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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施诗 上海报道

北向资金大幅增持A股

1月10日，A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南财金融终端数据显示，截至收盘，沪指跌0.2
1%，报3169.51点；深成指涨0.49%，报11506.79点；创业板指涨1.38%，报247
4.01点。去年11月以来，北向资金连续两个多月大幅增持A股，截至上周末，累计
净买入A股1151.3亿元。相关解读，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若滢。

新年以来A股整体表现积极乐观

《全球财经连线》：请解读今天的A股盘面。

范若滢：今天整体A股盘面上的表现是小幅震荡，三大指数走势也有所分化，其中
上证综指是小幅下跌，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是小幅上涨。分板块来看，主要是汽
车和医疗等板块在上涨，保险和教育等板块则在下跌。

但从2023年新年以来，A股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上涨势头比较好。主
要原因在于疫情影响减弱，我国经济活力有明显的恢复，市场乐观情绪比较高涨，
以及国际环境相对改善等方面。

外资流入趋势将进一步持续

《全球财经连线》：北向资金连续两个多月大幅增持A股，这是否反映了外资抄底
的意图？外资流入的趋势会持续吗？

范若滢：最近两个多月以来，北向资金确实在连续地大幅增持A股，这是相对值得
关注的现象，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资对于A股未来走
势的乐观态度。

近几年，中国经济周期和欧美经济周期一直处于分化的趋势当中，这个分化在2023
年还将进一步呈现，具体表现是相对来讲欧美经济衰退风险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
则将迎来相对比较好的企稳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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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者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信心正在不断增强，国内外经济基本面走势的
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或者强化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动力。

展望未来，A股的表现大概率还是比较乐观的，支撑因素比较多，尤其是疫情影响
在未来进一步减弱，叠加稳增长政策进一步加码和显效，未来我国经济将会迎来相
对比较好的复苏势头，坚实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也将给予金融市场比较有力的支持，
市场信心和市场预期也将得到比较有效的提振。在这样一个较好的大背景下，我们
预计外资流入的趋势可能还将进一步持续。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8

今年以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攀升，时隔五个月后，1月9日，在岸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收复6.8关口。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涨势迅猛，释
放了怎样的信号？如何看待接下来的人民币走势？我们来听听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
副院长赵庆明的分析。

双重因素使得人民币汇率涨势迅猛

赵庆明：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涨势非常显著，涨幅明显高于同期的日元、欧元、英
镑等主要非美货币。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升到6.80以内，远离了7.00的整数关口，
整体上涨势迅猛。

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首先从内部来看，去年12月初我们优化了疫情防控
政策；另一方面，去年12月中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精心部
署，增强了市场信心，也改善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体现在汇率上，必然使人民
币汇率走强。

第二，从外部来看，去年9月底美元指数见顶以后，日元、欧元、英镑等主要非美
货币都在上涨，年初以来也延续了这种涨势，人民币作为一个主要的非美货币，也
必然随着它们的上涨而上涨。

今年人民币走势以走强为主

赵庆明：从接下来的走势来看，我认为一是考虑我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因为今年的
经济前景要好于去年。另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元指数大概率进入一个下降
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今年人民币的整体走势应该是以走强为主。

我个人预测今年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回到去年的高点6.40左右，当然这个过程会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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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动，不是单方面的走势。但是今年人民币（汇率）一定会好于去年，因为去年
整体是以贬值为主，今年应该是以升值为主。

欧央行：未来欧元区工资增长将非常强劲

欧央行9日发表《经济公报》称，未来几个季度欧元区的工资增长将非常强劲，这
反映了迄今为止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很好地应对经济放缓。欧元区是否会出现“
工资-价格”螺旋上升？2023年的经济如何演绎？我们来听取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的解读。

欧元区存在“工资-价格”螺旋上升风险

《全球财经连线》：拉加德表示工资上涨速度可能快于预期，这是否会导致欧元区
出现“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如果是，将导致哪些风险？

忻华：目前“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能源
价格持续居高不下，导致政府不得不向民众提供各种补贴，一部分补贴包含在工资
中。

如果目前这一轮“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势头或者迹象持续发展下去，就会使得欧
洲经济出现与1973-1974年第一次能源危机期间的美国经济非常像的一些特征。

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欧洲制造业进一步外移，一方面可能会迁移到中国、
东南亚等相对来说价格成本低一些的地方。另一方面，在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影
响之下，欧洲制造业的生产厂商可能会受到美国境内厂商提供的补贴吸引，将制造
业大量生产设施和资本向美国转移。

所以这一轮的能源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上的“滞胀”，更有可能会出
现“产业空心化”，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存在，欧洲内部经济结构将发生巨大改变，
同时也意味着欧洲许多传统工作岗位难以长期维持。

欧洲经济在今年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负增长叠加“滞胀”和产业的空心化，可能导
致在欧盟层面实施、建设欧洲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以及推进欧洲战略自主的种种
战略意图落空，或者受到严重冲击，影响欧洲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缺乏良方

《全球财经连线》：如何展望2023年的欧元区经济，面临着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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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华：2023年的欧元区经济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地缘政治的巨大不确定性，将对
于欧洲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因为欧洲虽然目前来看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但是能源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欧洲现在尚未形成非常稳定的、以相对合理和比
较低廉的价格从外界输入能源的新机制。

同时俄乌冲突延续下去，将迫使欧洲不得不考虑增加国防或军事与防务的开支，这
将对各个国家的财政造成一定影响，也使得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资源被分流。也将
使欧洲不得不继续在战略上依赖美国，在处理美欧之间经济和贸易的诸多争端时，
处于被动、不利的位置。

其次如何改变目前出现的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经济的结构性问
题，目前来看欧洲并没有良方。

最后，内部的社会撕裂和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加，将使得欧元区的运行机
制越来越不稳，使得欧元区目前已有的危机，可能会被放大。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节目嘉宾意见仅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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