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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庞华玮 广州报道

岁末年初，不少基金公司给出了2023年的投资策略——这对一家基金公司的全年
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展望2023年，市场会怎么走，哪些板块更有机会？

马后炮来看，2022年初基金公司A股投资策略集体做出了许多错误预测。

站在新一年起点，一切归零，重新出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14家基金公司2023年A股投资策略，整理各家的主要观
点，找到了他们2023年投资策略中的共性和差异。

总体来看，基金公司对2023年A股大势判断和全年投资策略的相似度很高。

站在当下，基金公司是否能准确地预测2023年A股大势，预定的投资策略是否可行
？

2023年，一切拭目以待。

2023年投资策略相似度高

2023年，基金公司对A股市场的看法高度相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14家基金公司2023年权益投资策略，发现它们有以下共
同点：

一、普遍对A股偏乐观，大多数基金公司认为，2023年已站在新的一轮行情的起点
之上，预期2023年的市场整体向上。

14家基金公司对2023年A股行情都比较乐观，认为会好于2022年。

比如，大成基金认为，“不论是估值周期还是盈利周期，2023年都有望迎来上行趋
势。从A股股权风险溢价或是股息率的角度，当前都极具性价比。”

华夏基金表示，当前市场处于底部区域，基于景气复苏期的判断，其对明年的大势
展望较为乐观。政策有望继续给力，进一步加大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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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投资权益优于债券，这是基金公司的普遍共识。

大成基金建议，2023年大类资产配置是：股>商>债。

博时基金在配置上建议“中高配权益，中低配固收”。

同样的，金鹰基金预期2023年的权益投资或将好于债券投资；广发基金也认为，在
资产配置的大方向上从“股弱债强”转向“股强债弱”。

三、看好港股，这是连续第三年基金公司集体看好港股，前两年都以港股表现不佳
收场。背后的逻辑是港股低估值，中国经济向上。一些基金公司甚至认为，2023年
港股表现将好于A股。

前海开源基金认为，国内外流动性和中国经济都利好港股，港股在2023年有戴维斯
双击的可能。

华夏基金预计，2023年港股收益率大概率好于A股。

景顺长城基金也认为，2023 年港股市场有望迎来盈利与估值双重修复的机遇，看
好港股市场投资机会。从行业的角度，消费、服务业和地产产业链受益于疫情后复
苏，消费互联网、餐饮旅游博彩、医疗服务、运动服饰、白酒家电、房地产建材等
行业机会已经展开。

四、大多数基金公司重点关注主线包括：高端制造、自主可控、数字经济、国家安
全、低碳经济（包括风电、储能、新能源相关领域）、消费（包括医药、大众消费
）以及地产产业链。

至于基金公司对2023年A股投资策略上不同之处主要是对市场结构行情不同阶段的
判断。

比如，大成基金认为，先有β，后有α，大盘蓝筹“先搭台”，小盘成长“后唱戏”
。上半年大盘蓝筹相对占优，下半年，小盘成长或更具性价比。

这点上，博时基金有类似看法，其建议一季度均衡配置，节奏上先价值后成长。短
期关注稳增长预期下价值投资机会。

而华夏基金也认为，未来半年总体呈现以反转投资为主的特征，并逐渐向景气投资
过渡。即先反转后景气，先价值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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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富通基金预计，市场将有整体性机会。整体风格上或是“价值搭台，成长唱戏”
，看好成长风格的后市表现。

综上，基金公司大多认为，2023年投资机会先到来的是价值、大盘蓝筹，然后再过
渡到小盘成长股、景气行业。

不过，永赢基金的看法有些不同，其认为2023年上半场可考虑关注储能、风电等新
能源、计算机软件、疫苗、医疗设备等板块。下半场，可适当加大对于食品饮料、
商贸零售和轻工制造、地产链、银行等板块的关注。

总体来看，基金公司2023年投资策略在大势判断和投资方向上基本相似，分歧不大
。

14家基金公司2023投资策略

具体来看，各家基金公司2023年看好大方向大致相似，总体来看尽管措词不尽相同
，分类不一致，但是基本上是同样的几大方向：

一是稳增长，如地产相关行业；二是扩内需，如大消费；三是大安全，如新能源、
半导体、军工、信创等 。

比如，广发基金2023年的配置策略主要关注三个方向，一是以消费和地产为代表的
政策优化受益者，二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三是以安全为主题的自主可控
。具体来看，以风光储为代表的新能源>军工>半导体>信创。

博时基金2023年配置是“安全可控+景气成长+复苏预期”三大主线。

其表示，2023年，一是关注景气相对优势的变化。比如景气反转（建筑材料、非银
金融、电子和交通运输等行业），景气改善（计算机、商贸零售、传媒行业）；二
是更加重视政策的指引，重点关注新老能源、军工、半导体、信创、医药、种业等
领域；三是均衡配置“安全可控+景气成长+复苏预期”三大主线。

大成基金看好的方向有三个，一是稳增长：地产链，包括地产链条消费品（建材、
家居、家电等）、地产链条周期品（纯碱、玻璃、有色、化工等）；二是扩内需：
大消费，包括新能源车、平台经济、食品饮料、医药/医美；三是大安全：自主可控
数字经济，包括军工、电子（半导体）、计算机（信创）。

国泰基金短期看好的行业包括消费者服务、地产后周期、房地产。总体来看，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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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注在疫情波动中具备确定性、符合政策稳增长的方向，一是受益于地产政策
优化的，包括金融、地产和地产后周期消费。二是疫后修复且符合国家扩内需战略
的，具体关注医疗、基建和收入改善弹性较大的大众线下消费，比如医美、医疗服
务、休闲食品等。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执行总经理陶灿建议投资者关注三大方向。首先，关注半导体
、军工、计算机、高端制造、信创为代表的成长板块。其次，关注消费板块的修复
行情，包括医药领域和食品饮料。最后，关注金融地产板块。

创金合信基金2023年配置思路是自主可控主线+疫后重启+国企重塑。以自主可控
为主线，同时重点关注疫后重启与国企重塑的主题配置机会。其中，自主可控主线
主要包括信创、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芯片、工业软件、医疗器械、航空发动
机等硬科技领域；疫后重启主要包括医药、餐饮、食品饮料、酒店、旅游出行等；
国企重塑主要集中在运营商、基建、钢铁、煤炭、银行等行业中。

海富通基金建议关注三条主线：一、“稳增长”定调下与经济修复预期相关度高的
品种（房地产、消费建材、家居、家电、银行等）；二、政策导向明确的“科技制
造”（信创、军工、半导体，以及储能、海风、汽车零部件等）；三、疫情防控新
阶段下的“复苏交易”（食品饮料、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等）。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认为，从投资线索看，景气和安全是全年的脉络，困境反转的行
业也存在阶段性的机会。景气脉络下，关注军工、风光储行业；安全脉络下，关注
军工、高端装备、计算机行业；困境反转脉络下，关注保险、消费、地产产业链。

方正富邦基金的崔建波认为，2023年权益市场投资机会将好于去年，行业配置上重
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聚焦内需拉动，疫后复苏的泛消费和出行板块；二是行业景
气度较高的储能，光伏，半导体等；三是行业自身边际变化较大的医药和软件国产
化板块。

前海开源基金一季度看好科技、房地产、制造业、消费、周期、金融整体给予超配
评级，其他板块给予标配评级。

另外，还有部分基金公司从短中长期对2023年的投资策略进行细致了分段投资指导
。

如华夏基金认为，2023年行业遵循政策及复苏主线，先反转后景气，先价值后成长
。 

其把2023年的行业配置应当分为三个阶段： 

                                    4 / 5



智行理财网
餐饮投资基金(餐饮行业的基金有哪些)

阶段一：预期阶段。建议配置行业为：地产及地产链、金融；

阶段二：过渡阶段。建议配置行业为：消费、医药、TMT；

阶段三：景气投资阶段。建议配置行业为：新能源车、军工、汽车产业链 。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政策转向的受益板块是中短期阻力最小的方向，包括地产链、
港股互联网、部分消费品。中长期值得持续关注的方向包括军工、信创、医药、以
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端制造。

永赢基金认为，A股2023年全年有望震荡向上。上半场可考虑关注储能、风电等新
能源、计算机软件、疫苗、医疗设备等板块。下半场，可适当加大对于食品饮料、
商贸零售和轻工制造、地产链、银行等板块的关注。

金鹰基金对2023年的权益投资建议是，中短期兼顾成长和消费，以均衡的策略应对
多重变化，同时需兼顾持股性价比；短期1月将重点关注本轮疫后科技制造业复工
复产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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