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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市场震荡攀升，指数维持区间震荡，个股呈现高低估值切换态势，基建等低估值板块震

荡调整，光伏、锂电池等赛道现反弹，由此带动沪指回升一度触及 3500 点、创业板指一度

回升至 2900 点关口，两市整体呈现震荡修复态势。

图 1：上证指数、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大智慧

2 月 17 日，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启动“东数西算”工程，数据中心产业链条长、投资规模大，

带动效应强，根据发改委信息，每年能带动投资 4000 亿元，意味着其中孕育着较大的市场

机会，由此数据中心 IDC 板块走势良好，算力概念延续上扬。有色板块多品种例如铝、镍等

相继大幅拉升，带动有色板块顺势走强。

图 2 ：上证指数换手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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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慧资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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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以来，北向资金稳步入场，整体呈现均衡震荡模式，流出金额相较 1 月份下降，市场情

绪渐次修复。

图 3：近一月北向资金净买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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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2021 年的北向资金净流入创历史记录、公募基金发行创新高的喧嚣之后，2022 年 A 股

资金面逐渐回归平静，确实要给予资金面更高的关注度。展望 3 月，多机构表示：基本面

拐点有望被突出，盈利增速将会成为市场首要考量的目标，业绩叠加相关政策落地或是重

要的刺激因素，市场风格将转为均衡。

图 4：近两月市场涨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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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认为：综合目前市场资金的情况来看，后续 A 股有充沛的资金储备，保持对于“内资渐

强，外资渐弱”的判断，北上资金回流的阶段性冲击的确存在。而内资部分，首先，公募基

金仍是权重首位的机构资金，短期的情绪遇冷难改 A股的机构化进程；其次，震荡行情下的

结构性机会，促使 ETF 资金净流入，为 A 股注入增量资金。

图 5：A 股市场各类资金占比

数据来源：机构研究

图 6：权益资金金净自购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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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机构认为：2022 年 3 月期间 A 股市场面临外部扰动，但对国内经济影响程度和

持续时间相对有限。基于基本面角度布局，关注增速较高且估值合理的优质赛道，积极把握。

具体关注两条主线，一是攻守兼备的稳增长相关板块，二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新能源等

优势产业。

一、稳增长板块。

央行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3 中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加大跨

周期调节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注重充分发力、精准发力、靠

前发力，既不搞“大水漫灌”，又满足实体经济合理有效融资需求，着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实现总量稳、结构优的较好组合。

哪三个稳？一是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二是金融结构稳步优化，三是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这恰好是货政报告展望未来政策的三个着力方向。

机构认为：“宽财政”与“宽信用”配合下的总量逆周期政策已经发力，加速期将进一步显

现。针对房地产（“宽信用”）和基建（“宽财政”）的政策调控已经开始发力，预计后续

将进入加速期，政策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图 7：2022 年以来专项债发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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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基建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率提升

数据来源：机构研究

顺周期变量的政策调节也在进行中，主要聚焦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恢复，有助于带动就业和

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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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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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央、各部委规划以及政策研究机构报告，对市场关注度高、投资潜力、投资增速较快

的领域进行整合分析，主要包括新型交通设施、“双碳”领域，“数字经济”领域共三大部

分，各方面正围绕这些领域积极出台政策，储备和开工项目。

总体看，三大领域包括 15 个细分领域，预计 2022 年合计投资约 3.0 万亿元，相当于 2022

年基础设施投资的 14.7%，其中，新交通运输、“双碳”、数字经济领域分别投资约 0.83

万亿、0.84 万亿和 1.3 万亿元。（1）预计 2022 年投资规模较大的领域包括大数据中心（6000

亿元）、城市轨道交通（4800 亿元）、高铁（3100 亿元）、5G 基站（3000 亿元）、风电机

组（2800 亿元）、工业互联网（2600 亿元）、特高压（1920 亿元）等。（2）年均增速较

快的领域包括，新型储能（50%）、新能源充电桩（48%）、5G 基站（40%）、人工智能（38%）、

光伏设施（21%）、大数据中心（20%）、城市地下综合管廊（17%）等。

图 9：细分领域投资规模和实物存量增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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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优势产业。

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将推动各领域深刻变革和转型。“双碳”领域潜在投资规模巨大：

按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预测，2021—2050 年我国绿色低碳投资累计需求达 487 万

亿元（2018 年不变价）。在较狭义口径下，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估算同期绿色低碳投

资为 174 万亿元，其中能源、交通、建筑、工业领域的绿色投资占比分别为 79%、12%、5%、

4%。综合看，“双碳”领域未来还需数百万亿元融资需求。

图 10：光伏、风电新增装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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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超过 39GW，未来储能设施建设将进一步

升级。抽水蓄能。根据《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累计装机规模将从

2020 年底的约 31GW 提升到 2025 年的 62GW、2030 年的 120GW。

图 11：我国抽水蓄能产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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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本公司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包

含作者对投资标的涨跌或市场走势的确定性判断。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

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

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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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寻求专家的意见，包括税务意见。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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