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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投资的背景(四万亿投资的投资结构)

#2月财经新势力#

进入2023年，全国启动拼经济，让经济尽快复苏，让老百姓有钱赚，成了国家的头
等大事，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1月金融数据超预期，21.5万亿
投资出炉，那么钱流向了哪里？哪些行业会因此迎来机遇呢？

01一月金融数据大超预期

1月三大金融数据都大超预期了！

社融规模增量5.98万亿，预估为5.4万亿，创下历史第二高，新增人民币贷款4.9万
亿，创下单月历史新高，M2同比12.6%，预期11.7%，都非常的强悍！

另外央行通过各种货币工具，向市场净投放了9971亿元。

从1月的数据看，无论是企业中长期贷款，还是居民中长期贷款，其实都是有起色
的！

这个数据有多亮眼，即便在楼市狂欢的2017年和2018年，广义货币（M2）的单月
增量，也没有这么高。

对比过去几年的数据，如此规模的货币投放，确实其启动了印钞机。

从央行的表态看：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是今年货币政策的一条主线，这也意
味着货币依然会适度宽松。

02钱流向了哪里？

资金活水来了，投向了市场，最终会去哪里，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果货币无法实现流通，钱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印钱的目标自然也就达不到。不过
从央行发布的1月金融统计数据看，投向市场的钱并未出现“资金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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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新增社会融资额接近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了4.9万亿元，资金有着明确的
去处。

第一大流向自然还是实体。

数据显示，企事业单位在1月拿到了4.68万亿元的贷款，占全社会1月新增贷款额的
95.5%。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再三强调，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作用，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只有实体活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才会得以保持，劳动力就业才有保障，社
会经济这个大盘才有力量转动起来。

除实体之外，楼市和股市也是资金的两大去处。

统计数据显示，1月住户新增贷款2572亿元，其中八成以上是中长期贷款，这当中
住房贷款又是大头。

尽管今年1月流向楼市的资金没有前几年多，但是楼市作为资金“蓄水池”的地位
，还是比较稳固的。

再看股市，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上证指数以3238.19点收盘，今年1月31
日，A股上证指数报收3412.53点，在一个月的时间内，A股上涨了大约175个点，
涨幅约5.4%。

股市在新年迎来了“开门红”，与资金流入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复苏，A股资产也受到了资金的追捧，有人对A股未来的走向也比
较有信心。

另外，根据基建通大数据，截至2月12日，已经有9个省份发布了2023年的重大项
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额为21.5万亿元。从投资项目清单来看，新老基建投资共同发
力，涵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信息智能、新材料等领域。

03哪些行业会迎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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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均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有了钱，这个行业不一定
能发展壮大，但是没有钱，注定发展不起来。所以钱流向了哪些行业，这些行业便
会迎来机遇。笔者认为，在2023年，以下几大行业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新基建行业

中国有着“基建狂魔”的称谓，每当经济下滑或者疲软时，国家便会祭出基建大招
。

通过基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投资以及公共支出就会变大，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
就业，增加国民收入。

有人会说，通过这些年的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够好了，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一味地大搞基建，反而会带来许多副作用，例如政府的债务攀升，土地资源过度
浪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

不可否认的是，基建确实会有遗留问题，而且基建拉动中国经济的边际效用正在递
减。

但是目前来看，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基建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未来的基建，不能还是老一套，不能简单地修座机场、挖挖路、架架桥。

而是要赋予一些新的东西，让它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包括特高压
、5G基站、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在内的新基建才有出路。

而总投资额为21.5万亿元的投资就包括新老基建。

二是房地产行业

新冠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非常
明显，过去三年时间，
中国房地产前所未有地大冷，不管是投资端还是需求端，都比较弱势。

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退，房地产公司债务违约、大裁员以及破产的负面消息，不
绝于耳。有人说，房地产在中国度过了相当长的黄金期，也该降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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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个人的角度去思考房地产行业，他们想让房地产大降温，让房子大降价，是没
问题的。

但我们也知道，地产是个系统性问题，一旦房价持续下跌，会引发什么问题，大家
应该在过去这三年看到了。

地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且不说其他，中国家庭70%的资产都在房子上，一旦大
降价，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当然，站在经济上来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颇大，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研究报告，多年来，
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基本维持在1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是中国家庭最
主要的资产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正是因为如此，今年1月，
我方在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重申了房地产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定位。

既然是支柱产业，肯定不能让其倒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还将继续发展，
更多的人落户城市，为房地产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下，适当向房地产行业注入资金，向房地产企业“
输血”，既能促进房地产行业回暖，又能化解房地产公司面临的风险。

据悉，许多房地产头部企业，获得了五大行以及部分商业银行的授信支持，另外多
地还下调了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

在国家政策“暖风”的吹动下，北京和上海等超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行业，近期已经
有了复苏的迹象，甚至有中介称：房价一周涨回3年前！

关于房价随着信心回暖这事，我们之前就讲过，现在看，部分地区确实超预期。

三是新能源产业

中国此前已经制定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中长期规划，为了
能在既定的时间内达成上述目标，必须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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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新能源产业中，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两大细分产业，目前发展地最快。

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量和销量已经连续8年蝉联世界
第一。

普通消费者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可能就是比之前几年，路上挂绿牌的汽车明显增多
。

不过这还不够，
新能源汽车对汽车市场的渗透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新能源汽车需求保持旺盛，
与之配套的储能产业，自然也会繁荣。

四是芯片行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突飞猛进，在许多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有些技
术似乎成了中国迈不过去的坎，芯片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严重依
赖进口。

如今在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拿芯片卡中国的“脖子”，中国想
从美国或者盟友企业手中拿到高性能芯片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拿不到怎么办，总不能不用吧，中国只能自己造。

为了早日打破西方国家对芯片技术的垄断，国家已经明确表态，将多方位支持芯片
行业发展，所以未来一定会有巨量资金涌入芯片行业，这个行业也将获得更多的发
展机遇。

五是人工智能行业

提及2023年开年科技圈最火爆的产品，当属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推出的Chat
GPT。

这款能和人聊天、会绘画、写代码、写论文、出策划案、解题……似乎啥都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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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产品，再一次颠覆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同时也再一次将人工智能推到
了全球关注的聚光灯之下。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最具应用潜力的前沿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将是全球各大科技强
国必争的高点，中美两国已经拉开竞争的序幕。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资金，例如ChatGPT训练一次，要花几百万乃至上千万
美元。不过为了能在人工智能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主动权，还是得入场布局。

尾声：

2023年全力拼经济，国家已经在货币政策上给出了倾斜，让流动性更充裕一点，1
月的金融数据已经表现出来了，那么在实体经济的复苏下，基建加码，各大行业也
会迎来一定的机遇，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应该做到“谋势而动，顺势而为”！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货币宽松可能引发的通胀，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如
果货币能够流入实体，刺激经济，激活企业，带动就业，是比较好的，如果资金违
规流入金融，比如股市，还有地产等，可能确实会适得其反，所以，这一点要做好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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