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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周一市场冲高回落跳水，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地缘政治、量化监管等

因素影响，各大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挫。两市超过 4500 家个股下跌，

市场情绪进一步回落。成交量小幅收缩但仍在万亿水平，北向资金尾

盘逆势流入，短期市场获利盘涌出后或有一定修复。

沪指收上影线并跌落 20 日均线，技术上短线 5 日均线或有“死叉”10

日均线的可能，当前 5 日、10 日均线均已拐头向下，指数可能挑战 3000

点整数支撑。周线级别来看，30 周均线下行逐渐趋缓，指数短暂消化

后或仍可企稳回升，下探空间可能十分有限。

板块方面，周一早盘石油石化、煤炭、有色等周期板块强势走高，带

动指数一度上行，科技板块相对疲软。市场已经连续调整三日，短线

或已接近情绪低点，目前量能充沛的情况下如有反弹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科技板块可能依旧是市场主线。

【市场回顾】

市场概况：3 月 25 日，市场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领跌，三大指数

均失守 20 天线。盘面上，周期股逆势走强，其中油气股领涨，有色金

属概念股再度走强，造纸板块盘中异动，小米汽车概念股表现活跃，

房地产板块一度反弹。下跌方面，近期热门板块全线退潮，高位股持



续调整。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全市场超 4500 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

25 日成交额 10435 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 538 亿。板块方面，油气、

小米汽车、银行、贵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Sora 概念、铜缆高速连接、

传媒、存储芯片等板块跌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跌 0.71%，深成指跌

1.49%，创业板指跌 1.91%。

【资金面】

北向资金：3 月 25 日，北向资金净买入 55.71 亿，其中沪股通净买入

38.51 亿元，深股通净净买入 17.2 亿元。

主力资金流向：3 月 25 日，上证净流出 41.39 亿元，深证净流出 64.14

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主力资金流入前三的板块为工业金属、其他电

子、工程机械，主力资金流出排名前三的板块为证券、软件开发、消

费电子。

【消息面】

1.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

产业培育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上表示，发展新质

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的特

点是创新。近年来，财政部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

障，在财政资金引导带动下，全社会研发经费稳居世界第 2 位，年均

增幅超 10%。下一步将强化政策集成，加大支持创新发展力度，推动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

业培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点评：发言为我们展示了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方面的战略

思考和具体行动，突显了创新在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中的核心地位。

财政部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财政

资金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了全社会研发经费的稳步增长，这也体现

了我国对于创新发展的坚定决心。

2.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目前在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

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3 月 25 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上

表示，去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算力提出了更高、更

迫切的需求，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愈益突出，目前，在

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刘烈宏

表示，目前，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

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

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希望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

字经济发展。

点评：发言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系统、前瞻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

系建设蓝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算力的需求已经变得更为

迫切和高标准，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的建设变得愈发重要。全国一体

化算力体系对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将在 7 大领域推动设备更新 有望形成年规模 5

万亿以上的巨大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我们将在工业、农业、建筑、交通、

教育、文旅、医疗等 7 大领域推动设备更新，有望形成年规模 5 万亿

以上的巨大市场；开展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有

望释放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2030

年前每年至少需要新增投资 2 万亿元以上。中外企业都可以从中分享

红利，赢得发展新增量新优势。

点评：这一重要表态不仅展现了我国在新一轮设备更新换代的坚定决

心，也预示着在多个关键领域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推动七大领

域的设备更新和耐用消费品的换代也为中外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

间和发展机遇。

【行业动态】

1.工信部部长：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各国企业在华创新创业提供重要机

遇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上表示，

展望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将释放

巨大发展动能，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提供广阔空间，也将为

各国企业在华创新创业提供重要机遇。将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落实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深化与世界各国企业互利合

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2. 中汽协：2024 年 2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近 60%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4 年 2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 79.1

万辆，同比下降 9.4%，市场份额为 59.4%，上升 6.5 个百分点。2024

年 1-2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 206.6 万辆，同比增长 26.7%，市场份

额为 59.9%，上升 7.6 个百分点。

3. 国家邮政局：1-2 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 262.6 亿件 同比增长

25.1%

国家邮政局公布 2024 年 2 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1-2 月，邮政行业寄

递业务量完成 262.6 亿件，同比增长 25.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232.6 亿件，同比增长 28.5%。1-2 月，同城快递业务量完成 21.9 亿件，

同比增长 28.3%；异地快递业务量完成 205.4 亿件，同比增长 28.5%；

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 5.3 亿件，同比增长 31.9%。

【基金动态】

1.本周 19 只基金新发 指数、债券仍是新发主力

本周新发基金共有 19 只，投资类型上看，被动指数型基金与债券型基

金仍为新发主力军，前者数量为 7 只，后者也为 7 只，主动权益型基

金发行 3 只，FOF 基金为 2 只。

2.20只QDII25日启动限购 全市场已有超半数QDII暂停申购或暂停大

额申购

近期，多只 QDII 基金陆续宣告限制大额申购，25 日又有 20 只 QDII 基

金（份额分开计算）启动限购模式，申购限额从 1 万元到 100 万元不



等。截至 3 月 25 日，全市场目前 QDII 产品数量为 612 只，其中共有

310 只 QDII 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或暂停大额申购，占比已超过一半。业

内人士表示，QDII 限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避免资金追高、过快涌入

影响基金正常运行，从而影响投资人利益；二是基金管理人外汇额度

紧张导致。

【买方观点】

联博基金朱良：量化基本面护航 以价值策略掘金

在朱良看来，提高投资胜率的因素非常多，其中，跳脱出单一市场的

视野局限是重要因素之一。以量化为例，他认为，量化投资并不只是

简单的数理关系的论证，而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美妙奏章。具体到 2024

年看好的细分领域，朱良提到了三大方向：

第一大方向，在全球攻城略地且大有斩获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业务表

现突出。比如，随着全球制造业数据复苏迹象愈加明显，将有不少中

国上市企业将因此受益，其中新能源巴士制造商这一细分领域值得关

注。

第二大方向，具备稳定派息特征的企业。朱良认为，低利率环境将继

续维持一段时间，能稳定分红的高股息股票将有机会获得市场青睐，

比如港口运营商、收费高速公路运营商等。

第三大方向，政策重点扶持的企业。朱良表示，随着经济稳中向好，

将会寻找受惠于支持性政策的题材和企业。“当然我们更重视政策的

推出能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提升、现金流的改善、投资者回报的力度



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而不是单纯地参与主题。”朱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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