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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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证综指 2976.53  -3.22% 

深证成指 10681.90  -2.49% 

中小板指 7040.36  -0.99% 

创业板指 1927.74  -0.25% 

沪深 300 4003.90  -3.63% 

恒生指数 27949.64  -3.81% 

标普 500 3295.47  -1.03%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01-23) 

春节前（01.20-01.23）A股市场呈现下跌态势，上证综指下跌 3.22%，收报 2976.53

点；深证成指下跌 2.49%，收报 10681.90点；中小板指喜爱的 0.99%，创业板指

下跌 0.25%。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01-23) 

行业板块方面，电子及医药生物行业呈现上涨，休闲服务、农林牧渔、食品医疗、

建筑材料及商业贸易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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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01-23) 

市场资金 

港股通资金情况 

方向 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南向资金（亿元人民币） 

本周合计 -154.61 7.87 

本月合计 383.92 278.70 

本年合计 383.92 2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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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01-23)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14309.21 2.19% 2.97% 

陆股通 14309.19 2.19% 2.97% 

QFII 0.0209 0.00% 0.00%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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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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1-23) 

一周市场观点 

回顾市场可以发现，疫情发酵之前，A股市场尚处于“蓄势向上”过程中：一方

面，经济总体呈现边际改善；另一方面，公司盈利拐点亦或随经济逐步形成。资

金方面，“两融”持续创出新高；陆股通净流入呈现趋势向上。然而，在疫情发

酵后，经济改善预期落空、企业盈利拐点或被延后，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增加。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国内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综合评估后，预计本次疫

情将对一季度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尤其是消费和服务领域，但政策对冲力度有望

加强。但从全年来看，首先，历年一季度名义 GDP 占全年比重在 22%左右，是 4

个季度中占比最低的；其次，央行已表示将提供充足流动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

度，后续积极财政政策也有望形成对冲；第三，在疫情爆发前，国内经济已显现

企稳迹象，若后续疫情得到控制，下半年经济有望阶段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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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短期疫情的冲击并不改变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要素，并且对政府的

执政效率以及相关政策有推进作用。中长期来看，流动性的充裕、居民财富的再

配置以及外资的流入将是 A股市场的增量资金。此外，经济结构转型趋势没有发

生改变，资本市场的高度定位没有发生改变，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没有改

变，这就意味着我们长期看好中国企业的压舱石没有发生改变。 

一周财经事件 

1、央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强化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 

2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今日发布《关于

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共提出 30 条措

施，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 

《通知》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人民银行继续强

化预期引导，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

稳运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因春节假期调整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

况适当提高 2020 年 1 月下旬存款准备金考核的容忍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

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2、央行开展 1.2 万亿元公开市场操作投放流动性 

为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2020

年 2月 3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展 1.2万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确保流

动性充足供应，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比去年同期多 9000亿元。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提问“2 月 3日金融市场开市后，人民银

行在流动性供给方面有什么安排？”时表示，人民银行将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加

大逆周期调节强度，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特别是考虑到疫情特殊时期和延期开市的双重影响，人民银行将通过公开市场操

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3、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防控疫情进口物资不对美加征关税 

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网站消息，为积极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对按照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进口且原产

于美国的物资，不实施对美加征关税措施，即恢复我对美 232措施所中止的关税

减让义务、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已加征税款予以退还。 

4、1 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0% 

1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显示，中国 1 月官方制造业 PMI50，预期 50，

前值 50.2。 

截至 2020年 1月 20日，采购经理调查结果显示，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为 50.0%，

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1%，比上

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3.0%，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有所放缓。 

因以上调查时点在 1 月 20 日之前，调查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

尚未在调查中充分显现，后期走势需进一步观察。 

5、多银行对湖北小微企经营性贷款利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 

日前，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潘光伟就银行业全面助力疫情防控

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到，多家银行表示，将对湖北省内普惠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私营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在现有利率基础上下调 0.5个百分点，降低小微企

业融资成本。 

潘光伟表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疫情流行地区防控企业的同时，也积极助力

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一是优化贷款展业

方式。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

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多家银行表示不抽贷、断贷、压贷，并积极

通过展期、无还本续贷、信贷重组、减免逾期利息等方式予以全力支持。二是下

调企业贷款利率。为减少肺炎疫情对湖北辖内小微企业的影响，增强小微企业活



 

 

力。 

6、英国正式脱欧 

比利时布鲁塞尔时间 1月 31日 24时（英国伦敦时间 1月 31日 23时），英国正

式“脱欧”，不再是欧盟成员国；随后欧英关系转入过渡期，双方将着手启动贸

易谈判。 

去年 10 月，欧盟与当政的英国约翰逊政府达成“脱欧”协议，双方协定今年 1

月 31日英国正式“脱欧”；去年 12月约翰逊赢得英国大选连任首相后，英国和

欧盟相继完成所有法律程序，英国“脱欧”得以如期实现。 

根据“脱欧”协议，2 月 1 日 0 时起，欧英关系转入过渡期，定于今年 12 月 31

日结束；过渡期内，由于不再是欧盟成员国，英国将即刻退出所有欧盟机构，如

英国籍议员将退出欧洲议会，让出现有的 73个议席。其它层面欧英将维持现状。 

 

产品动态与开放期提示 

产品开放期 

每个交易日开放（暂停申购）：东方红启元三年持有混合 A 

每个交易日开放： 

基金：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东方红新动力混合、东方红优势精选混合、东方

红中国优势混合、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东方红收益增强

债券、东方红信用债债券、东方红汇利债券、东方红汇阳债券、东方红稳添利纯

债、东方红睿满沪港深混合、东方红益鑫纯债债券、东方红优享红利混合、东方

红货币、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东方红聚利债券、东方红策略精选混、东方红

稳健精选混合、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 

每个交易日开放（暂停大额申购限 1万）： 



 

 

基金：东方红睿丰混合 

每个交易日开放（暂停大额申购限 5万）： 

基金：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 

每个交易日开放（暂停大额申购限 10万）： 

基金：东方红睿华沪港深混合、东方红沪港深混合 

每个交易日开放（暂停大额申购限 100 万）： 

基金：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 

注：产品开放期以管理人公司官网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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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建议或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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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