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商圈点3月金股

成长消费板块受青睐

本报记者 胡雨

近日，券商3月月度“金股”陆续出炉。 截至2月28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已有至少12家券商披露3月月度投资组合，成长和消费板块相关个股受青睐。

业内人士认为，对A股市场而言，短期盘整或进一步夯实中长期向上基础，未来A股有望走出先抑后扬的行情。 配置方面，成长和价值板块均有布局机会，考虑到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业绩兑现或成为后市最重要的选股思路。

掘金成长和消费板块

截至2月28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已有安信证券、国信证券、粤开证券、华安证券等至少12家券商发布3月月度投资组合。 从推荐次数看，泸州老窖、中国移动、恺英网络并列为券商3月最看好个股，均获得3家券商联合推荐。 从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前述3只个股分属食品饮料、通信、传媒行业。

在创出阶段新高后，近期泸州老窖股价震荡回调，但其3月投资价值仍然获得财通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安信证券3家券商的集体看好。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认为，短期来看，2023年随着需求复苏，渠道库存处于良性状态，泸州老窖有望延续较高增长态势；从估值来看，当前也仍然处于安全区间。

3月获得券商推荐次数居前个股还包括金牌厨柜、温氏股份、中国太保、太极股份等，从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这些个股分属轻工制造、农林牧渔、非银金融、计算机行业。

从整体行业分布情况看，券商3月推荐的105只月度“金股”多集中于成长和消费方向。 从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前述“金股”属于计算机、机械设备行业的最多，均有10只；属于汽车行业的有9只，属于电子行业的有8只。

震荡中寻找布局时机

回顾2月A股行情，Wind数据显示，上证指数全月涨幅收窄至0.74%，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全月分别下跌1.81%、5.88%。 此前强势入场的北向资金在2月流入速度也明显放缓，全月累计净流入规模为92.58亿元，最近5个交易日连续净流出。

针对2月震荡行情，平安证券策略研究团队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国内数据和政策处于真空期，叠加前期拉涨后资金兑现压力上升；二是外围环境复杂性抬升，地缘政治冲突升温压制风险偏好修复。 对于A股后市走势，平安证券策略研究团队维持相对乐观看法，认为短期盘整或进一步夯实中长期向上基础，但同时也要注意内外部因素交错扰动导致的市场波动加大。

对于3月A股走势，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张静静认为：“3月中旬前市场或处于波动期，随后逐渐乐观。 3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鹰派预期或兑现，此外1-2月数据也将验证复苏的成色。 尽管仍处在调整期，但最差阶段已过，因此当前是有‘安全垫’的守候期，未来A股有望走出先抑后扬的行情，继续保持上行趋势。 ”

3月A股市场会否延续近期价值板块走强的风格？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弛认为，在制造业“一枝独秀”复苏特征凸显的背景下，成长风格具备基本面支撑。 考虑到成长风格对于估值敏感度更高，或具备更高的上涨弹性，中小盘成长题材或仍是市场主线风格。

关注国企改革主线

从配置的角度出发，对于3月A股市场布局，张弛看好两大主线：“一是成长风格中的高端制造领域，具体包括机械自动化、电力设备（储能、光伏）、新能源汽车（整车、电池、能源金属）、计算机、半导体、医药生物、军工、美容护理等板块；二是券商板块布局正当时。 ”

考虑到第一波上涨逐渐进入后期，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樊继拓认为，业绩兑现将成为二季度最重要的选股思路，且2月至3月经济数据依然存在改善的可能，与经济相关的价值板块可能偏强。 “配置方面，金融地产或可以超配到2023年年中；消费板块中，地产政策驱动的修复是年度逻辑。 ”

后市主题投资方面，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李美岑看好央企重估投资机遇，专业化重组将成为2023年国企改革主线，从历史上看，央企重组行情都有不错的超额收益。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发，建议关注六大方向，包括新兴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生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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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96.38 1198.56 1191.18 1193 -4.31 1193.4

易盛农基指数

1451.39 1452.11 1441.91 1446.73 -3.33 1447.53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806.84 1810.26 1798.88 1804.8 1803.65 -6.56 -0.36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403.48 1406.14 1397.3 1401.9 1401.01 -5.09 -0.36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3272.36

—

2.77 0.08

注1：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指数涨跌幅

=

（今收盘

-

昨结算）

/

昨结算

*100%

注2：中证中金商品指数涨跌幅

=

（今收盘

-

昨收盘）

/

昨收盘

*100%

券商圈点3月金股

成长消费板块受青睐

近日，券商3月月度“金股”陆续出炉。 截至2月28

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已有至少12家券商披露3月

月度投资组合，成长和消费板块相关个股受青睐。

业内人士认为，对A股市场而言，短期盘整或进一

步夯实中长期向上基础， 未来A股有望走出先抑后扬

的行情。 配置方面，成长和价值板块均有布局机会，考

虑到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 业绩兑现或成为后市最

重要的选股思路。

●本报记者 胡雨

把握时代机遇 中国银行发力财富金融赛道

●本报记者 石诗语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深化、 金融监

管日趋规范、金融科技更新迭代，零售业

务增长拐点已经到来， 尤其是财富金融

业务未来可期、大有可为。” 2月27日，中

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在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联合北京证监局共同主办的

“了解我的上市公司———走进蓝筹” 中

国银行专场活动中表示。

近年来， 财富金融已成为各家银行

零售业务发展的主赛道， 在日益激烈的

竞争中，中国银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加

大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 推动财富金融

业务高质量发展。

四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 我国人均GDP持续提升，

2022年已突破1.27万美元。同时，居民总

资产中， 以房地产为主的非金融资产占

比呈下降趋势， 金融资产占比提升潜力

巨大。 ” 林景臻表示。

近年来中国银行牢牢把握财富金融

蓬勃发展的时代机遇， 切实践行集团

“十四五” 财富金融规划，坚守“金融为

民”使命，推动产品服务创新。财富金融

业务取得良好成效，客户基础不断夯实，

管理客户金融资产规模稳步扩大， 财富

管理收入稳健发展。

“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推动财富金

融业务高质量发展。 ” 林景臻说，“一是

拓展财富金融的广度， 惠及更广泛的人

群；二是挖掘财富金融的深度，提供更专

业的服务；三是提升财富金融的高度，满

足更多元的需求； 四是增加财富金融的

厚度，铸就更稳健的根基。 ”

突出比较优势

零售业务竞争日益激烈且趋于同

质化，林景臻指出，中国银行立足自身

比较优势，大力推动财富金融业务高质

量发展。

“我们突出了产品遴选， 提升财富

金融普惠水平。 一方面，强化买方思维，

不断丰富财富金融产品货架， 增加普惠

型产品供给， 扩大具有竞争力的优选产

品池。另一方面，积极将慈善公益的理念

融入产品中， 如创新推出慈善公益类代

销产品等。 ” 林景臻表示。

在资产配置方面，他表示，中国银行

持续推动财富金融从单一产品向资产配

置转型， 推广智能化资产诊断和资产配

置服务， 助力客户实现投资风险分散与

收益提升。

为帮助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客

户陪伴式服务也是中国银行升级财富金

融服务的一大亮点。 “我行将加快完善

涵盖理财经理、 私人银行家与投资顾问

在内的差异化队伍服务体系， 同时从前

端交易向全流程陪伴转型，实现售前、售

中、售后全方位服务。 ” 林景臻说。

科技赋能财富金融业务

随着移动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手机

银行日益成为银行服务客户的重要渠

道。 中国银行个人数字金融部总经理王

泽宇表示：“长期以来，我行持续推动零

售业务数字化转型， 提升科技对财富金

融业务赋能的质效。 ”

2022年底，中国银行全新推出手机

银行8.0版，打造“便民、富民、惠民、乐

民” 综合服务平台，构建普惠、共享、价

值创造的手机银行服务新业态。

王泽宇介绍，手机银行8.0版相较于

此前版本，建设了整合协同的渠道体系，

可提升客户经营能力和触达效率； 建设

了敏捷定制的产品体系， 可为客户提供

“千人千面”的服务；建设了全流程闭环

的营销体系，可洞察客户需求、完善客户

画像，实现精准、实时、个性化营销。

展望未来，林景臻指出，中国银行将

立足优势、顺应趋势、把握大势，坚持与

时代同向而行，坚持与客户同心共赢，全

力以赴打造以财富金融为主体、 跨境金

融和消费金融为特色的全站式个人金融

服务领先银行。

2月券商营业部龙虎榜排名出炉

●本报记者 林倩

2月份，A股市场呈现震荡行情。 作为洞察主

力资金动向的重要指标之一， 龙虎榜营业部排名

颇受关注。 Wind数据显示，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

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2月龙虎榜成交额为52.4亿

元，排名第一。 在百强营业部中，华泰证券有10家

营业部登上龙虎榜， 成为营业部上榜数量最多的

券商。

最强营业部成交额超50亿元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28日，2月份共计

2184家券商营业部5693次登上龙虎榜， 成交总金

额为1106亿元。 其中，百强营业部2月份的龙虎榜

成交额高达711.92亿元，约占2184家营业部龙虎榜

总成交额的64.37%。

上述2184家营业部中，有13家营业部2月龙虎

榜成交额超过10亿元。其中，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

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以约52.4亿元的成交额拔得

头筹； 东方财富证券拉萨东环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紧随其后，龙虎榜成交额为49.59亿元。 中金公司

上海分公司、 华泰证券总部则分别以48.99亿元、

32.03亿元的龙虎榜成交额，分别居于行业第三名

和第四名。

此外，东方财富证券拉萨东环路第一证券营业

部龙虎榜成交额居于行业第五名，约为29.27亿元；

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一证券营业部的龙虎

榜成交额为26.57亿元，紧随其后。 也就是说，东方

财富证券旗下四家营业部出现在2月龙虎榜成交额

前六名，这与东方财富证券将互联网开户集中落户

在上述几家营业部有关。

华泰证券百强营业部上榜数量多

在券商营业部上榜方面，2月份，百强营业部中

数量居于首位的证券公司是华泰证券，有10家营业

部出现在龙虎榜百强名单中；其次是华鑫证券和国

泰君安，百强名单中出现的营业部数量均为9家；中

信证券有7家营业部出现在龙虎榜百强名单中；东

方财富证券、 东亚前海证券分别有6家、5家营业部

出现在龙虎榜百强名单中。

有多家中小券商的营业部进入龙虎榜百强，格

外显眼。

以华鑫证券为例，华鑫证券上海宛平南路证券

营业部龙虎榜成交额位列第十二名， 交易金额为

10.77亿元； 华鑫证券成都交子大道证券营业部以

4.14亿元居于第四十名；华鑫证券佛山南海海五路

证券营业部则以4.03亿元居于行业第四十二名，此

外还有华鑫证券宁波分公司等6家营业部龙虎榜成

交额进入百强。

计算机板块受关注

从龙虎榜成交总额前十名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买入前三的个股看， 投资者在2月份较为青睐计算

机板块。

龙虎榜成交总额排名首位的东方财富证券拉

萨团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买入前三名的个股分别

为信达证券、拓维信息、初灵信息。 浪潮信息、鸿博

股份在龙虎榜成交额前十名营业部买入前三名中

分别出现了3次；拓维信息、金发拉比、江瀚新材在

龙虎榜成交额前十名营业部买入前三名中分别出

现了2次。 Wind数据显示，拓维信息、浪潮信息在2

月份的股价区间涨幅均超50%。

东方证券计算机分析师浦俊懿表示，对计算机

板块后续表现持乐观态度。 一方面，由于基数较低

等原因，计算机板块一季报和中报业绩大概率将呈

现高增长；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政策有望持续

落地，成为2023年重点发力方向，而以ChatGPT为

代表的AI技术突破也将带来新的机遇，从而有助于

板块估值提升。

中信证券策略会研判：

A股基本面优势明显 增量资金将形成共识

●本报记者 周璐璐

2023年春意渐浓， 投资者对市场投

资的热情持续高涨。 2月28日， 中信证券

2023年春季资本市场论坛在西安开幕。中

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论坛上预计，

2023年全年GDP增速有望达5.5%左右。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秦培景表

示，2021年市场遵循“赛道思维” ，2022

年主打“景气投资” ，2023年将“寻找弹

性” 。 中信证券策略分析师杨家骥建议

战略配置“四大安全” 方向，即能源资源

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

国内经济复苏可期

对于国内经济形势， 明明持乐观态

度。明明预计，一揽子稳增长举措有望推

动2023年上半年经济复苏，2023年全年

GDP增速有望达到5.5%左右。 叠加二季

度和四季度的低基数效应，预计2023年

GDP增速走势将呈“N” 型。

对于财政政策， 明明预计，2023年

预算内财政将有一定程度的扩张。 预计

2023年预算赤字率为3%左右， 对应的

赤字规模约为3.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工

具继续发力支持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

设。 对于货币政策，明明预计，公开市场

操作余额偏高，“置换降准” 仍有必要，

预计下一次降准时点为2023年年中。

值得注意的是，明明认为，美元指数

拐点已现，人民币的外部压力缓和；国内

基本面回升，人民币或偏强运行。股汇联

动效应下，将支持A股市场反弹。

权益资产处低估值区间

展望大类资产后市，明明表示，当前

权益类资产处于低估值空间。

以A股市场为例， 明明表示，Wind

全A的PE处于近2年来较低水平， 处于

近10年来30%左右的分位，股票绝对估

值偏低；Wind全A股权风险溢价 (相比

于10年国债) 为过去2年来较高水平，意

味着股票相对估值偏低。 从板块结构上

看，消费板块处于历史偏高分位水平，而

成长板块估值偏低。

债券方面，明明表示，理财市场波动

高峰已过， 预计理财规模在下半年将会

恢复至2022年6月底29万亿元以上的水

平。 2023年利率有望回落。

商品方面，明明表示，黄金的避险价

值值得关注； 黑色系商品的走势取决于

基建和地产投资的空间，预计震荡偏多；

铜铝等基本金属短期可能受国内经济复

苏的影响有所反弹， 真正的拐点应出现

在美联储结束加息时点附近； 原油处于

熊市早期， 海外制造业需求和居民消费

需求相继走弱驱动油价下行。

A股配置“寻找弹性”

对于市场最为关注的A股市场走

势，秦培景表示，2023年是A股的转折之

年，增量资金将形成共识。

秦培景复盘近年投资主线后表示，

2021年市场遵循“赛道思维” ，2022年主

打“景气投资” ，2023年将“寻找弹性” 。

何为“弹性” 方向？ 杨家骥补充称，

本轮经济复苏过程中，“安全” 有望成

为具备产业空间和业绩弹性的成长主

线。 建议战略配置“四大安全” 方向，即

能源资源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粮

食安全。

具体而言， 能源资源安全方向可关

注传统能源保供、新能源内需扩张、供需

偏紧的关键矿产资源。科技安全方面，重

点关注半导体产业链安全、信创安全、数

字经济安全。 对于国防安全，“强军目

标” 再提速，关注长周期、高景气赛道。

粮食安全方面， 建议重点关注生物育种

产业化机会，把握政策红利窗口期。

掘金成长和消费板块

截至2月28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已有

安信证券、国信证券、粤开证券、华安证券等至

少12家券商发布3月月度投资组合。 从推荐次

数看，泸州老窖、中国移动、恺英网络并列为券

商3月最看好个股，均获得3家券商联合推荐。从

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前述3只个股分属食品饮

料、通信、传媒行业。

在创出阶段新高后， 近期泸州老窖股价震

荡回调， 但其3月投资价值仍然获得财通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 安信证券3家券商的集体看好。

中国银河证券研报认为， 短期来看，2023年随

着需求复苏，渠道库存处于良性状态，泸州老窖

有望延续较高增长态势；从估值来看，当前也仍

然处于安全区间。

3月获得券商推荐次数居前个股还包括

金牌厨柜、温氏股份、中国太保、太极股份等，

从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 这些个股分属轻工

制造、农林牧渔、非银金融、计算机行业。

从整体行业分布情况看， 券商3月推荐

的105只月度“金股” 多集中于成长和消费

方向。从所属申万一级行业看，前述“金股”

属于计算机、机械设备行业的最多，均有10

只；属于汽车行业的有9只，属于电子行业的

有8只。

震荡中寻找布局时机

回顾2月A股行情，Wind数据显示，上证指

数全月涨幅收窄至0.74%，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全月分别下跌1.81%、5.88%。 此前强势入场的

北向资金在2月流入速度也明显放缓， 全月累

计净流入规模为92.58亿元， 最近5个交易日连

续净流出。

针对2月震荡行情， 平安证券策略研究团

队认为有两大原因：一是国内数据和政策处于

真空期， 叠加前期拉涨后资金兑现压力上升；

二是外围环境复杂性抬升，地缘政治冲突升温

压制风险偏好修复。对于A股后市走势，平安证

券策略研究团队维持相对乐观看法，认为短期

盘整或进一步夯实中长期向上基础，但同时也

要注意内外部因素交错扰动导致的市场波动

加大。

对于3月A股走势，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

师张静静认为：“3月中旬前市场或处于波动

期，随后逐渐乐观。 3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鹰派预

期或兑现， 此外1-2月数据也将验证复苏的成

色。 尽管仍处在调整期，但最差阶段已过，因此

当前是有‘安全垫’ 的守候期，未来A股有望走

出先抑后扬的行情，继续保持上行趋势。 ”

3月A股市场会否延续近期价值板块走强

的风格？ 开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弛认为，

在制造业“一枝独秀” 复苏特征凸显的背景

下，成长风格具备基本面支撑。 考虑到成长风

格对于估值敏感度更高， 或具备更高的上涨

弹性，中小盘成长题材或仍是市场主线风格。

关注国企改革主线

从配置的角度出发， 对于3月A股市场布

局， 张弛看好两大主线：“一是成长风格中的

高端制造领域，具体包括机械自动化、电力设

备（储能、光伏）、新能源汽车（整车、电池、能

源金属）、计算机、半导体、医药生物、军工、美

容护理等板块；二是券商板块布局正当时。 ”

考虑到第一波上涨逐渐进入后期， 信达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樊继拓认为， 业绩兑现将成

为二季度最重要的选股思路， 且2月至3月经济

数据依然存在改善的可能， 与经济相关的价值

板块可能偏强。“配置方面，金融地产或可以超

配到2023年年中；消费板块中，地产政策驱动

的修复是年度逻辑。 ”

后市主题投资方面， 财通证券首席策略分

析师李美岑看好央企重估投资机遇， 专业化重

组将成为2023年国企改革主线， 从历史上看，

央企重组行情都有不错的超额收益。 从战略性

新兴产业出发，建议关注六大方向，包括新兴信

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能

源汽车和生物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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