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拨云见日终有时，关注中盘成长股 

 

内容提要 

H1 行情回顾：上半年 A 股宽幅震荡，年初核心资产抱团拉升指数——南

下资金分流、央行回收流动性，沪指快速回调——春节前后流动性压力缓解，

核心资产开启主升浪，沪指创出五年来新高——美债收益率飙升，全球市场共

振下跌，核心资产快速杀估值——临近年报和一季报窗口，在业绩支撑下市场

开始了漫长的反复筑底过程，市场风格发生切换，中小盘股反弹，核心资产则

表现疲软——美元走弱带动人民币快速升值，外资大幅加仓核心资产——6 月

人民币升值速度趋缓，A 股市场再次承压回落。 

宏观基本面：经济增长动能边际趋缓。当前经济的核心驱动在于外需，

制造业投资和消费是复苏的重要支撑，但修复速度可能不及预期。货币信用环

境逐渐向疫情前水平回归。经济增长放缓带动需求弱化，中长端市场利率持续

下行，短端市场利率整体维持在政策利率中枢附近波动。 

盈利驱动能否持续：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估值水平变化不大。

直至盈利见顶后，估值大幅下杀。通常牛市上半场由流动性驱动，下半场转为

业绩支撑。供需缺口使得利润率有望继续上行，从而带动 ROE 维持在高位。 

H2 行情展望：Q3 在信用收紧的背景下股指有所承压，Q4 则有望重拾升势，

整体依然处于震荡格局。看好中盘+成长风格，关注高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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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票和股指期货市场回顾 

 

1.1 股票市场回顾 

上半年 A 股宽幅震荡，年初核心资产抱团拉升指数，沪指一度冲高至 3624.24 点，

随后因南下资金分流、央行回收流动性，沪指快速回调跌破 3500 点。春节前后流动性

压力缓解，核心资产开启主升浪，沪指创出五年来新高 3731.69 点。随后美债收益率飙

升，全球市场共振下跌，核心资产快速杀估值，沪指最低回落至 3328.31 点，短短 12

个交易日下跌近 400 个点。临近年报和一季报窗口，在业绩支撑下市场开始了漫长的反

复筑底过程，市场风格发生切换，中小盘股反弹，核心资产则表现疲软。5 月中旬起，

美元走弱带动人民币快速升值，外资大幅加仓核心资产，沪指最高触及 3629.29 点。进

入 6 月，人民币升值速度趋缓叠加外部市场调整，A 股市场再次承压回落。主要指数方

面，创业板强势领涨，截至 6 月 18 日，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收涨 1.50%、

0.78%和 9.20%，中证 500 涨 4.56%，沪深 300 和上证 50 分别下跌 2.09%和 5.11%。市场

风格方面，周期风格大放异彩，以 9.25%的涨幅领跑，成长和消费风格分别涨 3.41%和

0.99%，金融风格则大跌 4.94%拖累市场。市值风格方面，小盘指数和中盘指数分别上涨

3.53%和 1.54%，大盘风格则下跌 1.03%。行业方面，顺周期表现优异，钢铁、采掘和化

工分别大涨 18.85%、17.97%和 14.65%，综合板块和电气设备分别涨 15.35%和 10.17%，

非银金融、家用电器、国防军工、农林牧渔和房地产板块表现低迷，跌幅分别达到

15.54%、15.36%、12.72%、10.65%和 6.99%。 

 

图 1：H1 市场宽幅震荡（%）  图 2：H1创业板领涨（%）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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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两市成交额触底回升  图 4：H1主力资金流出规模（亿）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5：2021年市场表现回顾（%）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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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H1 周期风格蔓延，小盘股表现亮眼

（%） 

 图 7：H1钢铁、采掘和综合板块领涨，非银

金融、家用电器和国防军工板块领跌（%）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个股方面，上半年个股涨跌各半，明显弱于偏股型基金表现。其中，46.34%的个股

上涨，其中涨幅低于 10%的个股占 17.58%，跌幅小于 10%的个股占 25.28%；仅有 25.42%

的偏股型基金出现亏损，60.41%的基金收益率低于 10%。 

 

图 8：H1偏股型基金表现明显强于个股（%）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估值方面，万得全 A 估值有所回落，截至 6 月 18 日万得全 A 市盈率为 20.31 倍，

较去年年末下降 3.03。沪深 300、上证 50 和中证 500 当前市盈率分别为 14.49、12.40

和 21.51 倍，分别较去年年末下滑 1.61、1.82 和 6.71。500/50 比价自春节后开始修复，

从最低点 1.63 回升至 1.93，仍低于历史均值 2.02 倍，高于历史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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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00/50比值触底回升（%）  图 10：沪深 300 估值处于近年高位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11：上证 50估值处于近年高位  图 12：中证 500估值处于近年低位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1.2 期货市场回顾 

上半年三大期指主力合约走势分化，截至 6 月 18 日，IC 累计上涨 4.19%，IF 和 IH

分别下跌 3.14%和 6.13%。期货市场整体成交量下降，期末持仓量上升。股指期货日均

成交 29.56 万手，较去年下降 9.01%，期末合计持仓 53.84 万手，较去年年末增加

5.56%。截至 4 月 30 日，IF、IH 和 IC 主力合约分别贴水现货 39.67、31.19 和 43.56，

IC/IH 主力合约比值为 1.93，较去年年末上升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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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股指期货日均成交量下滑  图 14：股指期货持仓量上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15：IF 基差  图 16：IH基差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17：IC 基差  图 18：IC/IH比价回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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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截至 6.18 股指期货收盘情况 

 
合约收盘价 指数收盘价 升贴水 升贴水率 

IF主力 5,062.8 5,102.47 -39.67  -0.78% 

IH主力 3,423.4 3,454.59 -31.19  -0.91% 

IC主力 6,614.2 6,657.76 -43.56  -0.66%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1.3 股市资金面 

北向资金加速进场，交易活跃度上升。截至 6 月 18 日，2021 上半年北向资金合计

流入规模达到 2098.79 亿，远超 2020 下半年的 907.81 亿元。北向资金交易额占 A 股成

交额比重从 2020 下半年的 11.20%升至 12.41%。 

 

图 19：北向资金活跃度上升  图 20：H1北向资金加速流入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一月新发基金规模创出天量，但随后快速下降，偏股型基金股票仓位同样先升后降。

继一月新发基金规模创出历史记录 4500.20 亿份后，二月发行速度忽然趋缓，一方面因

长假因素交易天数减少，另一方面市场大幅回撤，基金重仓股大跌导致基金赚钱效应下

滑，爆款基金认购力度急剧下降。截至 6 月 18 日，2021 上半年基金新发 12357.80 亿份，

低于 2020 下半年的 12921.57 亿份。偏股型基金仓位先升后降，2021 上半年普通股票型、

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股票平均仓位分别为 88.08%、83.68%和 59.23%，与 2020

下半年的平均仓位 87.92%、83.28%和 60.60%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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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单月新发基金规模冲高回落  图 22：偏股型基金平均仓位先升后降（%）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上半年两融规模持续上行，交易活跃度下降。截至 6 月 18 日，两融余额增至

17435.24 亿，较 2020 年末增加 7.69%。两融交易额占市场成交总体比例为 9.44%，较

2020 年末的 9.88%有所下降，宽幅震荡的市场使得场内资金加杠杆交易的意愿下降。 

 

图 23：两融规模持续上行  图 24：四月两融活跃度下降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二、宏观基本面 

 

经济增长动能边际趋缓。当前经济的核心驱动在于外需，制造业投资和消费是复苏

的重要支撑，但修复速度可能不及预期。 

 

进出口有望保持强势。以美元计价，5 月出口同比增长 27.9%，进口同比增加

51.1%。出口的强势主要源于海外供给的恢复速度仍然大幅落后于需求，而进口的高位

增长与国内消费需求复苏以及国际大宗商品处于高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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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进出口仍然强势（%）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投资端缓慢抬升，1-5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4%，两年复合增速为 4.2%。

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20.4%，两年平均增速由下降 0.4%转为增长 0.6%，是三

大类投资边际回升幅度最高的部门，但增速低于 2019 年水平较多，恢复依然偏慢。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10.4%，两年平均增速为 3.3%，与上月持平，修复速度持

续偏慢。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18.3%，两年平均增长 8.6%，两年平均增速较上月提

高 0.2 个百分点，边际略有改善，但在严格调控之下，后续增速放缓概率高。 

 

图 26：PMI回落  图 2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消费恢复偏慢。1-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7%，两年平均增长 4.3%，

仍处在常态化修复途中。从边际变化看，5 月社零两年平均增速为 4.5%，较 4 月份小幅

加快 0.2 个百分点，表明消费仍在缓慢修复、但改善幅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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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消费增速回落（%）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货币信用环境逐渐向疫情前水平回归。受政府和企业债券发行下滑，银行表外融资

继续收缩影响，5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92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1.27 万亿元，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1%。非银存款大幅增加，5 月 M2 同比增长 8.3%，较上月回升

0.02%。3 月上中旬以来，经济增长放缓带动需求弱化，中长端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短

端市场利率整体维持在政策利率中枢附近波动。 

 

图 31：社融继续回落，M2略回升（%）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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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  图 30：短期利率上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预计信用收紧持续到三季度。从 2000 年以来 6 次信用收紧的周期看，社融增速平

均下行时间超 12 个月，本轮信用收紧自 2020 年 9 月起，社融增速下行时间仅 9 个月，

从时间角度不够。当前货币政策以金融稳定为首要目标，采取稳健中性的政策基调，主

要体现为信用收缩。但预计随着 Q4 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货币政策有望偏宽松。 

 

 

三、今年的主线：盈利驱动 
 

3.1 盈利驱动是上半年的主线 

 

上半年通胀预期叠加供需错配，刺激原材料价格持续上行。去年疫情后美国展开大

规模财政刺激，货币政策无限宽松，全球风险资产大涨。而今年上半年，随着全球疫苗

接种的推进和复工复产进程加快，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而大规模放水造成的通胀则对经

济产生了显著影响。原材料价格是在通胀预期的作用下持续走高，企业加快补库存导致

原材料价格进一步走高。 

 

上半年 A 股市场更关注业绩驱动。受海外美债收益率攀升，全球通胀预期上行等事

件影响，对利率敏感的核心资产大幅波动，市场风格转换为更注重低估值的板块。另在

大宗商品持续走高的背景下，顺周期板块业绩大幅扭转，低估值叠加业绩高增速最终形

成了上半年业绩驱动传统资源类企业股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2021 年 Q1，A 股市场的盈利水平继续修复。全部 A 股 2021Q1 营收增长 30.61%，归

母净利润增长 53.29%。营收增速方面，全部 A 股 2021Q1 营收同比增长 30.61%，2020Q4

同比增长 7.91%，连续两个季度提升，2020 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2.48%；归母净利润增速

方面，全部 A 股 2021Q1 净利润同比增长 53.29%，低于 2020Q4 的增速 58.90%，2020 全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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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021Q1 全 A累计营收同比大幅回升

（%） 

 图 33：2021Q1全 A累计归母净利润增速大

幅提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34：2021Q1 全 A单季营收同比大幅回升

（%） 

 图 35：2021Q1全 A单季归母净利润增速大

幅提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为剔除 2020 年 Q1 疫情引发的低基数效应，将 2020Q1 以及 2019Q1 作为基准的数据

进行对比。计算发现，全部 A 股以 2020Q1 和 2019Q1 为基准的营收增速分别为 30.61%和

18.91%，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53.29%和 16.41%；全部 A 股（剔除金融）以 2020Q1 和

2019Q1 为基准的营收增速分别为 38.45%和 21.13%，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166.06%和

26.83%；全部 A 股（剔除金融、石油石化）以 2020Q1 和 2019Q1 为基准的营收增速分别

为 43.28%和 26.89%，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 115.00%和 24.75%。全部 A 股的营业收入

不仅环比大幅改善，且相对于疫情同期有明显提升；由于金融机构受到让利的影响，

非金融公司盈利相较于金融机构修复程度更高，全部 A 股（剔除金融）的归母净利润

增速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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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2021Q1 全 A单季营收较疫情前改善

（%） 

 图 37：2021Q1全 A单季归母净利润较疫情前

提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营收环比均明显改善，创业板维持高景气，归母净利润增速

较疫情前明显提升。主板、创业板和科创板以 2020Q1 为基准的营收增速分别为 29.85%、

47.19%和 71.29%，分别高于以 2019Q1 为基准的营收增速 18.29%、30.83%和 55.45%，且

高于 2020Q4 的营收增速 7.71%、9.36%和 29.73%；主板以 2020Q1 为基准的净利润增速

50.90%低于 2020Q4 的净利润增速 53.88%，未能延续边际改善，科创板以 2020Q1 为基准

的净利润增速 213.36%低于以 2019Q1 为基准的 273.92%，反映利润未受到疫情影响，创

业板以 2019Q1 为基准的净利润增速 57.51%高于 2020Q4 的净利润增速 36.42%，利润延

续边际改善的同时，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准。 

 

图 38：创业板单季营收较疫情前明显改善

（%） 

 图 39：创业板单季归母净利润较疫情前明显

改善（%）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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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别用上证 50、沪深 300、中证 500、中证 1000 和国证 2000 代表大盘股、二

线蓝筹股、中盘股、中小盘股以及小盘股。 

中小盘股的业绩弹性强于大盘股，中证 500、中证 1000 以及国证 2000 的业绩修复

力度明显强于上证 50 和沪深 300。尽管小盘股为代表的国证 2000 以 2020Q1 为基准的净

利润增速 193.75%高于中证 500 为代表的中盘股 96.47%，但剔除疫情影响，前者以

2019Q1 为基准的净利润增速 22.60%低于后者的 26.32%，综合看中盘股的景气度更优。 

 

图 40：小盘股单季营收较疫情前明显改善

（%） 

 图 41：小盘股单季归母净利润较疫情前明显

改善（%）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低基数效应助周期风格业绩爆发，消费风格盈利边际改善。2021Q1 周期风格归母

净利润同比大增 1124.97%，明显高出成长风格（142.77%）、消费风格（54.77%）和金融

风格（6.82%）。但周期风格暴增的业绩更多的低基数效应所致，周期风格以 2019Q1 为

基准的净利润增速仅为 27.37%，低于 2020Q4 的净利润增速 136.84%。成长风格同样受

到低基数效应影响。金融风格则表现不佳，2021Q1 金融风格的净利润增速 6.82%低于

2020Q4 的 27.88%。消费风格业绩边际改善，剔除疫情影响后，以 2019Q1 为基准的净利

润增速 24.68%仍然高于 2020Q4 的净利润增速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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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周期风格单季营收较疫情前明显改善

（%） 

 图 43：周期风格单季归母净利润较疫情前明

显改善（%）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3.2 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估值水平变化不大 

 

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估值水平变化不大。直至盈利见顶后，估值大

幅下杀。2009 年 9 月-2010 年 3 月，万得全 A 市盈率从 31.43 倍小幅降至 30.25 倍，

2010 年 6 月企业盈利见顶大幅回落后，估值水平随之大跌；2012 年 9 月-2013 年 12 月，

万得全 A 市盈率窄幅波动，从 12.71 倍小幅降至 12.41 倍，随后企业盈利阶段性见顶后，

市盈率小幅回落；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万得全 A 市盈率从 20.45 倍略升至 20.65

倍，2018 年贸易战开始后企业盈利和估值共振回落。结合历史经验，我们认为，这波企

业盈利回升+信用边际收紧背景下，由基本面驱动的行情总体估值水平波动不大，市场

出现大跌风险的概率不高。 

 

图 44：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估值水平变化不大 

 
资料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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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抱团风格可能发生切换。（1）2009 年 9 月-

2010 年 3 月，机构抱团大金融和房地产板块，大幅跑赢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2010 年

房地产政策收紧，国务院出台“国十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史上最严厉的宏观调控。金

融板块业绩增速优势不再，M2 同比快速回落，金融+地产抱团终于瓦解；（2）2012 年 9

月-2013 年 12 月，股步入熊市阶段，业绩快速增长的消费股成为机构追捧的新对象。

2012 年 11 月，白酒的“塑化剂事件”爆发。2012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八项

规定”。三公消费受到抑制，对白酒行业的需求形成负面冲击。2012 年四季度成为食品

饮料为代表的消费板块的业绩拐点；（3）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消费卷土重来，上

证 50 牛市开启。 

 

图 45：2009Q3-2010Q1 机构持仓比例（%）  图 46：大金融和房地产领涨（%）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47：2012Q3-2013Q4 食品饮料持仓提升（%）  图 48：食品饮料业绩提升（%）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大跌风险不高，整体估值水平波动不大，抱团方

向发生切换的原因在于行业景气度发生转变。业绩增速更快的板块出现，导致机构投资

者重仓转移。对比公募基金 2020 年 Q3 和 Q4 的重仓股情况，前 300 家持股比例超 90%，

持股行业集中度较 Q3 进一步提升，食品饮料超越医药生物成为第一重仓行业，Q4 消费

风格席卷，食品饮料板块领涨。但进入 2021 年后，尤其是春节后，抱团的消费风格大

跌，而顺周期和成长风格接棒上涨，反映机构的持仓逐步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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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009Q3-2010Q1 房地产和大金融取代采掘

业（%） 

 图 50：2012Q3-2013Q4食品饮料取代房地产和大

金融（%）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51：2020Q3 公募基金重仓股占比（%）  图 52：2020Q3公募基金重仓板块（%）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53：2020Q4 公募基金重仓股占比（%）  图 54：2020Q4公募基金重仓板块（%）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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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021Q1 主动偏股型基金主要加仓银行、传

媒和化工（%） 

 图 56：2021Q1公募基金持股集中度下降（%）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表二：2021Q1 偏股型基金据市场风格调仓情况（%） 

一级行业 
2021Q1

仓位 

2020Q4

仓位 
调仓 一级行业 

2021Q1

仓位 

2020Q4

仓位 
调仓 

科技风格 周期、制造风格 

传媒 6.11  4.84  1.27  化工 5.38  4.69  0.69  

通信 0.88  0.59  0.29  轻工制造 1.49  1.11  0.38  

电子 11.68  11.97  -0.28  建筑材料 1.25  0.94  0.31  

计算机 3.01  3.70  -0.68  采掘 0.43  0.19  0.24  

消费风格 钢铁 0.28  0.17  0.12  

休闲服务 4.61  4.05  0.56  建筑装饰 0.30  0.24  0.06  

医药生物 13.82  13.42  0.40  国防军工 1.45  1.63  -0.19  

纺织服装 0.73  0.56  0.17  机械设备 3.16  3.40  -0.24  

农林牧渔 1.36  1.21  0.15  交通运输 1.47  1.86  -0.39  

商业贸易 0.05  0.12  -0.07  有色金属 2.38  2.82  -0.44  

汽车 1.86  2.53  -0.67  电气设备 6.73  8.53  -1.80  

家用电器 3.31  4.05  -0.74  金融风格 

食品饮料 17.09  18.04  -0.95  银行 4.98  3.00  1.99  

        房地产 2.09  1.98  0.11  

        非银金融 2.95  3.69  -0.75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3.3 下半年盈利能否持续？ 

 

通常牛市上半场由流动性驱动，下半场转为业绩支撑。牛市上半场流动性充裕，

2005 年 5 月-2007 年 10 月，M2 增速从 14.60%升至 18.47%，上证指数在此期间大涨

461.38%；2008 年 10 月-2009 年 7 月，M2 增速从 15.02%升至 28.42%，上证指数大幅反

弹 97.37%；2014 年 1 月-2015 年 5 月，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高点 2.86%下滑至 1.94%，

期间上证指数上涨 1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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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2021Q1 主动偏股型基金主要加仓银行、传

媒和化工（%） 

 图 58：2021Q1公募基金持股集中度下降（%）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但指数的高点与流动性拐点并不同步，我们发现指数高点与企业盈利拐点相关性更

高。2010 年 3 月，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见顶，直至 2012 年 9 月见底，期间上证指数跌

幅达到 32.90%；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从 8.62%降至-4.62%，

上证指数大跌 31.51%；2017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单季归母净利润同比从 33.12%降至

-5.88%，上证指数下跌 21.89%。 

 

图 59：盈利见顶时，A 股剧烈调整 

 
资料来源： Wind 

 

既然信用收紧仍将持续，那么下半年 A 股盈利能否展现出韧性则成为了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下半年 A 股市场总体的盈利情况不会太差。 

 

Q1 全部 A 股盈利能力持续修复，销售净利率是 ROE 回升的主要原因。2021Q1 全 A

的 ROE（TTM）为 9.18%，较 2020Q4 环比上升 0.41%，连续三个季度上升。2021Q1 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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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净利率（TTM）为 8.52%，较 2020Q4 环比上升 0.41%，连续三个季度改善。资产周

转率（TTM）0.18 次环比略下降，权益乘数 6.11 倍环比略上升。 

 

图 60：2021Q1 全 A盈利能力修复（%） 
 图 61：2021Q1销售净利率是 ROE修复的主

要原因（%）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图 62：2021Q1 全 A资产周转率变化不大

（%） 

 图 63：2021Q1全 A权益乘数小幅上升（%）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优财研究院 

 

我们判断销售净利率有望继续上行，从而带动 ROE 维持在高位。从外需角度看，全

球疫情恢复不均衡使得供需缺口仍然存在，尽管 5 月出口增速略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

从供给角度看，产能利用率处于高位导致供需缺口难以修正，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存在

一年以上的滞后期，上游资源和中游制造业短期之内难以实现新增产能的投产。结合 A

股历史上完整的盈利复苏周期，平均持续时间约为 6 个季度，本轮 ROE 自 2020Q3 开始

恢复，仅复苏三个季度，且 9.18%的 ROE 水平距离平均水平仍有一定距离。无论从供需

角度，还是从时间和空间出发，我们认为下半年 A 股市场的总体盈利仍有韧劲，这将对

估值形成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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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市展望 
 

从整体看，信用端恢复常态化是大势所趋，经济增长动能减缓背景下，受利润率依

托，企业盈利仍有望展现韧性。盈利上升、信用收紧期间，市场估值水平变化不大。直

至盈利见顶后，估值才大幅下杀。Q3 在信用收紧的背景下股指有所承压，Q4 则有望重

拾升势，整体依然处于震荡格局。 

 

图 64：A股风险溢价小幅回升 

 
资料来源： Wind 

 

从风格角度看，上半年春节后 A 股市场完成了风格转换，中证 500 为首的中盘股表

现明显优于沪深 300 和上证 50 为首的大盘股，市场整体的估值水平有所下沉，500/50

比例回升，极端的二八分化得到了修正。随着经济逐渐步入正轨，大盘股在基本面上无

法继续取得相对优势，我们认为下半年中盘+成长的表现有望占优。 

 

中盘股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有望在震荡格局下获得超额收益。“十四五规划”提

出，以科技创新突破核心技术是当前国家重大战略，科技赋能制造业是未来发展趋势。

综合基本面、政策面和资金面，我们认为高端制造业有望突出重围。基本面上，Q1 电子、

传媒、计算机和通信 ROE 均上行，其中电子行业呈现高景气度。2021Q1 电子行业 ROE 为

8.97%，环比上升 1.25%，其中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分别提升 0.72%和 0.04，资产周转

率下降 0.06 次。传媒和通信得益于销售毛利率的改善，ROE 从底部反转，较 2020Q4 分

别提升 0.88%和 0.48%。计算机毛利率下滑，但费用率下降更多，促使 ROE 提升 0.50%。

资金面上，一季度公募基金小幅增仓科技板块，传媒（1.27%）和通信板块（0.29%）增

仓，电子（-0.28%）和计算机减仓（-0.68%），公募基金持有电子板块仓位达到 11.68%，

仍然是第三大重仓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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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Q1各行业盈利能力程度（%） 

 
资料来源： Wind，优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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