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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4 日

【今日关注】

盘面回顾：沪深两市平开后低开低走，个股多数下跌。板块方面，能

源领域受到资金关注，煤炭、电力等行业涨幅居前，而半导体、电机、

文化传媒等前期热门行业跌幅较大，从行为来看，资金当前有一定的

避险倾向，原因可能与国外不确定因素有关，形态方面，中证全指上

涨力度相对上月较弱，但反弹趋势尚未受到彻底破坏，结合去年末的

走势，当前中证全指点位相对反弹起点已有明显涨幅，且处于前期横

盘震荡区间内，因此短期存在较为明显的博弈现象。

板块机会：能源、交通、银行等具备防御性质的板块有望持续受到资

金关注。科技领域虽然近期面临调整压力，但宏观利好不断且未来预

期较高，可以持续关注。尤其可关注新能源车、算力等方向的投资机

会。此外，消费市场同样存在利好预期，建议重点关注与科技存在交

叉的领域。

后市策略：短期建议关注资金避险需求带动的板块机会，同时可挖掘

科技方向调整后的买入时点。长期来看，围绕固态电池、算力等科技

领域的相关产业链依然是资金较为关注的热点，投资者可借助短期市

场博弈寻找更为合理的投资机会。

【市场回顾】



市场概况：3 月 13 日，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领跌。截至收盘，

沪指跌 0.39%，深成指跌 0.99%，创业板指跌 1.15%。

【资金面】

主力资金流向：3 月 13 日，上证净流出 94.63 亿元，深证净流出 138.87

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主力资金流入前三的板块为煤炭开采、电力、电

网设备，主力资金流出排名前三的板块为半导体、通用设备、自动化设

备。

【消息面】

1.15 部门：到 2030 年 中小企业合规服务工作体系基本形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5 部门办公厅（秘书局、办公室、综合司）发布关

于促进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加强合规管理的指导意见，到 2030 年，

中小企业合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合规服务工作体系基本

形成，企业基本具备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合规管理意识和能力，依

法合规经营水平显著提升，合规成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

2.商务部数据显示，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已经连续 36 个月高于城镇

商务部数据显示，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已经连续 36 个月高于城镇。

特别是，国家推出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也给县城以及乡镇消费者带

来政策红利，拉动了消费。此外，随着今年“国补”政策首次将手机、

平板、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纳入购新补贴范围。三四线城市以及乡镇



县域市场也被“国补”激活。在县域消费市场，1000-2000 元价格段

“国补”手机，尤其是大屏、大容量、大续航的手机更受消费者欢迎，

同时，智能手表、手环，1000-1500 元价位段的产品较为畅销。

3.美国 2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2.8%

《华尔街日报》3 月 12 日报道，美国劳工部表示，2 月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 2.8%，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核心消费者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 3.1%。

【行业动态】

1. 机构：欧美车用固态电池验证加速 预计最快 2026 年逐步实现量产

根据 TrendForce 集邦咨询最新研究，固态电池为具备商业化潜力的下

一代电池技术，欧美等全球厂商正致力于开发大规模生产技术，加速

车用固态电池性能验证。目前 Factorial Energy、QuantumScape 和 SES

AI 等新兴企业开发半固态、准固态电池已进入样品交付和中试样品验

证阶段，预估最快于 2026 年左右将逐步量产第一代产品。

2. 教育部征集实施人工智能应用领域校企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教育部日前部署各地各高校面向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征集一批“人

工智能应用”领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推动高校加快适应人工智

能发展对人才需求、就业服务等提出的新要求，帮助用人单位培养和

招聘更多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工智能应用人才，更好促进校企

人才供需对接。

3. 机构：预计 2028 年全球超一半的汽车将配备嵌入式 5G 连接功能



根据 Counterpoint 最新发布的报告，2024 年全球联网汽车销量同比增

长 8%，其中 75%的乘用车配备了嵌入式蜂窝连接功能，较 2023 年的 71%

有所提升。比亚迪以 34%的同比增长率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车企，而印

度则以 25%的增速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该机构预计到 2028 年，全球

超过一半的汽车将配备嵌入式 5G 连接功能。

【基金动态】

1.今年已有超 70 只基金提前结募 次新基金积极建仓

今年以来，权益市场回暖推动资金流入 A 股市场。从公募基金发行市

场来看，截至 3 月 12 日，今年提前结束募集的基金已超 70 只，其中

权益类基金 37 只，占据半壁江山。与此同时，不少今年以来成立的次

新基金已在积极建仓。展望后市，机构对未来中长期的权益投资机会

保持乐观。

2.年内基金分红已超四百亿元 最“壕”红包来自 ETF

截至 3月 12 日，基金公司今年以来派发的“红包”金额已超 400 亿元。

2025 年开年不久，便有基金公司发放大额分红。其中，基金产品分红

总金额最高的达到 26.8 亿元，分红比例最高有 20%。此外，分红的基

金当中，债券型基金占比达 78%，而权益类被动指数型基金的分红规模

也不容小觑。

【买方观点】

贝莱德基金邹江渝：进入 2025 年，中国股票市场热度明显回升，先进

制造板块分化趋势凸显，机器人、国产算力、互联网及汽车等板块表



现突出，而全球算力、新能源等领域则面临阶段性调整。在当前环境

下，贝莱德将围绕人工智能等核心趋势，持续挖掘相关投资机会。

邹江渝指出，未来重点关注以下几大方向。一是 AI 在具身智能、消费

电子、智能驾驶等领域的应用，随着 AI 算力突破，将加速产业融合落

地；二是为 AI 应用赋能的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半导体硬件、云计算等

环节，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爆发；三是国产高端装备、芯片制造等自主

可控领域，政策推动和本土供应链完善将带来持续机遇。

（今日关注撰写者：财达证券郝若飞，注册投顾执业编号：S040062009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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