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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旧的“规律”接连被打破，是否还有可以持续跟踪的线索？ 

2 月是 A 股上涨概率最大的月份，但今年 2 月市场下跌， “春季攻势”

的规律摇摇欲坠，“没有数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今年 1 月底，“金融转周期”的口号不绝于耳。但 2 月却是金融和周期

同跌，投资者预期落空后质疑：“行业轮动”的规律还有吗？ 

 二、从时间上看，市场“规律”的缺失，使得我们需要倚重验证的力

量，建议等待二季度周期品右侧的机会 

周期品是做“左侧”还是做“右侧”？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盈利趋势

下，操作策略也将不同——过去三年，周期品盈利持续下滑，没有基本面

支撑，只能做左侧；但今年一旦周期品迎来盈利向上拐点，较大的盈利弹

性有望使其出现持续性较长的向上修复，因此可以等待盈利拐点确认之后，

从容地进行右侧投资。但目前有三点理由使我们认为周期品的右侧投资窗

口还未打开，还须等待二季度的数据确认： 

1、周期股的年报增速并没有相对三季报加速，反而是进一步减速； 

2、进入一季度，周期性行业是淡季，数据好坏难以用来判断趋势。 

3、房地产调控的加码，短期或将引发市场对房地产产业链的担忧。 

 三、从空间上来看，盈利趋势的模糊，使得我们需要倚重估值的力量，

短期建议关注消费品估值修复 

在二季度数据验证以前，周期性行业的盈利拐点暂时还无法确认；而

去年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品行业受到一系列事件冲击，使投资者担心消费

品行业盈利会出现恶化，但在年报和一季报没有全部公布以前，这种担心

也无法得到验证，因此目前市场对周期和消费盈利趋势的判断是非常模糊

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行业配臵就更应该去倚重估值的力量。 

站在现在的时点，经过5个月的调整，消费相对周期的相对估值又再次

回落到了接近1.9的下限水平，消费品再次具有了估值优势。而周期品在盈

利预测没有上调之前（这在二季度以后可能出现），其估值处于劣势，因此

短期仍不是投资周期品的时机。 

 四、3 月投资建议：拐点左侧，消费和铁路运输可作为阶段性配臵重

心，进入二季度再关注周期 

我们建议在3月可以再次阶段性配臵消费品行业（零售、食品饮料、医

药），并关注“两会”主题受益的铁路运输行业；而在3月之后，新开工增

速、机械销量情况以及水泥价格将成为确认周期股盈利拐点的重要指标，

建议在看到这些数据改善之后再右侧布局周期股，先中游，后上游。 

 

 

 

 

图：消费相对周期具有估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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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相对估值低+盈利改善 

食品饮料： 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低 

铁路运输： “两会”主题+盈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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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的“规律”接连被打破，是否还有可以持续跟踪

的线索？  

1.1 “春季攻势”的规律摇摇欲坠，“没有数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去三年，股市屡创新低，而似乎只在每年一季度才会有那么一波持续的行情，

给大家以喘息的机会，每年指数的年度高点也都在一季度出现。因此“春季攻势”、

“春季躁动”等形容词应运而生。尤其是“神奇”的2月份，根据统计“规律”显示：

A股成立以来的22年里，股市在有17年在2月都是上涨的，2月是上涨概率最大的月

份，因此也被大家奉为是闭着眼睛也能赚钱的神圣节日。 

——但今年2月，市场却并未上涨，令投资者大跌眼镜（图1）。 

值得思考的是，普遍认为“春季攻势”形成的原因是一季度为数据真空期，而

投资者又往往会产生乐观预期，因此市场往往会脱离基本面，并直接在乐观预期的

推动下出现上涨。但今年2月市场的回落，周期品回调幅度最大，这似乎又正是由于

乐观预期得不到基本面数据支撑而造成的（参见我们前期报告《请等一等，让基本

面跟上预期的脚步》,2013-2-22）——看来“没有数据”既能带来市场上涨，也能

带来市场下跌，那究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图1：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在5个月里从顶部走到了底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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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转周期”落空，“行业轮动”的规律还有没有？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金融股走出独立行情，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周期复苏在

股市的预演，理由是在复苏预期的带动下，估值最低的行业最先得到修复，并相信

接下来行情会向周期品传导。因此在1月底，“转战周期”、“转战中游”、“转战

上游”的口号不绝于耳。 

但今年春节假期结束之后，虽然金融行业确实出现了明显回调，但周期性行业

也并未接棒，反而是比金融跌幅还大。投资者“金融转周期”的美好期望落空，转

而又开始对“行业轮动”的规律产生了怀疑（图2）。 

图2：2月金融和周期跌幅居前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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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的“规律”被打破，使得最近的市场情绪十分纠结，大家普遍困惑

的是：在政策方向未定，而数据又扑朔迷离的环境下，究竟还有没有可以持续跟踪

的投资逻辑和线索？ 

就此问题，本期月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给出我们自己的逻辑线索供投资者

参考。基于以下逻辑，我们的结论是：三月仍然仍然是防御思维，建议关注有估值

修复动力的消费品；二季度之后转向进攻思维，届时建议在数据验证后右侧投资周

期性行业。 

 

二、从时间上看，市场规律的缺失，使得我们需要倚重

验证的力量，建议等待周期品右侧的机会  

    2.1 周期品是做“左侧”还是做“右侧”？在不同的盈利趋势下，操

作策略也将不同 

在春节之前，大部分投资者对周期品表示了很高的热情，因为在12月-1月的市

场反弹中，基本是金融板块和可选消费品板块领涨，而周期性行业几乎没有超额收

益。大家的普遍想法是：如果市场沿着从下游向中上游的线索继续回升，那么接下

来会不会周期品会产生明显涨幅？(对这一预期的描述，请参加我们前期报告《重演

2012成为一致预期》，2013-1-30) 

但春节假期以后，周期品行业反而出现明显回落，投资者预期的时间节奏被打

乱之后，对于未来的配臵也迷失了方向。 

我们的观点是：周期性行业今年可能会出现盈利向上的拐点（图3-4），因此股

价确实可能有幅度可观的向上修复，但是建议等待业绩拐点确认后，再右侧布局周

期品。我们认为拐点的确认期应该是在二季度。 

 

图3：消费品行业今年和明年盈利增速预测  图4：周期品行业今年和明年盈利增速预测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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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对我们观点的最大质疑是：如果周期品真能出现盈利向上拐点，那么是

否应该左侧布局？ 

就此，我们认为投资者对于周期股“焦急”的心态来源于过去三年周期股的屡

次“昙花一现”——过去三年周期股基本都是脉冲式反弹，虽然时间短但幅度可观，

因此不做左侧投资就会踏空行情。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过去三年周期性行

业的盈利几乎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图5），在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一些事件

性因素或市场情绪的短期改善使得周期股出现了脱离基本面的脉冲式估值修复。这

样的脉冲式周期股行情，幅度大但时间短，因此不做左侧就会踏空。 

图5：过去三年周期性行业的盈利增速持续下滑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而今年如果周期品能够如期迎来盈利拐点，那么其股价将会得到基本面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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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入3月以后，周期性行业陆续进入全年旺季，很多行业有“3、4月定全年”的特性

（表1）。届时如果能够从数据上得到周期盈利拐点确认的信号，才能为周期股盈利

预测上调打开空间，使其估值优势再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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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周期性行业大多在3月之后进入旺季 

 

数据来源：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大类行业 细分行业 旺季月份 原因
有色金属 4、5、6 春节之后有色金属需求进入旺季
煤炭（动力煤） 11、12、1、7、8 夏季高温期和冬季低温期是发电高峰，电力企业对动力煤的备货力度加大

水泥 4、5、6、9、10、11 春节之后进入当年第一个旺季，夏季高温期结束后进入当年第二个旺季
重卡 3、4 3、4月份经销商集中采购备货
电力 7、8、12、3 夏季高温期和冬季低温期是发电高峰期
黑色金属 3、4、5 春节之后进入中间商的采购高峰期
工程机械 3、4 3、4月份经销商集中采购备货
餐饮旅游 7、8、9、10 从7、8月份的暑期到10月的“黄金周”是旅游高峰期
化学制品（化肥）3、4、9 3、4月春耕和9月春耕是化肥的需求旺季

白酒 8、9、10、11、12、1 经销商从8月开始加大采购备货力度，在次年春节之前白酒销售都比较旺盛

啤酒 7、8、9 夏季高温期是啤酒的销售旺季

零售 10、11、12、1 从四季度的“黄金周”到春节之前，零售行业都会进入旺季
乘用车 1、3、9、11、12 春节前后是轿车销售的第一旺季，9、11、12月的汽车销售量也会有明显提升
白色家电 3、4、5、6 春节之后到夏季高温天气之前，是经销商的集中备货期
房地产 9、10 房地产销售“金九银十”
视听器材 9、10、12、1 9、10月在地产销售旺季期，彩电进入第一旺季；春节前2个月进入第二旺季
服装家纺 11，12,1,2 从11月到春节期间都是服装和家纺的消费旺季
纺织制造 9、10、11 海外圣诞节之前纺织制品的出口转旺
电子元件 4、5、6 家电等行业生产备货，加大电子元件的采购

航空 7、8、9、10 从7、8月份的暑期到10月的“黄金周”是航空运输高峰
机场 7、8、9、10 从7、8月份的暑期到10月的“黄金周”是机场客流量高峰
计算机应用 10、11、12 四季度是全年订单的集中结算期，也是税收优惠的集中返还期
传媒 7、8、9 即将进入消费旺季，经销商加大广告投入
高速公路 7、8、9 三季度是制造业物流高峰期和粮食运输的高峰期
航运（集运） 8、9、10、11 圣诞备货季之前出口转旺，集装箱运输量增加

上游行业

中游行业

下游行业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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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时间维度出发，我们的建议是：对周期品仍可以耐心等待，到3月底4

月初以后，通过草根调研和公布数据了解周期品进入旺季的表现之后，再做出投资

决定。 

对于投资者右侧投资是否会错过机会的担忧，我们认为大可不必—— 

不知大家是否还对去年表现最好的行业之一白色家电有印象？我们在6月份的

月报《周期终归来》（2012-5-28）中，就首次从逻辑角度推断，在一个量价齐跌的

周期环境下，白色家电这类成本导向型的行业将成为盈利向上弹性最大的行业，但

其实从6月到9月，白色家电板块表现平平，因为当时市场始终对这个行业在过高的

集中度下是否还有成长空间存在争议。直到10月份格力公布了40%增速的三季报之

后，白色家电板块才有了真正强势的表现。事后也可以看出，在格力公布三季报确

认业绩拐点后的“右侧”，白电股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性远胜于“左侧”（图6）。

此外，去年表现很好的房地产板块，其实也是在10月底三季报数据确认后才开始获

得持续超额收益的（图7）。 

图6：白色家电在三季报确认后获得明显涨幅  图7：房地产在三季报确认后获得明显涨幅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2.2 房地产调控加码也增加了我们等待“右侧”的理由 

房地产调控加码短期增加投资者对房地产产业链的担忧。3月1日国务院出台的

房地产调控新规对二手房交易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尤其是二手房交易严格征收20%

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以及部分地区二套房贷首付比例可能上调的要求，对于二手房市

场和新房市场都可能造成冲击，因此短期内或将引发市场对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

产业链的担忧，对地产板块和周期品行业都构成了向下风险，这也为我们短期不推

荐周期性行业又增加了一条理由。 

但是全年来看，对房地产中上游（包含绝大部分周期性行业）的冲击将小于对

房地产终端销售的冲击，我们认为周期性行业连续三年的盈利下滑趋势仍然可能在

二季度之后出现向上拐点。市场担忧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将进一步压制开发商

的新开工热情，从而阻碍房地产中上游产业链的复苏步伐。但我们认为，从历史上

来看，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的恢复往往会滞后销售面积半年左右的时间。而2012年2

月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已经出现改善，但至今已一年的时间里，房地产

新开工仍然未见恢复（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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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本轮房地产新开工大幅滞后于销售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本轮新开工大幅滞后销售的情况，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库

存已经降到了较低的水平（图9，注：该库存数据已经剔除了期房的影响）；二是房

地产开发商的现金状况不断改善，房地产行业已成为全市场现金状况最佳的行业之

一（图10）。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接下来即使开发商面临了更大的政策调控

压力，仍然有动力（低库存）和实力（充裕的现金）去实施项目新开工。只要新开

工能够得到恢复，那么房地产中上游产业链的周期性行业将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图9：房地产行业的存货已降至较低水平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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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房地产和全市场的单季现金流占收入比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三、从空间上看，盈利趋势的模糊，使得我们需要倚重

估值的力量，短期建议关注消费品估值修复  

在二季度数据验证以前，周期性行业的盈利拐点暂时还无法确认；而去年四季

度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品行业受到一系列事件冲击，使投资者担心消费品行业盈利

会出现恶化，但在今年年报和一季报没有全部公布以前，这种担心也无法得到验证，

因此目前市场对周期和消费的盈利趋势的判断是非常模糊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认

为行业配臵就更应该去倚重估值的力量。 

去年以来，我们持续在跟踪消费相对周期的相对估值，我们认为，在消费品和

周期品的盈利能力若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那么两者的相对估值区间是相对稳定

的，上限在2.4-2.5左右，下限在1.8-1.9左右。去年8月该估值曾一度接近2.5的上限

水平。我们当时也曾发布报告《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到拐点了吗》（2012.8.18）强

调了消费股估值回调的风险，此后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股确实出现了大幅下跌，该

估值的有效性得到验证。 

而站在现在的时点，经过5个月的调整，消费相对周期的相对估值又再次回落到

了接近1.9的下限水平，消费品再次具有了估值优势（图11）。虽然在春节以前，“热

点从金融向周期切换”的观点几乎成为了一致预期，但我们仍然顶住压力，发布报

告《何必只争朝夕，耐心等待盈利拐点确认》，对于周期品短期的向上空间表示出

担忧。——如果该估值出现了向下突破，除非是周期性行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盈利能

力发生长期根本性逆转，引发估值中枢下移，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相对偏小。

因此我们认为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触及历史底部后，提示了风格再次偏向消费品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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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在5个月里从顶部走到了底部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我们认为接下来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会向上修复，这种修复的力量有两种：一

是通过周期股的补跌实现；二是通过周期股的盈利预测上调来压低估值。等到消费

相对估值向上修复到位之后，周期股的估值优势才会再次显现。 

第一种力量我们认为近期就会展现，而第二种力量——周期股的盈利预测上调，

在短期无法看到： 

因为虽然去年四季度宏观数据改善以后，投资者已经形成了周期触底回升的预

期，但是从我们最新跟踪的上市公司年报预告情况来看，大部分周期性行业的年报

增速并没有如期出现加速——采掘、有色、机械、建筑建材、钢铁等行业的年报增

速相对三季报反而是进一步下滑（图12），大家对周期性行业盈利在四季度改善的

预期落空。 

而进入一季度，周期性行业是淡季，即使有数据，数据好坏也难以用来判断趋

势。因此仍然没有盈利预测上调的基础。 

综上，我们认为周期股目前的境地是：预期已经推升了估值修复，但是盈利改

善并没有看到，因此基本面还没有跟上预期的角度，短期还不是投资周期股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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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各行业年报预告增速相对三季报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四、 耐心等待，二季度是验证周期盈利拐点的时间窗

口，一旦确认，周期股的右侧投资机会更值得去把握 

今年的周期股和去年的白色家电或地产股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在前期的报

告中不断强调，今年与去年的最大不同是会出现周期品盈利向上拐点。因此全年来

看，我们相信周期品能获得较大的向上空间。但一季度仍在拐点左侧，原因有四： 

1、目前我们跟踪的年报预告数据显示，虽然宏观数据在四季度有所改善，但周

期股的年报增速并没有相对三季报加速，反而是进一步减速； 

2、进入一季度，周期性行业是淡季，即使有数据，数据好坏也难以用来判断趋

势。 

3、在盈利预测没有上调之前，周期股相对消费股处于估值劣势。（盈利预测上

调须待拐点确认之后）。 

4、近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或将引发短期市场对房地产产业链的担忧。 

今年二季度才是“右侧”投资的窗口期。进入3月以后，周期性行业陆续进入全

年旺季，很多行业有“3、4月定全年”的特性。届时如果能够从数据上得到周期盈

利拐点确认的信号，才能为周期股盈利预测上调打开空间，使其估值优势再次显现。

而周期股较大的盈利弹性有望使其出现持续性较长的向上修复，因此可以等待盈利

拐点确认之后，从容地进行“右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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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3 月投资建议：拐点左侧，消费和铁路运输可作

为阶段性配臵重心，进入二季度再关注周期 

3月仍处于拐点左侧，建议以消费做为配臵核心。我们在去年8月首次提出了“过

渡性行业”的概念（《配臵“过渡性行业”》,2012.8.2），因为虽然在周期拐点的

右侧配臵周期品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周期拐点的左侧，往往是周期性行业景气下滑

最快的时候，并不能急于加仓。而同时由于消费相对周期的估值又处于较高水平，

配臵消费品也存在风险，因此建议关注一些非周期非消费的过渡性行业（银行、白

色家电、电力、铁路设备）——这些行业在四季度都取得了明显的超额收益，完成

了光荣使命。而目前来看，消费股经过5个月的下跌，已经再次具备了估值优势，因

此我们建议在3月可以再次阶段性配臵消费品行业（零售、食品饮料、医药）。 

图13：零售行业全动态PE  图14：零售行业全动态PB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图15：食品饮料行业全动态PE  图16：食品饮料行业全动态PB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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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医药行业全动态PE  图18：医药行业全动态PB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投资主题方面，可关注受益于“两会”主题的铁路运输板块。3月将召开全国“两

会”，市场对大部制改革和铁路改革都寄予厚望。根据广发交运组观点，铁路改革

在今年全年将有实质性进展，对铁路行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铁路运输公司既在短

期具备主题投资机会，又在中长期将实质受益于政企分离后的盈利能力提升和资产

整合计划，因此建议投资者可在3月加强关注（图15-16）。 

图19：铁路运输行业全动态PE  图20：铁路运输行业全动态PB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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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3月1日国务院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新规对二手房交易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短期

内或将引发市场对房地产市场以及房地产产业链的担忧。我们认为该政策对周期性

行业短期将形成冲击，但是可能不会逆转周期性行业在二季度以后出现盈利向上拐

点的趋势，因此建议二季度在数据确认周期性行业盈利改善之后，把握周期性行业

的“右侧”投资机会。但如果未来地产调控政策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码，可能会延

后对周期性行业盈利拐点的出现时间，对我们现有逻辑将构成挑战。我们将密切跟

踪政策趋势，根据变化及时修正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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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上市公司年报预告最新情况 

注：以下图表中各行业名称括号后的百分比，表示该行业已公布年报或年报预

告的公司利润占全行业的比重，该百分比越高，则代表性越强。 

附图4：一级行业年报累计增速与三季报累计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附图2：一级行业四季度单季增速与三季度单季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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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大类板块年报累计增速情况  附图4：大类行业年报累计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附图5：大类板块单季增速情况  附图6：大类行业单季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附图7：年报业绩预告类型占比  附图8：年报预告公布公司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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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2 月市场表现回顾 

附图9：2月大类板块涨幅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附图10：2月各行业涨幅排序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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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1：A股整体全动态PE水平  附图12：A股整体全动态PB水平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附图13：消费相对周期相对PE  附图14：消费相对周期相对PB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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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广发各行业研究员 3 月观点汇总 

行业 研究员 简要观点 推荐公司 

煤炭 

安鹏 春节以来各地市场维持基本平稳，各地煤价较节前持平。3月份以后，煤炭

市场整体涨价力度取决于下游需求恢复情况，不过由于两会期间产量仍维持

低位，价格可能以稳中上涨为主。3月中下旬受投资季节性改善影响，煤炭

基本有望维持平稳或略上涨。 

山煤国际、冀中能源、

国投新集 

沈涛 

建材 邹戈 
基于谨慎原则，我们预期行业需求今年弱复苏，行业仍以结构性机会为主 

建研集团、青龙管业、

长海股份 

钢铁 冯钢勇 需求将季节性好转，钢价有望企稳反弹，3月份到二季度行业基本面都将阶

段性改善，相对看好长材、钢管等弹性大的公司和资源类公司 

新兴铸管、八一钢铁、

久立特材、金洲管道、

金岭矿业 

化工 

冯先涛 需求端，目前下游整体需求未现大幅转好迹象； 

成本端，油价推动化工品价格大幅走高的可能性较小； 

供给端，暂未看到节能减排、维修等短期扰动因素。 

久联发展、浙江众成、

普利特 
王剑雨 

电力设备 韩玲 

电网内市场：我们判断行业性的需求改善仍未到来; 

电网内市场：周期性较长，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 

网外工控和电力电子领域：行业性的需求改善仍未到来，尚待年中。 

光伏：后期国家将出台光伏行业准入门槛以及多晶硅双反政策，将会使得行

业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状态 

国电南瑞、正泰电器、

四方股份、卧龙电气、

阳光电源 

机械 真怡 3 月期待政策预期下的行情 
中国重工、航天电器、

中国北车、中联重科 

交通运输 杨志清 铁路改革带来行业性机会 
广深铁路、大秦铁路、

铁龙物路、白云机场 

环保 张媛媛 
板块估值或仍有泡沫化空间。但是根据历史两会期间板块走势来看，与会议

召开期间走势相比，板块在召开前表现更好 

桑德环境、东江环保、

碧水源、龙净环保 

建筑工程 唐笑 装饰行业机会不大，园林行业预计有很好的行情，基础基建部分一般   

银行 沐华 

流动性层面：央行小幅回笼，贷款增长较快 

政策面：整体平稳，政策定调引人关注 

基本面：息差及资产质量处于探底阶段 

兴业、宁波、民生、

平安、浦发 

保险 李聪 
预期的回升，当我们将保险与券商做对比之后发现，目前的保险其实也是一

个很好的投资或者是趋势投资的标的 

中国平安，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中国人寿 

证券 张黎 估值已修复至合理水平，高弹性特征仍将持续 
光大证券、方正证券、

中信证券、海通证券 

地产 万知 
政策面会有较大压力，但对基本面影响不大。政策出台则是利空出尽。 

地产股业绩披露期，优质公司优异的业绩支持股价上涨。 
  

零售 欧亚菲 
在（1）一季度低基数效应驱动的零售增速（2）CPI上行趋势确立两个因素

下，零售板块一季报大幅低于预期的概率较小 

重庆百货、老凤祥、

友阿股份、南京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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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search 

食品饮料 胡鸿 
行业基本面不抱乐观态度，但是目前行业估值处于安全区间，行业基本面并

未修复，但具备超跌反弹行情 

伊利股份、山西汾酒、

沱牌舍得 

纺织服装 林海 

1）终端渠道去库存至少持续到 13年二季度末； 

2）3、4月份品牌零售 2013年秋冬订货会预计仍低速增长； 

3）春夏订货会的低速增长将体现到上市公司 Q1利润表； 

4）板块大的投资机会有望在下半年 Q3 后 

搜于特、富安娜 

餐饮旅游 李珊珊 

1）行业目前估值水平相对较低 

2）从底部以来，餐饮旅游板块明显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行业催化剂的到来，此次《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将使市场的目光聚集到餐

饮旅游板块，将有可能使市场重新挖掘餐饮旅游板块的机会 

中国国旅、峨眉山、

中青旅、黄山旅游、

丽江旅游、宋城股份 

造纸 李音临 关注事件驱动及政策面带来的投资机会 太阳纸业、永新股份 

计算机 惠毓伦 

（1）关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相关新兴领域中的投资机会； 

（2）2012年是移动支付起步之年，2013年进入快车道； 

（3）白马股估值修复 

东华软件、威创股份、

东方国信、广联达、

科大讯飞、恒宝股份、

远光软件 

通信 梁旸 
预计 2013年一季度将会有较多订单获得确认，通信设备制造商数据将会环比

改善 

烽火通信、中兴通讯、

三维通信、宜通世纪 

传媒 赵宇杰 

把握“成长与转型”： 

成长角度我们看好营销传播、影视动漫、移动互联网细分领域游戏板块；转

型主要是指主业受冲击而积极进行转型的公司 

“省广股份+蓝色光

标”组合、华策影视、

华谊兄弟、光线传媒、

掌趣科技、博瑞传播、

顺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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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投资策略研究小组 

陈 杰： 分析师，2009 年、2010 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策略第一名（团队），4 年策略研究经验，2012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陈 果： 分析师，2011 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宏观经济第三名（团队），2012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向玲瑶： 研究助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2011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联系方式：xly2@gf.com.cn，020-87555888-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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