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勝利早報
 2023.01.26    

Wish you a prosperous year of the rabbit. 

勝利即日觀點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漲跌不一，僅道指收漲，其中，金融、

航空股強，互聯網科技股弱。A 股滬深兩市將於下週一重

啟股市，昨日港股因春節假期休市。美國科技巨頭公司微

軟、穀歌等業績低於預期，加劇市場對美聯儲加息導致的

經濟衰退與企業業績下滑的憂慮，令美股低開。其後被譽

為發達國家最鷹派的加拿大央行宣佈加息 25 個基點後，

明確表示暫停加息，成為首個暫停加息的 G7 央行。這反

映了通脹回落與利率上升放緩，因此美聯儲的加息步伐大

概率會繼續放緩，未來美聯儲官員關於鷹派言論對市場影

響明顯減弱，短期擾動帶來的調整機會，可以為中線投資

者帶來機會。需要謹慎的是歐美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可

能引發的俄烏衝突升級。 

國內方面，春節期間國內關於疫情的復甦數據明顯好於預

期，因此合理估計，解除了疫情因素，年後經濟有望加速

回升。國家繼續對經濟與市場進行維穩，判斷國內進入新

一輪“寬信用、寬貨幣”的宏觀週期，市場流動性充裕，

海外資金流入配置中國資產，人民幣兌美元預期升值，宏

觀面非常有利於中國風險資產價格表現。策略上，繼續關

注國內政策糾偏而受益的互聯網科技、文化娛樂、醫療醫

藥、金融服務等行業超跌反彈的機會，關注受益于大量信

貸投放與疫情防控放鬆的商品與服務消費行業等優質企

業，以及關注國家重點投資數字化產業、新能源等。 

短線機會 

中國電信 (728.HK) 

國內領先的電訊運營運營商之一 

推薦理由： 

國家推進數字化中國發展，利於公司物聯網

業務與雲計算業務增長；公司去年 12 月 5G

套餐用戶數達 2.6796 億戶，當月淨增 502 萬

戶，維持高增長水準；中國電信的 ROE 和分

紅有望受益於 ARPU 值的回暖而持續提升；高

息穩增長股持續受到資金關注。 

買入價: HKD 3.6，目標價：HKD 4.5 

止損價：HKD 3.2 

本公司所管理資金或撰寫此等概況人員於 2023 年

01 月 20 日未持有 728.HK。 



 

    

 

市場熱點板塊及個股:  

 

A 股市場 

1. 多家公募展望新的一年 A 股投資前景和趨勢。中銀基金王偉表示，對 2023 年 A 股有更多信心，看

好三大投資主線，一是擴內需，二是金融、地產及其產業鏈，三是科技成長。華泰柏瑞基金牛勇認

為，2023 或將是資本市場全面改善的一年，消費板塊大概率是貫徹全年的關注點，新能源板塊仍具

備顯著投資價值。海富通基金杜曉海表示，A 股有望反轉，港股或迎戰略性機遇。諾德基金總經理

助理郝旭東認為，2023年將是國內經濟及權益市場的轉折之年，A 股市場有較大概率形成盈利和估

值的向上共振。(萬得資訊) 

2. 兔年 A 股怎麼投？廣發基金吳遠怡認為，基本面的趨勢力量將為資產重新定價，消費和港股科技整

體估值已較為合理，龍頭成長股目前階段機會遠大於挑戰。平安基金張曉泉表示，2023 年 A股市場

有望迎來震盪修復的行情，可以沿著景氣持續和困境反轉兩條主線佈局，尤其是重視科技成長的結

構性行情。諾安基金楊琨表示，最看好消費行業的復蘇。國投瑞銀投資部總經理桑俊稱，看好 2023

年股票市場的投資機會，上半年可能會略偏向價值，下半年略偏向成長。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何曉

春認為，2023 年 A 股具備業績、估值同時提升的基礎，看好消費復蘇、高景氣成長板塊以及地產相

關產業鏈的修復機會。(萬得資訊) 

3. 截至 1 月 26日 7 時 7 分，2023 春節檔(1 月 21日至 1 月 27日)總票房(含預售)突破 50 億元大關。

同時，單日票房也連續 4 日突破 10億元，7 部春節檔電影的背後涉及到多家影視上市公司。目前

2023 年春節檔整體票房表現已超越去年同期，多家機構表示 2023 年電影市場復蘇在即，看好春節

檔的票房表現，預測春節檔的整體票房有望突破 90 億元。 (萬得資訊) 

 



 

 

 

H 股市場 

4. 小米集團公關部總經理王化回應“首款車型設計圖片曝光”稱，的確是二級供應商保密的設計檔洩

密；該供應商僅僅是為模具打樣的供應商，洩密的檔是非常早期的招標過程的設計稿，並非最終

檔。(萬得資訊) 

5. 克而瑞發佈報告提到，考慮到房企資金壓力尚未得到實質性改善，再加上購房需求透支，接下來

“保交付”將是多數企業的主要工作，多數城市主要圍繞“穩需求”發力。克而瑞稱，從歷年商品

房銷售規模來看，行業規模自 2016年以來持續放緩，特別是 2021 年下半年至今市場降溫明顯，

2022 年整體規模已回到了 2015 年，預計未來三至五年，全國商品房銷售規模將保持在 13 億平方米

左右，未來十年，整個住房增量需求將回落到 100 億平方米左右。(萬得資訊) 

6. 攜程資料顯示，兔年春節前 4 天，包括酒店、民宿、門票在內的旅遊多業態已反超 2019 年同期。

與去年春節同期相比，民宿預訂量同比增長超 2 倍，門票預訂量同比增長超五成。(萬得資訊) 

 

 

海外市場 

7. 加拿大央行加息 25 個基點至 4.5%，為連續第八次加息，利率創 2007年 10 月以來最高水準。該行

明確表示，預計接下來將按兵不動，以評估快速收緊政策帶來的影響。不過，加拿大央行同時警告

稱，如果經濟資料意外走強，則可能需要進一步加息。該行還上調 2022 級 2023年經濟增長預期，

同時下調通脹預期。(萬得資訊) 

8. 美東時間週二，摩根大通首席市場策略師、全球研究聯合主管瑪律科•柯拉諾維奇（Marko 

Kolanovic）表示，他對美股今年初的反彈走勢持悲觀態度，並已經在為接下來美股可能出現的大

幅回檔做準備。他表示：“（美股）基本面正在惡化。然而，市場行情卻一直在上漲。所以，衝突

必然在某個時間點發生。”柯拉諾維奇上周已經將摩根大通的美股敞口下調為減持，並建議以美國

國債和現金作為可行的避險資產。(萬得資訊) 

9. 美聯儲首選的通脹衡量指標可能會在去年 12 月降溫至一年多以來的最低水準，這可能會讓美聯儲

進一步放緩加息步伐，但不足以讓官員討論暫停加息。經濟學家預計，將於週五公佈的個人消費支

出價格指數(PCE)的同比增幅將為 5%，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PCE 將增長 4.4%，兩者都將是

2021 年底以來的最小漲幅。這些預測資料與美聯儲將在 2 月 1 日進一步放緩加息步伐至 25 個基點

的預測相一致。但通脹率仍然遠遠高於 2%的目標，而且勞動力市場仍然緊張，有可能會使通脹率保

持在高位。(萬得資訊) 

 



 

 

 

大行報告 

10. 對於 2023 年的投資市場，泰達宏利首席策略分析師、泰達宏利基金經理莊騰飛表示，2023 年，國

內經濟總需求會進入逐步復蘇的過程，主要有兩大推動力，第一是逐步走出疫情的影響，第二是製

造業投資新的週期啟動。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可能走出逐季度抬升的趨勢，而美

元加息過程告一段落，更可能會使得人民幣匯率全年走強。他認為，“考慮我們依然面臨的國內外

通脹壓力，國內長端利率大概率會在 2023 年啟動上行，這將對國內的大類資產配置和權益投資產

生巨大影響，我們應該重視在地產、金融和週期板塊的配置需求。”(格隆匯) 

11. 施羅德投資集團在籌公募業務的首席投資官安昀對 2023 年的市場作出展望。他表示，考慮到歷史

上每一輪經濟週期的大致調整時間，再結合當前各項比較積極的政策措施的出臺，估計較有希望在

2023 年上半年從資料上看到中國經濟復蘇。安昀和團隊看好能源轉型、製造升級和內需復蘇三大主

線。在他看來，不可低估全球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減排決心和力度，因此，對於新能源等相關設備

的需求未必會如市場預期那般劇烈下滑；製造升級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鍵之路，也符合目前

政策的導向；內需復蘇主要是指房地產產業鏈和消費服務業，在政策放寬的背景下，相關行業的右

側剛剛開啟。(格隆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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