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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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0.80  2.75% 

深证成指 11180.60  4.04% 

中小板指 7333.62  4.83% 

创业板指 2166.38  3.82% 

沪深 300 4001.25  3.47% 

恒生指数 24770.41  7.88% 

标普 500 3193.93  4.91%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6-5) 

上周（2020.6.1-2020.6.5）A股市场指数反弹，上证综指上涨 2.75%，收报 2930.80

点；深证成指上上涨 4.04%，收报 11180.60点；中小板指上涨 4.83%，创业板指

上涨 3.82%。 

行业及板块涨跌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6-5) 

行业板块方面，除农林牧渔、建筑材料、钢铁有所下跌外，其他行业普涨。电子、

汽车、传媒、非银金融及纺织服装等行业涨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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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涨跌家数对比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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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1 34.82 

本月合计 240.51 34.82 

本年合计 895.23 27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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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日港股通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6-5) 

外资情况 

方向 持股市值（亿元） 占总市值 占流通市值 

合计 17410.42 2.57% 3.50% 

陆股通 15863.95 2.34% 3.19% 

QFII 1546.48 0.23% 0.31% 

市场估值水平 

  
(数据来源：WIND，截至 2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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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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5) 

一周市场观点 

经济基本面：国内方面，3 月份以来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生产持续改善，工业

增加值数据恢复最为迅捷，虽然在累积消费释放下房地产和汽车消费改善明显，

但是总需求的恢复则慢于生产，考虑到疫情对消费意愿的冲击、对消费行为的制

约以及对国外需求的滞后影响，需求恢复仍将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而这必然

会成为生产的制约因素，拖累其后续的改善步伐。对于通胀，食品价格的持续走

低将令 CPI 同比继续下行，而生产资料价格在复工复产推动下的反弹则将有利

于 PPI 同比降幅的收窄。 

政策方面：政策调控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以稳住“基本盘”为主基调，政策全面

向“六保”倾斜，侧重“保就业”；备受瞩目的财政政策体现了一定的隐忍，支

出力度低于此前市场预期，再度彰显了管理层兼顾长短期目标以“稳中求进”的

既有方针，而且结构调整依旧是政策发力的重点方面，无论是财政政策对于民生

的关注，还是货币政策对于小微企业的强调都是如此；此外，不仅“房住不炒”

的强调继续体现了管理层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而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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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发布更加说明国内改革从未

止步。因此，一方面着手需求侧的刺激，一方面加速改革转型，将是现阶段维稳

经济的政策组合拳。 

流动性：货币政策走向宽信用，经济有望持续回暖。本周（6.01-6.07）央行公

开市场净回笼 450亿元，下周（6.08-6.14）有 2200亿逆回购到期，6月 8日有

5000亿元 MLF到期。本周 Shibor隔夜、DR001、R001均值较上周有所上升。收

益率方面，短端和长端继续上行。本周五 1年期国债收益为 2.0801%，较上周上

行 47.91BP，10年期国债收益率 2.8475%，较上周上行 14.22BP。 

A 股市场：5月份中下旬以来，银行间流动性边际收紧，中美关系情绪从悲观位

置有所反弹。在流动性边际收紧、风险偏好重新回升的影响下，不同行业受影响

程度不同，可能导致行业出现分化，同时市场存在结构性机会。在全球宏观风险

酝酿的环境下，确定性溢价仍将维持较高水平，仍将以基本面复苏为核心逻辑。 

一周财经事件 

1、发改委：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推进实施分为打基础和全面推进两个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 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推进实施可以分为打基础和全面推进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现在起到 2025 年以前主要是打基础、做准备。这一阶段的目标

任务是，突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有效监管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开放进程，

推动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形成早期收获，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围绕这一

目标任务，发改委将抓紧开展工作，争取用 3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为全面封关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2035 年以前，主要是全面推进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地见效。这一阶

段的目标任务是，进一步优化完善开放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实现贸易自由便利、

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

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基本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社



 

 

会治理体系，打造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2、国际资本持续流入 外储规模稳定有支撑 

国家外汇管理局 7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017 亿

美元，较 4月末上升 102 亿美元。展望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稳定的基础。

同时，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跨境资金平衡，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外汇供求基本平衡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5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稳

定，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

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

升。 

“汇率估值因素使外储增加约 40 亿美元。”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刘健表示，5 月以来，美元指数先涨后跌，5 月中上旬再度突破 100 关口，但受

投资者乐观情绪升温及欧洲财政刺激方案的影响，月末大幅回落，收于 98 左右。 

“跨境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也有所贡献。”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表示，人民币资产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5 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 300 亿元；

中央结算公司公布数据显示，5月末，境外机构托管的人民币债券面额达到 21130

亿元，环比增加 1119 亿元，自 2018年 11月以来已经连续 18个月增长。 

外储将保持基本稳定 

王春英强调，随着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

国经济运行正逐步向常态化复苏。往前看，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

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将继续支持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短期看，我国外汇供求仍将保持基本平衡，而美元指数或将在当前位置波动，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对外储的影响将小幅减弱，外汇储备将保持基本

稳定。”刘健称。 

温彬表示，下阶段，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具有稳定的基础，经济长期向好将对外汇



 

 

储备规模的稳定形成支撑。另外，人民币资产仍受国际投资者青睐，仅 6 月前 5

个交易日，北向资金就净流入超过 240亿元，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跨境资金平衡，

也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3、民航单日运输旅客量回升破百万 恢复至疫情前六成 

6月 5日，民航单日运输旅客量达 103.67万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61.5%。这

是自 1月 28日以来，民航单日运输旅客量首次回升破百万，单日保障航班 11333

架次，再创 2月以来单日航班量新高。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航旅客运输量与往年相比明显下滑。疫情暴

发之前，春运期间民航日均飞行 1.73万班，单日最大运输旅客量近 200万人次。

自 1 月 23 日起，民航旅客运输量和航班量急剧下降，在 2 月 13 日跌至最低谷，

单日运输旅客量仅为 13.29 万人次，单日飞行班次降至 3931 班，仅为正常时期

的约 7.5%、23%。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自 2 月下旬起，民航运输逐步恢复。其中，3

月日均运输旅客 45.83 万人次，日均飞行班次 6538 班；4月日均运输旅客 52.27

万人次，日均飞行班次 6950 班。进入 5 月后，民航运输恢复速度明显加快，5

月日均运输旅客 78.58 万人次，日均飞行班次 9487 班。6 月 1 日至 5 日，民航

日均运输旅客达到 93.52 万人次，日均飞行班次达到 10570班，分别恢复至去年

同期的 57.4%、66.11%，平均客座率达到近 70%。 

4、5 月地方债发行量创单月新高 

5月地方债发行 13025 亿元，创地方债单月发行量新高。截至 5月底，2020 年地

方债共发行 31997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7024 亿元，再融资债券 4973 亿元。

新增债券发行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 94.9%。其中，一般债券 5522 亿元，完

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 99%；专项债券 21502 亿元，完成中央提前下达额度的

93.9%。 

财政部表示，1 至 5 月地方债发行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行规模大幅增加。1 至



 

 

5 月地方债券发行 31997 亿元，同比增加 65.1%；新增债券发行 27024 亿元，同

比增加 85.3%。二是发行进度明显加快。三是筹资成本有效降低。四是债券期限

与项目更加匹配。五是资金投向聚焦“六稳”“六保”。 

财政部表示，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有

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更好地发挥地方债券对“六稳”“六保”的保障作用。 

展望未来，从新增债券看，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年 3.75 万亿元的新增专

项债规模仍有 1.46万亿元。加上 1至 5月内尚未发行完的提前下达额度 0.14 万

亿元，年内共计约有 1.6 万亿元 2020 年的新增额度待发。从再融资债券看，截

至 5月末，各地发行再融资债券 4974亿元，距离财政部明确的 2020年地方政府

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上限 18358.8亿元还有超 1.3 万亿元规模。两者合计将有 3

万亿元供给。 

5、金融扶贫全方位发力 政策支持不断加码 

近期，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下一步，将

完善扶贫小额信贷、保险扶贫等政策体系，加大贫困地区金融资源投入。同时，

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记者获悉，未来相关

部门还将开展政策研究，完善 2020 年后针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政策，建立解

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央行、银保监会等多部门近期频频部署，加大金

融扶贫政策力度。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抓好金融扶贫

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支持力度。银保监会此前也印发通知，要求银行业保险业努力实现精准扶

贫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扶贫专属农业保险产品持续增加等考核要求。 

随着支持政策不断加码，金融资源正加速向贫困地区倾斜。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

主战场之一，攻坚任务县占全辖县域总数 96%。记者从广西银保监局获悉，广西

通过对 20个深度贫困县逐一盯梢，2019年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贷款增速反超全区

平均 0.45个百分点。2020年一季度疫情期间，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平均延期还款



 

 

5.9个月。 

银保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金融扶贫取得积极成效。截至 2020 年一季度

末，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户数 1067.81万户，覆盖约三分之一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农业保险扶贫增品扩面提标，累计提供农业风险保障 3万余亿元，参

保农户近 2亿户次。 

除了加码“输血”，金融扶贫也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记者从央行西

安分行获悉，当地正着力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向产业扶贫升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以苹果、奶山羊、棚室栽培三大产业带动的“3+X”特色优势产业支持力度，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全省产业带动精准扶贫贷款余额396亿元，同比增长60.2%。

央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当地通过政府建立扶贫产业贷款风险补偿

基金等方式，鼓励银行机构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截至一季度末，累计

投放贷款 27亿元，带动 2.8万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增收。 

易纲表示，下一步，将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

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开展 2020 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产品动态与开放期提示 

产品开放期 

每个交易日开放： 

基金：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东方红新动力混合、东方红产业升级混合、东方 

红睿丰混合、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东方红优势精选混 

合、东方红沪港深混合、东方睿满沪港深混合、东方红睿华沪港深混合、东方红 

优享红利混合、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东方红策略精选混 

合、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东方红配置精选混合、东方红 

收益增强、东方红汇阳、东方红汇利、东方红信用债、东方红聚利、东方红稳添 



 

 

利纯债、东方红益鑫纯债东方红中证竞争力指数、东方红新动力混合、东方红产

业升级混合、东方红睿丰混合、东方红中国优势混合、东方红京东大数据混合、

东方红优势精选混合、东方红沪港深混合、东方睿满沪港深混合、东方红睿华沪

港深混合、东方红优享红利混合、东方红领先精选混合、东方红稳健精选混合、

东方红策略精选混合、东方红战略精选混合、东方红价值精选混合、东方红配置

精选混合、东方红收益增强、东方红汇阳、东方红汇利、东方红信用债、东方红

聚利、东方红稳添利纯债、东方红益鑫纯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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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