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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流动性稳增长
多项金融稳增长政策涉及稳定楼市发展的措施，房地产调控边际宽松趋势持续加大，这对于改善

楼市低迷现状，促进销售恢复有积极作用。而连续金融政策利好也有助于稳定宏观预期，缓解市场低

效困境，提振经济发展动力。鉴于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步明晰，适度增加金融政策的提前量也有助于抑

制多项风险因素叠加带来的负面效应。

4 月 15 日，央行宣布于 4 月 25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

5300 亿元。

4 月 18 日，央行、外汇局出台 23 条举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包括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群等的金融支持；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贷款投放、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

支持地方政府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依法合规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合

理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最低贷款利率要求，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企业

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引导平台企业依法合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最大化惠

企利民等方面。

第二季度稳增长政策从全面铺开转向集中发力，市场多项悲观预期先于基本面提前见底，A 股市场
现阶段保持震荡筑底。 

文  |  郑罡

政策发力扭转负面预期
A股阶段或现低位支撑	

政策评述

过去的四个月，国内经济不仅要面临疫情传播新情况所导致社会需求下滑问题，也要承受俄乌冲

突引发的上游资源价格上涨问题，此外，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中概股问题、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等

情况集中暴露，致使投资者预期转弱，A股行情持续低迷，沪指一度击穿 3000 点整数关口。不过，在

市场调整的过程中，稳增长、稳地产、稳股市、稳平台经济的利多政策不断推出，A股阶段恐慌压力被

有效抑制。预计第二季度稳增长政策发力概率偏大，尤其是金融利多政策或有适度提前量，加之稳股市

政策，此前市场负面预期有望扭转，沪指阶段低位支撑或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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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座谈会，要求重点围绕接触型服务业、

小微受困主体、货运物流、投资消费等重点支持领域，强化对重点消费、新市民和有效投资的金融服

务；要因城施策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要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区分项目风险

与企业集团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的金融服务；要

及时优化信贷政策，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人群个人住房贷款还款计划。

4 月 25 日，国内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调整范围多是针对中长期存款和大额存单等，调降区

间多为 5bp~15bp，调降负债成本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打开空间。

4 月 26 日，央行公告，自 2022 年 5 月 1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 9% 下调至 8%，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阶段下行压力受到抑制。

长期资金稳股市
有关部门密集提出稳步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举措，这些举措将进一步稳定投资者预期，提振各方

信心，维护市场稳定。长远看，各渠道中长期资金有望进一步扩大权益投资比例，成为我国资本市场

中长期向好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4 月 21 日，证监会召开机构投资者座谈会，会议提出，养老金、银行保险机构和各类资管机构

应充分发挥长期资金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权益投资比例。

4 月 26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到公募基金

行业提高中长期资金占比；积极推动公募 REITs、养老投资产品、管理人合理让利型产品等创新产品

发展；引导基金管理人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念，采取有效监管措施限制“风格漂移”“高换手

率”等博取短线交易收益的行为。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自 2022 年 4 月 29 日起，将股票交易过

户费总体下调 50%，即股票交易过户费由现行沪深市场 A 股按照成交金额 0.02‰、北京市场 A 股和

挂牌公司股份按照成交金额 0.025‰双向收取，统一下调为按照成交金额 0.01‰双向收取。

促投资、促消费
第二、三季度国内经济发展对于实现全年经济目标至关重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布局，

有助于抑制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此外，多地采取刺激消费措施有助于对冲零散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4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 6 台核电机组，涉及总投资 1200 亿元。

4 月 26 日，中央财经委会议要求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

础设施水平。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把握好超前建设

的度。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

4 月下旬，深圳、宁波等地发放消费券，刺激当地社会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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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月中下旬国务院金融委会议直面当前经济发展主要问题，到 4 月中下旬各项稳定经济利好政

策推出，A 股大盘连续两次触底回升，上半年市场低位支撑逐步显现，预计后市筑底回升行情将以楼

市回暖和新基建两大主线展开，楼市回暖主线可关注房地产、家用电器板块，新基建主线可关注电力

设备、基建板块。

（作者供职于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证书编号：S0990511010001）

房地产

中央提出“优化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后，

地方政府对本土房企

纾困、金融机构对问

题房企定点帮扶的力

度也将加大，房企现

金紧张现状有望改善。

各地也将逐步解绑此

前楼市调控的紧缩措

施，潜在需求旺盛的

一、二线城市销售或

将率先回暖。可关注

重点布局一、二线城

市且销售业绩快速恢

复的房企，以及稳健

经营、杠杆率较低、

现金充裕的国有房企。

电力设备

油价高企则促进新能

源车销售保持较快增

长，电池涨价加之上

游碳酸锂价格阶段回

落改善电池供应巨头

毛利状况；动力电池

将迎来退役潮，或促

进电池回收领域快速

发 展；“ 双 碳” 目 标

引领下，海上风电、

氢能及储能建设投资

将不断加大。建议关

注产品毛利修复的电

池供应巨头，以及电

池回收领域具有一体

化优势的企业。

家用电器

稳地产政策不断加码，

楼市回温可期，家电

行业与地产板块存在

周期联动特征，楼市

销售改善大概率将拉

动白色家电、厨电等

消费需求。此外，产

品更新升级换代叠加

家电消费政策支持有

望对冲海外需求下滑

的负面影响，建议关

注白电和厨电行业低

估龙头品种。

基建

受益于专项债支持，

1~3 月国内基建投资

增速快速回升，各地

建设计划体量庞大，

资金供给相对充足，

后续稳增长力度有望

持续加大，一批条件

成熟的重大项目有望

开工建设，并撬动更

多社会资本投入。后

市可关注受益于基建

加码且具有估值优势

的建筑央企。

后市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