由于疫情对上海等地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其中会存在一定的“预期差”机会。 特别是前期市场相关个股股价的变化，可能并没有完全反映未来的预期，预计仍然有一定博弈空间。

结合市场估值来看，奶酪基金庄宏东进一步表示，市场估值修复的“预期差”同样值得关注。 庄宏东认为，近两个月来，市场投资者情绪普遍较为谨慎，不少有长期业绩支撑的个股估值都在历史低位徘徊，未来随着复工复产全面推进和长三角区域经济企稳向上，相关个股乃至全市场的整体估值中枢同样有提升的机会。

从政策面推动的角度来看，方磊表示，在消费服务业方面，促消费可能是后续政策端发力的重点。“从中期来看，消费领域的恢复力度会进一步加强，相关板块的优质公司值得关注。”

在行业板块方面，不少受访私募明确表达了对汽车整车制造与汽配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看好态度。 刘军港表示，前期已经重点布局了汽车行业。 在他看来，部分行业在第二季度的损失，很难在三季度得到充分弥补，但汽车行业则不同，并且促进汽车消费也是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

建泓时代、肇万资产等私募机构也对汽车板块较为看好。 肇万资产总经理崔磊称，疫情对相关制造业造成的影响，汽车产业首当其冲，结合政策对汽车产业的潜在“关照”度，相关领域隐含了较大的“预期差”和基本面修复潜力。

寻找“大概率关键方向”

彭希曦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时，海外资本市场明显出现恐慌，A股市场也出现一定的压力。 整体来看，对比2022年来看，两个时段市场都出现了较大的市场波动。最值得参考的市场经验在于，投资者应当认识到股票投资一方面是管理风险、管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寻找“大概率的关键方向”。长期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向好，投资者也应当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保持信心。

刘军港称，2020年A股的运行经验表明，投资者要敢于在市场恐慌时出手，尤其当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时，要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 庄宏东表示：“当股价已经充分计提主要负面因素以后，反而是好的布局时机。 ”目前各部门正在不断出台支持政策，货币和财政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经济已有起色，市场很容易出现一些不错的投资机会。

刘军港进一步表示，在疫情影响较小、有政策支持的行业中，业绩能够持续增长的公司，大多在2020年全年走出了“戴维斯双击”行情。 从这个角度上看，本轮疫情消散之后，A股市场仍然会有部分优质个股脱颖而出。

新能源板块成反弹急先锋 主题基金持续回血

●本报记者 余世鹏

在4月27日至5月24日的A股反

弹行情中，新能源板块成为“反弹急

先锋” ， 同时带动一批新能源主题基

金迅速“回血” 。崔宸龙、施成、曹春林

等专注于新能源投资的基金经理重新

受到市场关注。基金人士认为，新能源

板块回暖存在消息面和基本面改善

“双重” 因素提振，未来的光伏、电动

车相关板块仍是重点布局赛道。

主题基金反弹明显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4日收

盘， 自4月27日反弹以来，Wind新能

源指数节节攀升， 累计上涨25.83%，

Wind新能源汽车指数的区间涨幅也

达到25.32%。

一大批新能源主题基金净值也

在“收复失地” 。 Wind数据显示，截

至5月24日16时，4月27日以来， 全市

场有673只基金净值上涨超过20%，

其中新能源主题基金或重仓新能源

个股的基金贡献了相当比例。

具体来看， 施成管理的国投瑞银

新能源A以38.40%的涨幅排名第一。

截至一季度末，该基金股票资产规模

为71.75亿元， 占基金总资产比例

89.04%，前十大重仓股中，有天齐锂

业、华友钴业、盐湖股份、盛新锂能等

新能源龙头。 在70多只区间涨幅超过

30%的基金中，还有银华智荟内在价

值（涨幅38.07%）、信达澳银新能源

精选（涨幅35.69%）、长城中国智造

混合A（涨幅35.13%）等产品。 其中，

长城中国智造混合A一季报的前十大

重仓股均属于电气设备行业， 阳光电

源、通威股份、隆基绿能位列前三大

重仓股。此外，崔宸龙管理的前海开源

新兴产业A和曹春林管理的创金合信

新能源汽车A也均实现了近30%的

“回血” 。

除主动管理产品外，跟踪新能源

细分赛道的指数产品， 同样收益不

俗。Wind数据显示，4月27日以来，华

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ETF、天弘中证

光伏产业ETF、汇添富中证光伏产业

ETF、鹏华中证光伏产业ETF等最高

涨幅均在30%以上。

“双重”因素提振

在基金经理看来，新能源板块反

弹，背后有着消息面和基本面改善的

“双重”因素提振。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投资总监崔

宸龙认为，新能源车板块前期在地缘

局势、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下出现

短期回调。 目前，这些因素带来的风

险外溢效应已基本散去，加上上海复

工复产全面推进，市场对新能源车供

应链恢复具有很强信心，相关主题基

金近期出现快速反弹。

平安基金ETF投资总监成钧认

为，在估值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指

数市盈率自去年年底以来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回落，如今已经回到了2020

年6月的水平，处在历史低位。

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他说：“在过

去一段时间内， 由于原材料涨价，产

业链的利润从下游向上游转移。 不

过，鉴于目前大多数整车厂商都进行

了提价，表明中游电池厂商和整车厂

商已经完成了价格调整，预计未来中

游电池厂商的利润将会首先好转。 ”

国投瑞银新能源基金的基金经理

施成表示， 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削弱，

全球经济复苏进度加快，对能源的需求

仍会持续增加，未来有巨大成长空间的

相关行业值得关注。 长期持续受益于

光伏、锂电、半导体等产能扩张的设备

制造业，有望保持较快的复合增速。

布局高成长公司

施成分析，2022年可能是中国经

济转型的蓄力之年，他会持续关注未

来有巨大成长空间的行业。 具体来

看，设备制造业方面，会长期关注光

伏、锂电、半导体等产业链。 新能源发

电行业方面，预计2023年光伏行业内

部将不存在明显的产业链瓶颈，光伏

制造成本将会出现迅速下降，因此新

能源发电的最大受益者可能会是储

能行业。

农业汇理新能源主题基金的基金

经理邢军亮认为，成长板块在经历大幅

调整后，当前交易拥挤度已回落至历史

较低水平，科技成长仍是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选择，未来重点看好“碳中和”的

新能源方向。 从能源变革角度来看，

“风光” 是未来电力生产侧主力军，逐

步迈向存量替代阶段。 电动车方面，海

外和国内上游资源开发进度均呈现出

加速态势，同时新能源车潜在需求目前

依旧强劲。当前，从个股估值与基本面、

持仓集中度角度来看，部分行业龙头已

经进入了较好“左侧”配置期。

鹏华基金闫思倩说，自去年年底以

来，新能源板块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已经

相对充分， 后续看好新能源相关领域，

看好光伏板块、电动车（尤其是动力电

池、汽车智能化）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

资管时代·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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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急浪大时，紧握投资中的“锚”

□任悦通

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 投机是指短时

间获取价差收益的行为。 但是真正到手的收

益呢？ 科斯托拉尼这样评价投机者：只要投

机者还在股市上交易，那么赢来的钱就只是

借来的钱。 股市是一个残忍的高利剥削者，

投机者必须把借来的钱加上高利息返回。

那投资有什么不同？ 如果支撑投机的信

仰是“高收益” 。 坚定投资决心的锚：则是优

秀企业长期成长带来的价值回报。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

（ROE），它代表企业为股东赚钱的能力。

我们回看过去十年，A股市场企业的平均

ROE，其中5年在10%以上，其中9年都在6%以

上。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伴随一家有着“平均

表现”的企业，一起成长10年，最后可能获得

136.26%的资产收益率，对应年化回报8.98%。

长期来看， 企业整体价值是不断提升

的。 然而这些进步体现在股票价格上，往往

会呈现出震荡向上的形式。 因为投资中总会

存在不确定，受到市场周期、货币政策的影

响，股价会在短期内出现波动，偏离企业真

正的价值。 例如代表A股上市企业股价平均

走势的“WIND全A” 指数，虽然每年指数的

涨跌幅和企业平均回报会存在偏差。 但是长

期价格，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正价值。 所以，

如何找到投资中的锚？ 在投资中，我们购买

的不仅是股票，也是企业市场风浪中，更需

要锚定价值，与优秀的企业长期成长。

当然，更方便的方式可以是：选择一位

投资理念相近的基金经理并长期持有他的

基金。 优秀的基金经理会挑选出成长更快、

价值更优的企业这种主动选股能力，往往会

为我们的投资做加法。 回溯过往十年，偏股

基金指数增长214.50%，成功跑赢A股企业的

平均资产回报率为投资者创造出超额收益。

最后，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现在还

应该坚持投资吗？ 回顾过去5年的偏股基金

指数我们可能给出无数次放弃投资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波动中坚持下来，把

握投资中的锚，终能分享到来自企业成长的

价值。

基金经理流动加剧“公奔私”监管强化

●本报记者 张舒琳

继2021年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人

数创下新高之后，今年以来的行业离

职潮仍在继续，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已

超过去年同期。 行业分化显著，部分

小基金公司遭遇基金经理频繁出走。

业内人士认为，证监会日前发布

的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监督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对公

募基金经理跳槽形成了有力约束，有

助于维持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一棵“独苗” 不是个例

在马太效应显著的公募基金行

业，人才分化正在加剧。Wind数据显

示，截至5月24日，头部基金公司如易

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富国

基金、 招商基金等头部基金公司，基

金经理数量均超过60人。 对比之下，

部分小型基金公司，仅有一名基金经

理担当重任。

5月20日，益民基金发布公告，基

金经理牛永涛因个人原因离任。牛永

涛离职后，益民基金便只剩下一名基

金经理赵若琼， 公司6只产品均由其

一人管理。 作为成立超过16年的老

牌基金公司， 益民基金经历整改风

波、总经理“走马观花式” 换人，人员

出走频繁，截至2022年一季度，益民

基金管理规模仅12.28亿元。

类似只有一棵“独苗” 基金经理

的基金公司不在少数。 Wind数据显

示，截至5月24日，益民基金、明亚基

金、易米基金、瑞达基金等7家公司，

均只有一名基金经理。

离职潮涌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发展高歌猛

进， 基金经理流动速度也随之加快。

Wind数据显示，2021年，基金经理离

职数量创新高， 全年离职人数达到

323人。 在2016年至2020年，基金经

理离职人数分别为155人、168人、

186人、224人、253人。

今年以来离职的基金经理人数，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位， 截至5月24

日，共有108位基金经理离职。 此外，基

金公司新聘199位基金经理。 3月份基

金经理离职人数最多， 共37位基金经

理离职，基金公司新聘54位基金经理。

业内人士认为，3月份基金经理

加速离职， 与证监会2月18日公布的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要求基金经理离职的静默期延长有

关，该办法自4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

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聘用从其

他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离任未满6个月

的基金经理和投资经理， 从事投资、

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 这意味着对

于基金经理静默期的要求，从此前的

3个月延长至6个月。

据各家基金公司披露的公告，基

金经理离职的原因以“个人原因” 为

主。“实际上，业绩考核压力、规模压

力都是重要原因，有一部分今年业绩

表现不佳的基金经理其实是被迫卸

任。 ” 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表示，“主

动离职的基金经理，大多数都是因为

激励不到位。 ”

“公奔私” 静默期延至一年

5月20日， 监管层的静默期要求

再次升级。 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及

其配套规则（简称《办法》），直指公

募基金经理“公奔私” 。

《办法》规定，公募基金管理人

建立员工离职静默期制度，基金经理

等主要投研人员在离职后1年内不得

从事非公募基金投资管理等工作。 这

意味着，基金经理“公奔私” 需要有

长达一年的静默期。

业内人士表示，此项规定有利于

促进行业人才队伍稳定。“一年的静

默期， 对离职人员会带来很多变数，

基金经理在跳槽时会更加慎重。 ” 北

京某公募人士李成（化名）表示。

除静默期外，《办法》 还通过薪

酬制度，约束基金经理流动。《办法》

规定，公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实施

薪酬递延支付和追索扣回等制度。

如，递延支付年限不少于3年，向高级

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

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

此外，追索扣回制度的相关规定对离

职人员同样适用。

对此，李成评价，薪酬递延支付

和追索扣回等制度，有利于遏制市场

过度竞争。“基金行业，除了公募基金

公司之间，公募与私募也存在人才竞

争。 对于明星基金经理而言，私募的

薪酬更加灵活，且不受限制，因此不

少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去私募。 这一

规定，对于明星基金经理‘公奔私’

产生了比较大的约束。 ”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杨红

复工复产主题走红 一线私募掘金“预期差”

随着复工复产快速

推进，上海及长三角区域

经济将重现活力。 在A股

市场短期“起伏不定” 的

背景下，近期多家一线私

募已开始未雨绸缪，提前

对“复工复产”“疫情修

复” 等投资主线进行深

度挖掘。 其中，一线私募

对上海本地线下消费、汽

车行业、高端制造业的复

苏，普遍抱有较为积极的

预期。 多位私募人士表

示，近期市场波动并没有

充分反映出未来一些行

业和个股业绩向好的预

期，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

处于历史低位时，要敢于

从“左侧”进行布局。

● 本报记者 王辉

多行业料迎快速修复

在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同

时， 上海市正在推动商贸企业有序复

市。 根据相关安排，6月1日后，上海将

会加快全面复工复产。在此背景下，中

国证券报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

多家一线私募开始着重围绕“复工复

产” 等疫情修复主题，展开相关投研

和布局。

“随着上海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

复工复产大步推进，我们认为有三个

方向将出现明显的修复。 ” 世诚投资

合伙人彭希曦表示。 具体来看，第一

是前期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汽车产业

链、 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产业

链。 “相关板块前期主要受制于开工

不足，供应链受到冲击，随着疫情的好

转和复工复产，供应端会逐渐恢复正

常， 该板块近期的反弹力度相对较

大。 ”彭希曦还认为，前期因疫情导致

消费场景消失的食品饮料、高端消费

板块，将受益于疫情后消费意愿的提

升和消费场景的恢复。 此外，受到疫

情直接影响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

领域，也会显著受益于疫情防控的好

转和复市方面的积极进展。

从经济预期和投资者信心的角

度， 留仁资产创始人兼投资总监刘军

港进一步表示，在上海及长三角区域

经济运行转入常态后，制造业和物流

供应链修复将更能够巩固各方对于稳

增长的预期。 此外，消费的恢复会促

进就业，就业向好反过来也会促进消

费，从而推动复工复产后各类企业的

信心和活力。

“预期差”值得挖掘

对于上海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复

工复产推进， 近期A股部分板块已有

了一定反映和结构性演绎。 在不少私

募机构看来， 这其中仍然有不小的

“预期差” 值得挖掘。

星石投资首席研究官方磊称，一

些上海本地公司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生产端出现阶段性停滞，影响了第二

季度业绩，但有些行业实际需求受到

的影响较小。 方磊认为，由于疫情对

上海等地经济的影响具有 “非对称

性” ，其中会存在一定的“预期差” 机

会。 特别是前期市场相关个股股价的

变化，可能并没有完全反映未来的预

期，预计仍然有一定博弈空间。

结合市场估值来看，奶酪基金庄

宏东进一步表示， 市场估值修复的

“预期差” 同样值得关注。 庄宏东认

为，近两个月来，市场投资者情绪普遍

较为谨慎，不少有长期业绩支撑的个

股估值都在历史低位徘徊，未来随着

复工复产全面推进和长三角区域经济

企稳向上， 相关个股乃至全市场的整

体估值中枢同样有提升的机会。

从政策面推动的角度来看，方磊表

示，在消费服务业方面，促消费可能是

后续政策端发力的重点。“从中期来看，

消费领域的恢复力度会进一步加强，相

关板块的优质公司值得关注。 ”

在行业板块方面， 不少受访私募

明确表达了对汽车整车制造与汽配行

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看好态度。 刘

军港表示， 前期已经重点布局了汽车

行业。 在他看来，部分行业在第二季度

的损失，很难在三季度得到充分弥补，

但汽车行业则不同， 并且促进汽车消

费也是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

建泓时代、 肇万资产等私募机构

也对汽车板块较为看好。 肇万资产总

经理崔磊称，疫情对相关制造业造成

的影响，汽车产业首当其冲，结合政策

对汽车产业的潜在“关照”度，相关领

域隐含了较大的“预期差” 和基本面

修复潜力。

寻找“大概率关键方向”

彭希曦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时，海外资本市场明显

出现恐慌，A股市场也出现一定的压

力。 整体来看，对比2022年来看，两个

时段市场都出现了较大的市场波动。最

值得参考的市场经验在于，投资者应当

认识到股票投资一方面是管理风险、管

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寻找“大概

率的关键方向” 。 长期而言，中国经济

发展前景依然向好，投资者也应当在市

场出现较大波动时保持信心。

刘军港称，2020年A股的运行经

验表明， 投资者要敢于在市场恐慌时

出手， 尤其当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处于

历史低位时，要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

庄宏东表示：“当股价已经充分计提

主要负面因素以后， 反而是好的布局

时机。 ” 目前各部门正在不断出台支

持政策， 货币和财政环境相对比较宽

松，经济已有起色，市场很容易出现一

些不错的投资机会。

刘军港进一步表示，在疫情影响

较小、有政策支持的行业中，业绩能

够持续增长的公司，大多在2020年全

年走出了“戴维斯双击” 行情。 从这

个角度上看， 本轮疫情消散之后，A

股市场仍然会有部分优质个股脱颖

而出。

基金经理扎堆调研 多只个股强势上涨

●本报记者 李岚君

顶流基金经理近期调研动作频

频。普源精电、伟星股份、伟星新材、金

石资源等上市公司纷纷迎来基金经理

扎堆调研。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二季度以来基金公司的调研名单中，

不少个股呈现强势上涨态势。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对后市的信

心正在增强，目前是A股“磨底期” ，

也是较好的布局时间窗口。

明星基金经理亲自出马

从个股角度看，Wind数据显示，

二季度以来， 共12只个股迎来超100

家（次）基金公司调研，其中歌尔股

份获调研家（次）数最多，共接待130

家（次）基金公司。 除歌尔股份外，获

基金公司调研家（次）数第二、三位

的分别是立中集团、伟星股份。

从调研总次数来看， 二季度以来

被基金扎堆调研的公司中， 共计21只

个股门庭若市，调研次数均在10次以

上。普源精电被调研次数最多，共接待

20次调研， 平均不到3天就有一次调

研。此外，伟星股份、伟星新材、金石资

源、中国黄金、苏州银行等迎接基金公

司调研较多，均被调研10次以上。

明星基金经理方面，二季度以来，

张坤、葛兰、刘彦春、谢治宇、冯明远、

胡昕炜等一众顶流亲自出马，对14家

A股公司进行了调研。 易方达基金张

坤调研了国际医学、海康威视；中欧基

金葛兰调研了上声电子； 兴证全球谢

治宇调研了健友股份、立讯精密、南网

科技、新和成、联化科技。另外，景顺长

城基金刘彦春调研了立讯精密； 信达

澳亚基金冯明远调研了博彦科技、广

和通； 汇添富基金胡昕炜调研了三全

食品、朗姿股份、思瑞浦、伟星股份。

部分基金调研股表现出色

基金经理调研挖到牛股的概率

有多大？据Wind数据统计，4月以来，

部分基金扎堆调研的公司在近期市

场反弹过程中收获了不俗的涨幅。

截至5月24日，28家基金扎堆调

研的多只个股4月以来上涨幅度超过

20%。 其中，横店东磁、怡亚通、同和

药业、高测股份、安路科技、国轩高科

6只股票期间涨幅超过50%。

以横店东磁为例，二季度以来已

有87家 （次） 基金公司对其进行调

研。 截至目前，该股在不足两月的时

间内上涨逾70%，机构持续用“真金

白银” 表达对该股的看好。 5月24日

龙虎榜数据统计，近五日横店东磁的

机构资金净流入额为2.38亿元。

看好下半年投资机会

多位基金经理对后市的信心逐

渐增强。

上投摩根基金分析指出，当前影

响市场的负面因素已趋于缓和，随着

疫情受控和企业逐步复工复产，A股

有望在二季度筑底。 展望下半年，市

场流动性环境相对友好。 整体市场行

情将依赖于宽信用的传导速度、部分

板块景气度恢复和上市公司业绩改

善情况。 行业方面，下半年重点关注

银行、基建、地产、家具家电等稳增长

受益板块， 供需情况良好的军工、新

能源产业链等成长赛道。

中庚基金丘栋荣认为，市场的波

动让权益资产整体吸引力进一步提

升，投资性价比更高。 在他看来，现在

市场上的权益资产，甚至有部分品种

可以满足“不可能三角” 的条件，即

资产风险小、价格估值便宜以及较好

的流动性，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投

资者要积极把握底部机会。

汇丰晋信基金经理陆彬表示，目

前A股市场的风险补偿已经非常有

吸引力，成本上升等短期困扰市场和

行业的因素有望在二季度或者下半

年得到缓解。 从一两年的时间维度来

看，当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