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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周五市场小幅收涨，成交额 1.15 万亿上亿，交易日减少余额 1400 亿。

行业过半数上涨，电子、化工、军工、农业等行业涨幅居前，商贸、纺

织、传媒等行业跌幅居前。盘中有芯片代工龙头突然大幅拉升，带动板

块以及指数一度有一定涨幅，但维持时间并不长久。全天大部分时间指

数表现较为平稳，各行业涨跌幅也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差距。PCB 和消

费电子有一定表现，但是板块的整体强度似乎并不高。周五这种走势反

映出市场当前已进入企稳筑底过程当中，但是继机器人有较大涨幅之后，

资金暂时还找不到明确一致的方向进而形成新的主线。成交量处于较低

水平，这可能反映了临近假期的影响。节前剩余不多的几个交易日，资

金可能偏于观望态度。

【市场回顾】

市场概况：1 月 17 日，市场全天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小幅上涨。盘面上，

热点较为杂乱，个股上涨和下跌家数基本相当。从板块来看，芯片股集

体走强，PCB 概念股再度大涨，宠物经济概念股表现活跃。下跌方面，

小红书概念股展开调整。板块方面，半导体、PCB、磷化工、电子烟等板

块涨幅居前，小红书概念、零售、文化传媒、免税等板块跌幅居前。截

至收盘，沪指涨 0.18%，深成指涨 0.6%，创业板指涨 0.78%。



【资金面】

主力资金流向：1 月 17 日，上证净流入 117.43 亿元，深证净流入 125.52

亿元。行业板块方面，主力资金流入前三的板块为半导体、元件、专用

设备，主力资金流出排名前三的板块为国有大型银行、一般零售、贸易。

【消息面】

1.国家统计局：2024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34.91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

5.0% 其中四季度增长 5.4%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4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34908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0%。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增加值 914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492087 亿

元，增长 5.3%；第三产业增加值 765583 亿元，增长 5.0%。分季度看，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

四季度增长 5.4%。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6%。

点评：2024 全年经济增速符合预期，同时四季度增速高于其它三季度，

表明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措施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考虑到政策的持

续性，2025 一季度经济增速值得期待。

2.2024 年全国出生人口 954 万人 较 2023 年增长 52 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 17 日公布的数据，2024 年全年出生人口 954 万人，人

口出生率为6.77‰。而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

据此计算，2024 年全年出生人口较 2023 年增长了 52 万人。

点评：虽然 2024 年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但总数相比之前高峰时期仍有



较大差距，因此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并未出现根本性转变。

3.国家统计局：2024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280 亿元 比上年下降

10.6%

据国家统计局，2024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280 亿元，比上年下

降 10.6%；其中，住宅投资 76040 亿元，下降 10.5%。

点评：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时期，但政策调节效果逐渐显现。长

期来看，未来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结构性分化，中小型房企将面临更大

经营压力。

【行业动态】

1.IDC：预计到 2027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 IT 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近 171

90 亿元

1 月 17 日，IDC 发文称，中国制造在行业内卷的压力下，产业升级与

出海已成为大部分制造企业的必然选择。未来，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市

场预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IDC 预测，到 2027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 IT

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 17189.9 亿元人民币，2022–2027 年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 16.5%。虽然这一增速和总量表现亮眼，但与中国制造在全球

制造业中的份额相比仍有差距，表明制造业数字化的市场潜力正在持

续释放。

2.国际能源署：全球核电发电量将在 2025 年达新高

国际能源署 16 日发布报告称，随着投资增加、新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

核能发展将加速，全球近 420 座核反应堆的发电量有望在 2025 年达到



新高。全球正在建设的核电新装机容量超过 70 吉瓦，为过去 30 年来

的最高水平之一，全球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计划扩大核能在其能源系

统中的作用。全球在建核电项目中，中国占大多数。目前核电占全球

发电量的近 10%，是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低排放电力来源。核技术的创

新有助于推动新项目的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一种规模较小的反

应堆，建造速度更快，降低成本的空间更大。引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在适当的支持下，到 2040 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的装机容量可能达到 80 吉瓦，占全球核电总容量的 10%。

3.国家医保局：DRG/DIP 付费基本实现统筹地区全覆盖

17 日国家医保局召开医保部门“保障人民健康赋能经济发展”主题新

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 年以来先后启动了住院

费用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目前 DRG/DIP 付费基本实现

统筹地区全覆盖，改革地区医疗机构行为更加规范，医疗服务效率提

高，时间和费用消耗指数下降、平均住院日缩短，节省了患者就医费

用和时间成本，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增强，医保基金总体保持平稳安

全态势，有效保障医保基金群众“救命钱”。

【基金动态】

1.募满 240 亿 首批 8 只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全部结募

随着广发、天弘等基金公司公告旗下基准做市信用债提前结募，首批 8

只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全部结募，其中多数产品为提前结募。8 只基准

做市信用债 ETF 在去年最后一天获批，今年 1 月 7 日集体发售，每家

募集上限为 30 亿，合计募集金额为 240 亿。其中，广发、大成、博时、



天弘等 4 家公司获批跟踪“深证基准做市信用债指数”的债券 ETF；南

方、华夏、易方达、海富通等 4 家基金公司获批跟踪“上证基准做市

公司债指数”的债券 ETF。

2. 又一例主动降费 百亿公司债 ETF 宣布“0.15%+0.05%”双低费率模

式

平安基金发布公告，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平安中债-中高等

级公司债利差因子 ETF 即日起调降产品费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分别下

调至 0.15%、0.05%。该公司债 ETF 是全市场首只中高等级信用债 ETF，

最新规模达到 110 亿。在业内看来，基金公司选择主动降费也是符合

当前费率下调的大趋势，就在不久前，首批 8 只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发行，均采用了“0.15%+0.05%”的双低费率模式。

【买方观点】

银华基金杨宇：2025 年红利仍然是重要方向

红利资产此前性价比极高，目前可能处在近几年的高位。2025 年红利

仍然是重要方向，考虑到低利率环境，权益资产中生息能力较高的资

产相对吸引力更大。但红利资产的波动会增加，部分红利相关行业需

防范业绩持续性风险，部分因股价过度回调带来的分红率提高，需要

仔细甄别。投资时需要红利策略搭配其他策略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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