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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在春节前后似乎走出了

一条强势反弹的趋势路径。

在赵伟看来，流动性预期改善

后，前期超跌板块有望企稳向好。

从历史回溯来看，流动性冲击下的

“放量下跌”，流动性最差的小盘股

往往受伤最深；随后的反弹行情中，

前期超跌板块的修复力度也往往最

大，2018 年 11 月、2020 年 4 月和

2022年4月的反弹行情均是如此。

2月6日，A股出现大幅反弹，

上证综指大涨3.23%收复2700点；

2月7日—8日，A股市场反弹延续

但增幅有所放缓，叠加即将临近春

节放假，利率波动不大，基本呈现

横盘走势；2 月 19 日，三大指数集

体高开，沪指涨 0.72%，深证成指

涨1.55%，创业板指涨1.51%。

湘财证券分析师仇华认为，大

盘在春节前一周探底后大幅反弹，

主要原因还在于：证监会连发多条

要闻，有效支持资本市场企稳。具

体内容涉及汇金入市、优化融券、

暂停新增证券公司转融券、上市公

司提升投资价值以及并购重组

等。证监会春节前高密度发布对

资本市场支持政策，直接针对市场

痛点，将有助于建立健全且适合我

国国情的交易监管制度，建设以投

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

赵伟认为，当下，“雪球”集中

敲入的风险已明显释放，而大股东

质押与融资盘平仓仍有一定的“安

全垫”；随着这类流动性风险的缓

和，前期超跌的板块与行业有望率

先修复。1月2日至2月5日，计算

机、电子、国防军工、机械设备等行

业领跌，跌幅分别为31.5%、28.9%、

27.4%和26.1%。

根据湘财证券的统计，2024

年2月5日至18日，31个申万一级

行业涨多跌少。医药生物周涨幅

最大为10.31%，而建筑装饰和综合

处于微跌状态；从124个申万二级

行业（扣除林业）涨跌幅状况来看，

周涨幅居前的板块是生物制品和

电子化学品，周涨幅为 14.04%和

11.69%。自 2024 年以来，累计涨

幅居前的是白色家电和煤炭开采，

分别上涨11.48%和10.66%。

反弹行情

本报记者 吴婧 上海报道

你方唱罢我登场，A股的“快乐”

回来了吗？

2月22日，A股低开高走，沪指涨

1.27%报2988.36点，深成指涨0.76%报

9043.75 点，创业板指涨 0.31%报

1757.87点。2月23日，沪指早盘冲高，

最高至3009.14点，收盘3004.88点，实

现八连阳，A股全天成交额9219亿元。

“上午的时候大家都在交流群

里问，今天A股为什么涨了？下午已

经没有人说话了，都直接冲进去了。”

当天，一位基金经理向《中国经营报》

记者感慨，“也有同行晚上复盘遗憾

呢，开得太高了不敢上，回落了也不敢

加，满腔踏空的心酸。”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

为，随着基本面筑底改善、流动性风险

相继释放，股市的利多因素正在累积。

股市“开门红”市场情绪趋稳

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是为振兴

经济，采取政府出资、企业让利的

形式通过补贴商家，向消费者发放

的用来购买消费品的票证，是通过

补贴方式刺激消费、释放消费需求

的一种手段。

但消费券不能兑换成现金，一

般针对特定种类的消费领域，涵盖

餐饮、景区、影剧院、书店、美妆、饰

品、休闲行业等领域，且有使用期

限，过期不可使用。此外，与优惠

券、折扣券不同，消费者凭借此次

发放的消费券消费后，商家可向政

府兑付补贴，即由政府提供消费补

贴，通过平台发放消费券来让国内

消费者买买买，补贴部分最终由地

方财政承担。据悉，此次湖北省发

放的2024年“惠购湖北”新春消费

券，财政资金总投放量2亿元。

记者注意到，不仅湖北省十堰

市，稍早的2月18日，山东省济宁

2024年春季新能源家庭乘用车零售

惠民活动正式开启，该活动从2月

18日开始，持续至2月24日，消费券

总额1000万元、共发放3335张。

稍早的 2024 年春节期间，宁

夏围绕汽车、家电、百货、餐饮等发

放 5000 万元消费券，用“真金白

银”助力大家过个开心年。

“2023年，宁夏实施了消费需

求促进年活动。”据宁夏回族自治

区商务厅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实现了由负转正，建成了银

川文化城、沙湖不夜城、悠阅城、

枸杞小镇等商文旅融合消费新场

景，住宿餐饮业加快恢复、营业额

增长14%。

谈到2024年的消费提质增效

工作，该负责人还表示，宁夏将夯

实消费基础，举办汽车展销、新品

发布、巡展团购和宣传推介，延续

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加快活跃

二手车市场，推动家具家电以旧

换新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助力

“中华老字号”和“宁夏老字号”创

新发展，再打造一批夜间经济新

地标，建设 25 个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

在北京，第十届北京市民快乐

冰雪季系列活动已经启动，活动将

一直持续到2024年4月。其间，北

京将通过“北京健身汇”小程序，向

市民免费发放不少于3万张“冰雪

消费券”。就此，据媒体报道称，北

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孙宪

菲介绍：“我们的冰雪消费券涵盖

了主要的冰雪场馆将近 30 家，基

本上都是规模靠前的，而且也是百

姓最方便去的场馆。”

就此，盘和林对记者表示，“消

费券的意义在于撬动消费需求，消

费券成本相对较低，能够以较小的

优惠刺激消费者消费，给消费者带

来实惠的同时，也让潜在消费需求

获得有效激发，从而拉动消费。”

多地发消费券促消费

本报记者 路炳阳 北京报道

至 2030 年，铁路客货周转量

全社会占比分别达到 48%和 22%

以上，铁路碳排放总量在 2030 年

前要实现达峰。近日国家铁路局

联合多部门印发《推动铁路行业低

碳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显示上述消息。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人士对《中

国经营报》记者表示，2021年铁路

客货运周转量全社会占比分别为

48%和16%，也就是说，目前铁路客

运周转量已经基本达到《方案》给

出的目标，而货运周转量距离实现

目标还差6个百分点，任务艰巨。

在优化调整运输结构中，《方

案》要求，要提高铁路承运比重，提

升铁路骨干通道运能，推进干线铁

路能力紧张区段改造，提高中西部

地区铁路网覆盖水平。

同时，完善铁路集疏运系统，

推进既有铁路强网补链，加快完善

铁路煤运通道集疏运体系建设，提

高晋陕蒙等煤炭主产区大型工矿

企业煤炭和焦炭运输的铁路承运

比重，加快中长距离和大宗货物运

输“公转铁”。出台优惠政策，优化

铁路货运定价模式，提升铁路运输

市场竞争力，激励货主企业和物流

主体选择铁路运输。

在综合能耗方面，《方案》提

出，到2030年，铁路电气化率达到

78%以上。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

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

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力争

达到90%以上，沿海港口重要港区

铁路进港率达到80%以上，不断提

高内河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

到 2030 年，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

综合能耗和单位运输工作量二氧

化碳排放较2020年下降10%。

《2022年铁道统计公报》显示，

当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5

万公里，电化率为 73.8%，这距离

《方案》目标还有4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大宗货物

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

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

接入比例，该比例目标早在 2018

年就有规划，当年国务院发布《推

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其中要求到

2020 年，全国大宗货物年货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和

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

例要达到80%以上。

不过该目标并未完成。2019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截

至2019年9月底，58%的铁路专用

线建设滞后于预定开工计划，工矿

企业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低的问

题依然突出。

时任国家铁路局副局长于春

孝在 2020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运输

结构调整工作电视电话会上也表

示，目前铁路专用线建设滞后，铁

路货运价格政策空间有限，局部通

道能力紧张等问题都制约着运输

结构调整工作开展，成为运输结构

调整政策落实的阻碍。

随后，2019年国家铁路局等五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

线建设的指导意见》，再次将这一目标

比例提高，称到2025年要达到85%，

此次《方案》将这一目标三度强化。

为提高运输效率，《方案》要

求，要制定合理高效的运输组织方

案，精准实施“一日一图”，优化调

整列车运行径路，高效配置运力资

源，提升路网通达性和整体运输能

力。大力发展列车智能调度和编

组技术，采用5G、北斗等新的通信

信息技术，优化列车调度和编组，

提高列车运行效率。提高客车利

用效率，提升客车客座率，降低单

位运输能耗。

就此，国铁集团人士对记者表

示，当前国铁集团正在努力提高机

车车辆运行效率。以动车组为例，

2023年，动车组日均运用率在80%

以上，其中国庆黄金周期间运用率

达到了97%，也就是说国庆期间仅

有 3%的动车组在基地检修，其他

全部投入了商业运营。“当前动车

组上线率已经较疫情前（2019年）

提升了近7%。”他说。

在运输装备方面，《方案》要

求，到2030年，铁路电力机车占比

力争达到70%以上，铁路场站内车

辆装备逐步实现新能源化。《2022

年铁道统计公报》显示，当年铁路

电力机车占比为65%，距离目标还

差5个百分点。

《方案》称，要加快机车更新换

代，提升电力机车承运比重。推动

超低和近零排放车辆规模化应

用。扩大“复兴号”动车组等移动

装备的应用范围，加大 CR450 科

技创新工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逐步淘汰年限久、能耗高、排放

不达标的老旧机车。

在淘汰老旧机车方面，中国铁

路交通整车装备唯一制造企业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601766.SH，

以下简称“中国中车”）也正在推进

工作，中国中车人士对记者表示，

公司正在全力推动直流内燃机车

淘汰报废，向新能源机车转型升级

工作；在动车组和市域列车方面，

正在研发续航 600 公里氢能源市

域列车，以及时速250公里氢燃料

动车组。

中国中车人士称，随着“双碳”

行动计划和行动方案的实施，中国

中车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将面向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技术链整

合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推进储能系

统、氢燃料电池等低碳前沿技术攻

关，推动产品体系不断低碳化。

2 月 6 日，中央汇金发布公告

称，将持续加大对 ETF 的增持范

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扩大

增持规模，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

运行，这已是近半年来汇金第三次

公告增持。这使得节前一周的四

个交易日中，中证 500、1000、2000

等中小微盘股ETF日均成交额大

幅放大，结构性的流动性危机快速

得到缓和。

国融证券分析师安青梁认为，

汇金及时地扩大增持范围，有效地

缓和了结构性流动性危机，阻断了

中小盘股下跌的负反馈。流动性

危机的缓解，盈利效应的全面扩散

恢复使得市场情绪快速回升。

首创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王仕

进认为，从主要宽基ETF来看，仅上

证50、沪深300和创业板三只成交

额最多的ETF基金年初以来已获得

超千亿资金净申购，其中2月以来增

持超400亿元。节前市场风格再度

发生转向，多只中证2000ETF放量

拉升，显示资金扩大了ETF增持范

围，直接带动小微盘股爆发，个股亏

钱效应快速修复，有利于市场的整

体做多信心的回归。

2月7日，证监会迎来时隔五年

的高层更迭。上海市委原副书记、

政法委原书记吴清，接替易会满出

任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成为第

十任证监会掌舵者。交接当天，上

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在前

一日急速翻红的基础上，继续以涨

势 报 收 ，分 别 收 于 2829.70 点 、

8708.24点和1707.02点，分别上涨

了1.44%、2.93%和2.37%。

不可否认，除了真金白银的支

持外，监管层换帅也有望带来政策

预期上的改善。如IPO财务造假、

绕道减持等切实影响投资者利益

的中长期痛点有望得到解决，这将

有利于投资者信心的恢复。

2 月 18 日至 19 日，证监会召

开系列座谈会，就加强资本市场监

管、防范化解风险、推动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建议。申万宏源证券非银首席分

析师罗钻辉认为，召开系列座谈

会、调研走访营业部释放了监管关

键时期共建市场、持续发力稳市场

稳信心的政策暖意。

平安证券金融与金融科技行

业首席分析师王维逸认为，2月以

来证监会相继发布“从严打击欺

诈发行、财务造假等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

空 切实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坚

持‘零容忍’执法，集中处理多名

从业人员违法炒股”等公告，从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违法做空、

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炒股等角度，

坚决打击市场违法行为，再次彰

显监管机构“零容忍”态度，进而

助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数据方面，1月社融和人

民币信贷同比均多增，高于市场预

期实现开门红。在政策自上而下

集中发力支撑融资需求和供给呈

现出改善的局面下，对于市场的预

期和风险偏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安青梁认为，在央行要求“保

持信贷合理增长、均衡投放”的背

景下，高增量的信贷反映出实体融

资需求并不弱。从季节性的角度

看，春节后流动性较为宽松，高频

的经济数据有望向好。伴随着两

会前对于刺激政策的预期，A股有

望迎来胜率较高的反弹窗口期。

在赵伟看来，稳增长“三步走”

政策有序出台，或将推动基本面预

期的企稳改善。一是中央财政增

发“万亿国债”，随着2月上旬“万亿

国债”清单的全部下达，基建投资

增速明显回升；二是“准财政”放

量、近两月PSL新增共5000亿元，

助力地产“三大工程”加速布局；三

是产业政策保驾护航。目前企业

订单已得到印证，包括挖机销量在

内的高频数据也在反映稳增长落地

的积极信号。

值得一提的是，被市场颇为专

注的“聪明资金”北向资金开启了

“买买买”模式。数据显示，2 月 6

日北向资金大幅净买入超百亿元，

达 126.05 亿元；2 月 21 日，北向资

金买入815.32亿元，卖出679.37亿

元，净买入 135.95 亿元，创下近 6

个月来的最高单日净买入纪录。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傅静涛认为，越是恐慌时，越要

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盘，看到哪

些周期性问题被过度解读为长期

担忧。流动性“危机”的无序发酵

并非常态，在历史级别的高性价

比区域，更应关注基本面和情绪

改 善 的 条 件 、信 号 而 非 风 险 。

2024 年春节开始，可以看到这些

条件和信号正在累积，等待量变

到质变的发生。

王仕进建议，整体而言，节后

市场的反弹行情有望延续，但在经

历了连续放量拉升后，个股基本迎

来了一轮报复性修复，再要向上弹

升的话，或将面临前期套牢卖压

的考验。

前述基金经理告诉记者：“本

轮行情的演绎，目前市场仍有很大

分歧，在我看来，散户又开始相继

入市，或许才是行情的归宿。”

市场情绪好转

多地发放新一轮消费券
新型消费或成增长点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春节前后，多地开启新一轮消

费券发放：《中国经营报》记者目前

获悉，2024年“惠购湖北”新春消费

券第一轮第二批次于2月23日10：

00 至 2 月 29 日 24：00 在美团、抖

音、翼支付、建行生活 4 个平台发

放。该消费券设置商超券、餐饮券

两种类别。

记者注意到，近期以来，湖北、

宁夏等地接力发放消费券，促假期

消费，主要涉及汽车、餐饮、文旅等

居民长期消费的热点领域，覆盖更

加广泛的人群。

就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

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接受记者采

访时分析说：“多地通过发放消费

券，花最少的钱，撬动消费总量，振

兴地区消费，以此来拉动地区经济，

活跃春节消费市场。”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启铼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

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多地发

放消费券，或者现金补贴的方式可

以在短期内提高居民购买力，旨在

促进消费市场的复苏和助力经济

增长。消费券的发放对象广泛，涵

盖商超、餐饮、文旅等多个领域。

由此通过多样化发放消费券的方

式，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

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消费加

速恢复。”

2023年，我国出台了扩大消费

20条措施等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这

使得消费市场持续恢复回升，消费

规模再创新高。

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471495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2%，规模再创历史新

高。数据还显示，消费重新成为经

济增长的主动力。2023年，最终消

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4.3 个百分

点，比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是 82.5%，提高

43.1个百分点，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更加显著。

就此，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

副司长俞炳彬撰文指出，2023年，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积极推出一系列提振消费

政策举措，推动消费市场回升向

好，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城乡市场

同步增长，网络购物占比提高，部

分升级类和大宗商品销售良好，

餐饮类、旅行类和文娱类消费快速

增长。

俞炳彬同时还指出，“尽管消

费市场持续恢复回升，但也要看

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仍不牢

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有待

进一步提升，实体零售新旧业态表

现分化，部分商品销售和服务消费

恢复较慢，实体商贸经营主体成本

压力仍待缓解。”

那么，2024年提振消费应该从

哪些方面努力？

盘和林认为，“2024 年提振消

费，建议从战略和战术上两方面发

力：首先在战略上，消费提振的关

键在于收入提升，提升收入需要稳

经济，促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在战术

上，政府除了用好消费券，还需要

完善消费者保障体系提升消费者

信心，尤其是要维护好消费者权

益，一方面提高消费品质量，另一

方面疏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保护消

费者利益。”

潘向东认为，目前扩大消费依

然摆在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多渠

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宗消

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进一步增

长。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带

动相关领域投资，让新消费场景和

创新性消费不断释放新动能。

潘向东还进一步指出，“从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可以看到，

‘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

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

进的良性循环’。其中‘有潜能的

消费’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

新型消费，包括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国货‘潮品’等，这些

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二是稳定

传统消费中的例如新能源汽车、电

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也将成为消费

中的重要部分。”

在潘向东看来，“2024 年消费

要继续发力，保持较足后劲，增加

老百姓的收入至关重要。”

对于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潘

向东认为，“这主要有三条路径：一

是主要从调整收入分配比重角度

入手。发挥财政在收入分配改

革、缩小贫富分化程度等方面的

作用。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老

百姓才会有消费信心；给居民发

消费券，通过国家财政转移给居

民发消费券来增加消费。二是提

升经济增速。经济增速提升了，

就业情况就会改善，同时企业利

润上涨，居民奖金增加，也是提升

收入的路径。三是提升居民的财

产性收入。”

激发新型消费潜能

五部门三度强化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 2030年欲超九成

当下，“雪球”集中敲入的风险已明显释放，而大股东质押与融资盘

平仓仍有一定的“安全垫”。

值得一提的是，被市场颇为专注的“聪明资金”北向资金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A股在春节后出现强势反弹，2月22日,沪指七连阳逼近3000点大关。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