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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涨跌 

市场主要指数涨跌幅 

指数简称 收盘点位 涨跌幅 

上证指数 3509.08  -5.06% 

深证成指 14507.45  -8.31% 

中小板指 9706.99  -9.15% 

创业板指 2914.11  -11.30% 

沪深 300 5336.76  -7.65% 

恒生指数 28980.21  -5.43% 

标普 500 3811.15  -2.45% 

(数据来源：WIND，2021-2-2至 2021-2-26) 

上周（2021-2-22 至 2021-2-26）A 股下跌回调。截至周五收盘，上证综指下跌

5.06% ， 收 报 3509.08 点 ； 深 证 成 指 下 跌 8.31% ， 收 报 14507.45                                                                                                                                                                                                                                                                                                                                                                                                                                                                                                                                                                                                                                                                                                                                                                                                                                                                                                                                                                                                                                                                                                                                                                                                                                                                                                                                                                                                                                                                                                                                                                                                                                                                                                                                                                                                                                                                                                                                                                                                                                                                                                                                                                                                                                                                                                                                                                                                                                                                                                                                                                                                                                                                                                                                                                                                                                       

点；创业板指下跌 11.30%，报收 2914.11点。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2021-2-22 至 2021-2-26) 

行业板块方面，除有色金属、采掘上涨外，行业普跌，其中，视频饮料、家用电

器、医药生物、电气设备及休闲服务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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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2021-2-22 至 2021-2-26)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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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合计 -75.01 -126.91 

本月合计 412.24 749.30 

本年合计 811.81 3855.54 



 

 

近 30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1-2-26)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24492.81 2.81% 3.76% 

陆股通 24470.34 2.80% 3.76% 

QFII 22.47 0.00% 0.0034%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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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情况 

近 30日 A股成交额及换手率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1-2-26) 

一周市场观点 

近期下跌主要源自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春节休市期间海外大宗商品大幅

上涨带动了全球市场通胀预期。同时，年前部分板块上涨较为迅猛，累积盈利

的同时也在累积风险，短期有平衡的需求。个股快速的下跌导致市场基金赎回

压力加大，资金正反馈效应逆转，加大了短期调整幅度。 

虽然短期市震荡，但长期来看，市场不具备大幅下跌的基础。从基本面来看，

今年优质龙头企业的盈利有希望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在短期估值调整后，优

质企业的竞争力将再次凸显。随着经济复苏，新的投资主线逐渐形成，市场也

将逐步企稳。 

未来，我们将遵循着经济复苏的基本线索，寻找一季度以及全年增速较好的顺周



 

 

一周财经事件 

1、2020年 GDP总值 1015986亿元，同比增长 2.3%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月28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长

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为7.7%，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7.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4.5%。

全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2.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个百

分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 

 

2、中国 2月财新制造业 PMI为 50.9，前值 51.5 

2月份，制造业PMI为50.6%，高于临界点。今年春节假日落在2月中旬，假日因

素对本月企业生产经营影响较大，制造业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景气水平较上

月回落。本月主要特点： 

一是产需扩张步伐有所放缓。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1.9%和51.5%，较

上月回落1.6和0.8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两端扩张力度有所减弱，但继续保持

在扩张区间。从行业情况看，制造业景气面保持基本稳定，多数行业生产指数

和新订单指数高于临界点。其中，医药、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生产

指数高于制造业总体，且新订单指数均位于55.0%以上，表明相关行业产需两端

扩张较快。 

二是进出口景气度有所下降。本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48.8%和

49.6%，低于上月1.4和0.2个百分点。受春节期间企业生产、采购活动放缓等影



 

 

响，制造业外贸业务较上月有所减少。从市场预期看，出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指数为60.8%，位于高位景气区间，表明多数制造业出口企业对近期外贸形

势仍保持乐观。 

三是价格指数继续高位运行。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影响，本月主要原

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66.7%，连续4个月高于60.0%。从行业情况看，石油加工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

气机械器材等行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均超过70.0%，企业采购成本压力持

续加大。同时，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助推出厂价格上升，本月出厂价格指数高

于上月1.3个百分点，为58.5%，是近期较高水平。 

四是大型企业景气水平保持稳定。大型企业PMI为52.2%，较上月微升0.1个百分

点，表明大型企业保持平稳扩张。中、小型企业受春节假日影响较为明显，本

月PMI分别为49.6%和48.3%，低于上月1.8和1.1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较

上月有所放缓。 

五是企业经营预期向好。本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59.2%，高于上月

1.3个百分点。从行业情况看，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设

备及仪器仪表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高位景气区间。部分调查企

业反映，3月份将进入产销旺季，市场需求有望回升，企业对节后行业发展信心

增强。 

调查结果还显示，本月反映劳动力成本高和劳动力供应不足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36.2%和18.3%，均为近期高点，表明当前部分制造业企业存在用工缺口，用工

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来源：财新网） 

 

3、港股拟上调印花税 30% 

2月24日午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我们充分考虑对证券市场和国际竞



 

 

争力的影响后，决定提交法案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按交易金

额各付百分之零点一，提高至百分之零点一三。政府将继续全力推行各项发展

证券市场的措施，将香港的金融业发展至更高的台阶。 

资料显示，现行印花税税率为0.1%，该税率自2001年9月起施行至今。 

受此消息影响，港交所盘中一度跌超12%，创2015年来最大跌幅，收盘跌

8.78%，成交207亿港币，创2015年7月新高。 

现有的交易成本大约是0.25%+0.1077%=0.3577%，印花税上调30%后使总交易成

本上升至0.3877%，大约8%左右。目前市场程式交易盛行，少至0.1%也对每宗程

序交易构成重大影响。交易成本上升将短线打击投资情绪，可能有部分资金转

投较低成本的美股。但长线不会有太大影响，毕竟公司盈利增长、估值、前景

才是决定投资者入市的最主要因素。 

香港税务局资料显示，自1993年以来，香港股票印花税税率呈现连续下降态

势。三次印花税下调后，恒指出现一到四个月震荡调整，然后触底回升。 

（来源：Wind资讯） 

 

4、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引发全球股市大跌 

本周，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相继突破 1.4%、1.5%和 1.6%整数大关。25日，美

国 10年国债收益率上穿 1.6%，最高触及 1.62%水平，收盘报 1.5%。 

“市场对美债收益率上行有一定预期，但这一次之所以对权益市场特别是高估值

的纳斯达克和新兴市场产生剧烈影响，主要还是因为美债收益率上行速度过快，

叠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不断释放宽松政策预期，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进一步上

升。”西部证券宏观分析师张育浩告诉记者。 

美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价格的定价之“锚”，其快速上升背后的通胀压力和金融

风险是市场担忧所在。 



 

 

受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影响，全球股市“寒意阵阵”。26日的亚太市场上，日经

225指数跌穿 29000点，大跌 3.99%，创 2020年 4月 1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韩

国综指收跌 2.80%，创近半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欧美股市也集体下跌。截至北京时间 26日 22时，英、法、德等国基准股指跌幅

在 0.40%至 1.58%不等。隔夜市场方面，纳指跌超 3.5%，标普 500指数下跌 2.45%。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表示，美债收益率与美股通常存在“跷跷板”效应。

当美债收益率上升时，资金会更多流向债市寻求无风险回报率，股市则存在调整

压力。 

（来源：上海证券报） 

 

5、“双循环”见到新气象，财政资金将更重效率 

2020 年财政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 5.3%，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 3.6%，但强调积极财政要更加积极有为，增加财政赤字 1万

亿、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1万亿、增加专项债 1.6万亿，“两本账”实际支出增速

10.1%。进入 2021年，市场普遍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和赤字率将同步回落，财

政政策将在继续保持积极的同时，更多注重结构性问题和全面深化改革，更注重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信证券政策研究组预测，财政政策将继续保持积极，预计 2021 年赤字率约为

3.2%~3.3%，新增专项债额度为 3.3万亿元。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预计 2021

年不会继续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西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叶凡认为，今年财政政策将延续积极定调，同时“更可

持续”。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必要性下降，加之需要为后

续的不确定性预留政策空间，今年的预算赤字率较 2020 年将有所回落，或降至

3.2%左右。 

叶凡认为，2021 年财政支出仍将保持适当强度，建立实施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但支出重点将有所改变，抗疫相关支出将逐步减少；科技、文教体育、

农林水和新基建等领域的支出将显著增加，对基础领域的研究支持将有较快增长；

党政机关支出方面，推行厉行勤俭节约，过紧日子。地方政府债务“开好前门、

严堵后门”。完善地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机制，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财政支持扩

内需、债务问题与减税降费将是 2021年“两会”上财政政策的讨论重点。 

（来源：证券时报） 

 

6、统计局：1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021年1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

较上月有所扩大，同比涨幅有扩有落。 

据测算，1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

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5%、0.6%、

1.0%和0.3%。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9%、1.3%、1.4%和1.7%。31个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3

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

和0.3%，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分点。 

据测算，1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2%

和9.6%，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3和1.0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1%和2.5%，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1和0.3个百

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来源：Wind资讯） 

 

风险提示： 



 

 

本材料中包含的内容仅供参考，信息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们对其准确性及

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构成任何对投资人投资建议或承诺。市场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读者不应单纯依靠本材料的信息而取代自身的独立判断，应自主

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材料所刊载内容可能包含某些前瞻性陈

述，前瞻性陈述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