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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总成交超 257万亿元——

A 股 新 增 投 资 热 情 高 涨
本报记者 马春阳

多重因素扰动原油市场

李奇霖

天气转暖，供不应求情况得以缓解——

鲜花价格高企有望回落
本报记者 曹 松

中国结算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A 股市场全年新增投资者 1963.36 万，同比增

长 8.9%。从整体看，去年 A 股投资者持续入

场，总数不断向上突破，去年 2 月末投资者数

量突破 1.8 亿，7 月末突破 1.9 亿，12 月末已达

到 1.97 亿。

为何投资者入场热情高涨？A 股市场吸

引力从何而来？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

内人士。

经济基本面有韧性

从长周期看，2015 年以后 A 股新增投资

者数量呈下行趋势，至 2018 年新增投资者达

到近年来的低点——647 万，2018 年后新增开

户 人 数 反 弹 ，2021 年 新 增 投 资 者 数 量 接 近

2018 年谷底水平的 3 倍。

2021 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分别上涨

4.8% 、2.67% ，创 业 板 指 数 累 计 涨 幅 达

12.02%。虽然指数涨幅不大，但 A 股整体维

持结构性行情，部分板块赚钱效应明显，对投

资者吸引力提升。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

复的不利因素，A 股市场的稳健发展离不开

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增长。数据显

示，2021 年我国 GDP 增长 8.1%，经济增速在

全 球 主 要 经 济 体 中 名 列 前 茅 ；经 济 总 量 达

114.4 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7.7 万亿

美元，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

超 18%。

“我国经济基本面有韧性，A 股吸引力增

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章

俊表示，过去一年，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背

景下，各类资金选择流入 A 股市场。在以美

国为首的海外主要经济体开始陆续收紧货币

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的背景下，我国的宏观

政策转向稳增长，一方面降低了宏观经济层

面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为国内资本市场

营造了更为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北 向 资 金 累 计 成 交

27.63 万亿元，成交净买入 4321.7 亿元，创历

史 新 高 。 其 中 ，沪 股 通 合 计 净 买 入 1937.28

亿元，深股通合计净买入 2384.42 亿元。中

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随着新经

济蓬勃发展，我国经济的科技含量和韧性显

著提升，A 股中的优质公司被投资者进一步

认可。2021 年电力设备行业板块市值增长达

95%，其中多家龙头公司业绩长期保持高增

长，技术优势不断扩大，使得投资者成为优秀

企业股东的理念慢慢深入人心，对资本市场

的信心大增。

权益类资产受青睐

近年来，随着我国个人投资者财富管理意

识逐步提升，股票、基金、理财等金融资产在我

国家庭财富配置中占比显著上升，为 A 股市场

带来源源不断的活水。

“随着个人投资者财富管理意识的增强，

有更多人认同我国股市的长期配置价值，认

可 其 作 为 财 富 保 值 增 值 的 手 段 。”邓 海 清 指

出，资产管理行业在 2021 年经历了非常快速

的增长，截至 2021 年 11 月，股票型开放式公

募基金份额同比增速达 32.8%，高于 2020 年的

27.64% ，而 2021 年 万 得 全 A 指 数 涨 幅 为

9.17%，大幅低于 2020 年的涨幅 25.62%，意味

着 更 多 投 资 者 认 可 我 国 股 市 的 长 期 配 置 价

值，这也是 2021 年 A 股新增投资热情高涨的

重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投资者入市的热情

高涨，市场资金加速涌入，A 股成交额再创新

高 。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A 股 市 场 总 成 交 超

257 万亿元，日均成交 1.06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

高。2021 年下半年开始，单日万亿元成交额更

是成为常态，沪深两市曾连续 49 个交易日成

交额超过万亿元，也刷新了历史纪录。

招 商 基 金 研 究 院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李 湛 认

为 ，得 益 于 国 家 政 策 的 扶 持 ，深 化 资 本 市 场

改 革 持 续 推 进 ，与 其 他 市 场 相 比 ，资 本 市 场

具有更加平稳有利的政策环境；从流动性与

收益层面来看，资本市场的整体流动性优势

较 为 明 显 ，可 供 选 择 的 投 资 品 种 较 多 ，投 资

者可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从而

更好地实现分散投资，获得期望收益。

投资环境更加健康

良好的市场生态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运

行 的 重 要 保 障 ，也 是 不 断 吸 引 投 资 者 的 基

础。去年以来，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的资本

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投融资功能进

一步完善，市场生态显著优化，投资者合法权

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正

逐步形成。

数据显示，2021 年 A 股有 524 只新股上

市，同比增长 19.9%；募资总额 5437.73 亿元，

同比增长近 13%，IPO 数量和募资规模均实

现连续三年正增长。

章俊认为，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并建立了以新三板和北交

所为核心的转板制度，投资者活跃程度较

之前更高。同时，伴随注册制的实施，更多

新领域、新业态和高新技术层面企业得以

加快上市融资，成为吸引资金流入的主要

对象。另外，绿色投资理念的兴起、中概股

回归的增加，这些投资领域也吸引了更多

投资者关注。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深化，注册制

稳步推进，市场包容性提高，上市公司队伍

不断扩容。投资者可选择空间也随之增加，

能根据自身风险偏好选择各种类型各个发

展阶段的公司，也会增加股市的吸引力。”中

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

但 IPO 的常态化，不意味着监管力度

的降低。董忠云表示，去年以来，监管部门

打击证券犯罪的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

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逐步优化，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等违法行为减少，A 股市场更加透

明、健康，投资者信心和参与的动力也随之

提升。

值得肯定的是，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资

本市场法治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监管层

先后推动在新证券法中增设“投资者保护”专

章、推动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关于依法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等。特别是

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的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

诉讼制度，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性

制度创新。

2021 年 11 月 12 日，广州中院一审判决，

康美药业及相关责任人赔偿 5.2 万名投资者

24.59 亿元，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特别代表人

诉讼制度成功落地实施，也宣告欺诈发行、低

成本违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投资者合法权

益保护得到强化。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发展之本。邓海清表

示，监管层应继续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吸

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资本市场中。

2021 年 12 月 原 油 价 格

阶段触底后，受地缘局势及

原 油 供 需 端 错 配 等 因 素 影

响，油价进入上行通道。

近期油价上涨的主要原

因，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理

解。从供给端看，根据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最新月

报，今年 1 月份 OPEC 原油

产量增加 6.4 万桶/日，低于

OPEC+协议中承诺的增产

额度 25 万桶/日，供给不及

预期带动了国际原油市场价

格的上行。此外，由于主要

产油国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引

发市场对于原油供给稳定性

的 担 忧 ，也 带 动 油 价 大 幅

提升。

从需求端看，随着全球

新冠疫苗接种进展加快，疫

情影响有所减弱，带动当前

全 球 市 场 原 油 需 求 逐 步 复

苏。OPEC 数据显示，2021

年四季度世界石油需求量合

计为 99.77 百万桶/天，已经

恢复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虽然当前疫情对于世界各国

经济的影响并未结束，但本

轮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低于

预期。疫情影响减弱带动了

出行需求的增加，线下服务

行业如旅游业的快速恢复带

动了原油需求的回暖，此外，

海外生产的恢复也会推升对

原油的需求。

与此同时，供需错位也使得目前原油库存位于低

位。以美国为例，今年 1 月份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下

滑 270.8 万桶至 4.1 亿桶，为 2018 年 10 月以来商业石油

库存量的最低水平。原油供需错位以及库存量偏低共

同推动了本轮原油价格的回升。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仍然处在持续恢复过程中，海外

生产的恢复以及疫情影响减弱对于石油需求的支撑依旧

存在，国际油价难以出现大幅下跌走势。

尽管近期 OPEC+会议坚持维持增产 40 万桶/日不

变，但是从过往经验来看，后续主要产油国对于增产的

兑现可能会不及预期。从投资角度看，随着国际社会对

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加强环境保护形成共识，尤其

是更多的机构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纳入投资决策

中，对于传统能源的投资趋于下降，投资不足可能会导

致行业大幅削减投入，致使产能恢复缓慢，加剧原油供

应短缺。

供需结构方面，虽然当前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在

各国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清洁能源

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所以，短期来

看，清洁能源还难以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供需结构带来明

显冲击，也很难对原油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且，传统

油气资源开采周期较长，当前库存偏低的情况在供给修

复缓慢的制约下难以出现迅速缓解，而在经济企稳之下，

对于原油消费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相关因素将对油价

形成支撑。

（作者系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

云南是全国重要的花卉产区、亚洲鲜切花交

易中心，花卉产业发展全国领先。记者近日走访

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天气影响，今年鲜花价

格比往年上涨不少，交易量比去年减少。

作 为 中 国 花 卉 市 场 的“ 风 向 标 ”和 花 卉 价

格 的“ 晴 雨 表 ”，进 入 2 月 中 旬 ，昆 明 斗 南 鲜 花

交易市场人流量明显增加，各色玫瑰花被放在

最显眼的位置，前来购买的市民和批发商络绎

不绝。

商户马维孔告诉记者，20 枝一扎的玫瑰花今

年最低价格在 30 元左右，价格上涨明显。“50 元

一扎、60 元一扎都有，品质品种不同价格不同，比

如这种粉色的戴安娜玫瑰是 80 元、白玫瑰卖 90

元。”商户李广飞告诉记者，玫瑰价格每天会有波

动，但总体价格比去年上涨了 1 倍至 2 倍。部分

花店销售员表示，今年品质较好的玫瑰花批发价

格已经接近往年的花店零售价。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

示，从 2月 5日开始，鲜花交易量一路攀升，花店补

货势头积极，当日拍卖交易总量约 411 万枝，各等

级玫瑰均价从 1.84 元/枝至 5.71 元/枝不等。随后

几日交易行情持续走高，2 月 9 日拍卖交易总量约

483 万枝，为 2022 年以来的最高交易量，玫瑰价格

不断上涨，各等级玫瑰均价从 2.46 元/枝至 7.04

元/枝不等。5 天鲜花拍卖总量为 2284 万枝。对比

同期数据，2021 年 2 月 5 日至 9 日，5 天鲜花拍卖总

量 2481 万枝，其中，2 月 9 日各等级玫瑰均价为

1.08元/枝至 5.83元/枝不等。

“鲜花价格上涨主要还是受供求关系影响。”

云南曲靖玫瑰花种植者刘凯槟向记者表示，作为

国内最大的鲜花产区，今年同期云南气温比往年

低，鲜花的生长周期延长，供应量减少。而 2 月

份各地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鲜花价格上涨

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部分商户表示，作为鲜花发货地，云

南产出的鲜花还要供应国内外各大城市，同时

受疫情影响，鲜花进口渠道不畅，也让整个市场

供货量比往年减少。

不过，进入 2 月下半月以来，玫瑰花供不应

求的情况得以缓解。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

心数据显示，2 月 15 日，拍卖交易总量为 245 万枝

左右，16 日为 300 万枝左右，17 日为 360 万枝左

右，18 日为 370 万枝左右。相比上半月，交易行

情在下跌的同时玫瑰价格开始回落。2 月 18 日，

各等级玫瑰均价为 1.02 元/枝至 3.85 元/枝。

另据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数据，康乃

馨、满天星、非洲菊等花卉价格在本月也出现波

动，其中康乃馨均价从 2 月 14 日 0.81 元/枝，大幅

上涨到 2 月 17 日的 2.23 元/枝，随后一路回落，至

2 月 20 日降至 1.28 元/枝。

2 月 14 日满天星均价 30.74 元/千克，随后价

格高涨至 49.51 元/千克，2 月 17 日回落至 24.63

元/千克，至 2月 20日小幅上涨至 29.53元/千克。

非洲菊价格在近期波动较大，但整体呈上涨

走势。2 月 14 日至 17 日，均价从 0.14 元/枝涨至

0.37 元/枝，2 月 18 日价格跌落至 0.24 元/枝，2 月

20 日价格涨至 0.31 元/枝。

从鲜切花价格整体走势来看，春节过后，鲜

切花市场价格一路向上，随后迎来波动。2 月 3 日

至 10日，鲜切花指数从 704.14猛涨到了 1116.75的

高点，随后大幅下跌到 2 月 13 日的 441.94 点，下

半月指数波动明显，2 月 16 日指数涨到 743.8，紧

接着又是一轮下跌，2 月 20 日指数缓慢爬升至

638.66。总体看 2 月下半月鲜切花价格已经明显

低于上半月。

随着天气转暖，鲜花生长加快，各地鲜花陆

续上市，预计包括玫瑰等在内的鲜切花价格将进

一步回落。
本版编辑 李 苑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2 月 20 日，一艘远洋滚装轮停靠在江苏省连

云港港东方公司码头，准备装船出口到比利时的

国产汽车。今年一季度，随着出口汽车数量持续

增长，该港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装船作业，确保出

口订单按时交付。 王 春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