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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上涨中南下资金买了啥？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结论：①政策刺激推动港股上涨，但基本面预期承压叠加外资回流波折

拖累港股再度回落。②从大类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向资金主要加仓港股

能源材料和金融地产，减仓消费和科技。③从细分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

向资金主要加仓石油石化、银行、非银金融，减仓传媒和医药生物。 

 市场回顾：3 月全球主要股指延续涨势，A 股和港股表现相对落后。从 3 月

全球重要股指表现看，港股和 A 股表现相对落后。A 股方面沪深 300 指数 3

月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0.6%/1.4%，创业板指为 0.6%/8.2%；港股方面恒生

指数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0.2%/7.0%，恒生科技指数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1.3%/11.7%；美股方面标普 500 指数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3.1%/4.1%，纳

斯达克指数为 1.8%/4.3%；其他市场德国 DAX 累计涨幅 /最大涨幅为

4.6%/5.1%，英国富时 100 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4.2%/5.0%，法国 CAC40

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3.5%/4.5%，日经 225 指数为 3.1%/7.4%。从行业表现

看，3 月港股行业表现分化，信息技术（13.3%）、材料（6.5%）、日常消费

（4.8%）涨幅居前，房地产（-5.0%）、能源（-4.5%）、公用事业（-2.1%）

跌幅居前。 

 自 24/1/22 市场低点，南下资金持续流入港股并于 3 月明显加速。自 1 月 22

日的市场底部以来，外资率先加快流入港股步伐，作为资金主力催动股市上

涨，南向资金亦保持净流入趋势但规模相对较小。24/1/22-24/2/29 期间北向

资金累计净流入 777.0 亿元，南向资金为 248.9 亿港元。而步入 3 月后，外

资流入放缓，南向资金接力加速流入，为港股提供新的资金面支撑。截至

24/3/28，24 年 3 月南向资金净买入 859.5 亿港元，较 2 月环比增加 250.4%。

3/18-3/22 该周南向资金净流入 355.6 亿港元，创下 21 年 3 月以来的单周最

高水平。 

 从大类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向资金主要加仓港股能源材料和金融地产。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主要增持的大类行业为能源材料和金融地产，

主要减持的为消费和科技，制造基本不变。24/1/22-24/3/28 期间港股能源材

料板块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为 1.9 个百分点，金融地产板块为 0.8 个

百分点。同期港股消费板块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5 个百分点，科

技为 1.2 个百分点。 

 从细分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向资金主要加仓石油石化、银行、非银金融。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主要增持的细分行业为石油石化、银行、非银

金融。主要减持的为传媒和医药生物。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主要加

仓石油石化行业，重点加仓中国海洋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中国石油股

份；加仓银行业，重点加仓中国银行；加仓非银金融行业，重点加仓友邦保

险。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主要减仓传媒行业，主要减持了腾讯控股；

减仓医药生物行业，主要减持了药明生物。 

 风险提示：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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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海外股市整体上涨，港股表现相对落后。自 24 年 1 月 22 日港股的低点以来，

南向资金持续流入港股市场，并于 3 月开始加速流入。期间南向资金的净买入规模多大？

结构上主要布局什么方向？本文将就此话题进行分析。 

 

1. 回顾：3 月港股市场表现相对落后                                                                                                                                                                                                                                                                                                                                                                                                                                                                                                                                                                                                                                                                                                                                                                                                                                                                                                                                                                                                                                                                     
 

3 月全球主要股指延续涨势，A 股和港股表现相对落后。从 3 月全球重要股指表现

看，海外股市延续 2 月上涨态势，而港股和 A 股表现较为落后。A 股方面：沪深 300 指

数 3 月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0.6%/1.4%，创业板指为 0.6%/8.2%；港股方面恒生指数累

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0.2%/7.0%，恒生科技指数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1.3%/11.7%；美股

方面标普 500 指数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3.1%/4.1%，纳斯达克指数为 1.8%/4.3%；其

他市场，德国 DAX 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4.6%/5.1%，英国富时 100 累计涨幅/最大涨幅

为 4.2%/5.0%，法国 CAC40 累计涨幅/最大涨幅为 3.5%/4.5%，日经 225 指数为 3.1%/

7.4%。从行业表现看，3 月港股行业表现分化，信息技术（13.3%）、材料（6.5%）、日

常消费（4.8%）涨幅居前，房地产（-5.0%）、能源（-4.5%）、公用事业（-2.1%）跌幅

居前；3 月美股行业多数上涨，能源（5.6%）、金融（5.4%）、材料（5.3%）涨幅居前。 

3 月美股上涨主因经济韧性强，美联储超预期鸽派，抬升投资者风险偏好。美国经

济基本面依然强劲是支撑美股上涨的核心因素。具体而言，经济方面，制造业数据走强，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为 52.5，连续三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服务业也延续高景气态势，

2 月 ISM 服务业 PMI 为 52.6，已经连续 14 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上。就业方面，劳动力市

场虽有所降温但整体而言韧性仍在。2 月失业率为 3.9%，高于预期的 3.7%，虽创过去

两年新高，但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2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7.5 万人，超 Wind 一致预

期的 19 万人，亦高于修正后的 1 月数据 22.9 万人。通胀方面，美国 2 月 CPI 同比上涨

3.2%，高于前值及预期的 3.1%；核心 CPI 同比上涨 3.8%，亦高于市场预期的 3.7%。

在通胀超预期、二次通胀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市场一度担心会压缩美联储降息空间，而

3 月 20 日的 FOMC 会议美联储依然维持年内三次降息预期不变，超预期鸽派态度提振

市场信心。且此次会议美联储全面上调近三年 GDP 预期增速，2024 年 GDP 预期增速

为 2.1%，大幅高于去年 12 月预计的 1.4%，2025 年/2026 年的 GDP 预期增速也分别

由 1.8%/1.9%上调为 2.0%/2.0%。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向好的乐观态度进一步抬升市场

投资情绪，助推股市上涨。 

政策刺激推动港股上涨，但基本面预期承压叠加外资回流波折拖累港股再度回落。

港股 3 月表现不佳主因国内经济复苏偏弱及外资流入放缓。3 月上旬受益于两会召开、

政策面持续发力，投资者情绪回暖促进港股上涨。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

年开始拟连续发行超长期国债专项”、“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等，释放政策积极信号。虽政策刺激推动了港股上行，但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

波折，港股而后震荡回落。经济方面，中国 3 月制造业 PMI 为 50.8，重回荣枯线以上。

1-2 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7%，2 月社零同比增长 5.5%，工业生产和消费边际回升。

但房地产投资销售继续承压，融资需求修复动能仍需加强。1-2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额累计同比下降 9%，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0.5%，销售额下降 29.3%。2 月

社融和信贷均同比少增。2 月社融新增 15211 亿元，同比减少 16399 亿元，2 月人民币

贷款新增 14500 亿元，同比减少 3600 亿元。资金面上，美国通胀回升一度引发市场降

息预期降温，美债利率月中出现反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

由 3 月 12 日的 7.17 升至 3 月 29 日的 7.22，且日本央行 3 月 19 日宣布结束负利率政

策及收益率曲线控制，压制投资者风险偏好，外资流入放缓，3 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期间

北向资金净买入 219.8 亿元，相较 2 月的 607.4 亿元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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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4 年 3 月全球主要指数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3/29  

 

图2 2024 年 3 月港股及美股各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4/3/29 
 

 

 

2. 本轮上涨中南下资金买了啥？ 

自 24/1/22 市场低点，南下资金持续流入并于 3 月明显加速，为港股提供资金支撑。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1108.4 亿元。自 1 月 22 日的市场底部以来，

外资率先加快流入港股步伐，作为资金主力催动股市上涨，南向资金亦保持净流入趋势

但规模相对较小。24/1/22-24/2/29 期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777.0 亿元，南向资金为

248.9 亿港元。而步入 3 月后，外资流入放缓，南向资金接力加速流入，为港股提供新

的资金面支撑。截至 24/3/28，24 年 3 月南向资金净买入 859.5 亿港元，较 2 月环比增

加 250.4%。3/18-3/22 该周南向资金净流入 355.6 亿港元，创下 21 年 3 月以来的单周

最高水平。 

 

图3 南向资金 24 年 3 月净流入较 2 月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24/3/18-24/3/22 当周净买入创 21 年 3 月以来新高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24/3/28 

 

 

尽管从上述总体数据来看市场回暖，但从持仓结构看，南下资金投资者风险偏好还

不高，仍以高股息资产作为主要加仓对象。尤其 3 月市场波动加大，高股息资产更受青

睐。下文我们就南向资金主要加仓了哪些行业及个股进行具体分析。 

从大类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向资金主要加仓港股能源材料和金融地产。考虑到

指数成分股的市值占比会受到成分股股价变动的影响，即某类成分股占比的上升可能只

是因为成分股股价上涨而非成分股持股数提升，我们用成分股市值占比相对全部港股流

通市值中成分股占比（简称“超配”）来剔除部分股价变动的影响，得到实际增持或减持

的幅度。具体而言： 

 24/1/22-24/3/28 南向资金主要加仓港股能源材料和金融地产：（1）24/1/22-24/3/28

期间港股能源材料板块持股市值占比环比提升 2.6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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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幅度为 1.9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能源材料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21.1%，相对

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超配 7.7 个百分点。（2）24/1/22-24/3/28 期间港股金融地产板

块持股市值占比环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为 0.8 个百分

点，截至 24/3/28 金融地产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26.5%，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

低配 2.2 个百分点。 

 24/1/22-24/3/28 南向资金主要减仓消费和科技：（1）24/1/22-24/3/28 期间港股消

费板块持股市值占比环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5 个

百分点，截至 24/3/28 消费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17.8%，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

低配 8.5 个百分点。（2）24/1/22-24/3/28 期间港股科技板块持股市值占比环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2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科技行业

持股市值占比为 28.4%，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超配 2.8 个百分点。 

从细分行业角度看，本轮上涨南向资金主要加仓石油石化、银行、非银金融。我们

进一步看港股各大板块内部细分行业的持仓变化情况，这里采用申万港股通一级行业来

分析。具体而言： 

 24/1/22-24/3/28 南向资金主要加仓港股石油石化、银行、非银金融：（1）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主要加仓了石油石化行业，重点加仓了中国海洋石

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中国石油股份。该期间石油石化行业持股市值占比环比提

升 1.9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为 1.2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石油

石化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9.1%，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超配 4.9 个百分点。中国

海洋石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中国石油股份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分别为

0.9%/0.1%/0.1%。（2）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加仓了银行业，重点加仓了

中国银行。该期间银行业持股市值占比环比提升 0.2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

增持幅度为 0.4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银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17.4%，相对于行

业流通市值占比超配 1.9 个百分点。中国银行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为 0.3%。

（3）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加仓了非银金融行业，重点加仓了友邦保险。

该期间非银金融行业持股市值占比环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

幅度为 0.3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非银金融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6.0%，相对于行

业流通市值占比低配 0.5 个百分点。友邦保险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增持幅度为 0.5%。 

 24/1/22-24/3/28 南向资金主要减仓传媒和医药生物：（1）24/1/22-24/3/28 期间南

向资金主要减持了传媒行业，主要减持的是腾讯控股。该期间传媒行业持股市值占

比环比下滑 0.6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2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传媒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13.2%，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低配 2.0 个百分点。腾

讯控股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1%。（2）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减

持了医药生物行业，主要减持的是药明生物。该期间医药生物行业持股市值占比环

比下滑 1.7 个百分点，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1.1 个百分点。截至 24/3/28

医药生物行业持股市值占比为 7.5%，相对于行业流通市值占比超配 2.8 个百分点。

药明生物剔除股价影响后的减持幅度为 0.3%。 

 

表 1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港股行业持股结构 

申万一级行业 

持股市值占比（%） 流通市值占比（%） 相对流通市值超配（%） 

240328 240122 
环比变动 

（百分点） 
240328 240122 

环比变动 

（百分点） 
240328 240122 

环比变动 

（百分点） 

科技 28.4 29.5 -1.1 25.6 25.5 0.1 2.8 4.0 -1.2 

传媒 13.2 13.8 -0.6 15.2 14.6 0.6 -2.0 -0.9 -1.2 

电子 4.0 4.3 -0.3 2.7 2.7 -0.1 1.4 1.6 -0.2 

计算机 1.6 1.8 -0.2 1.3 1.4 -0.1 0.4 0.4 -0.1 

通信 9.5 9.6 -0.1 6.5 6.7 -0.3 3.1 2.9 0.2 

消费 17.8 18.9 -1.1 26.3 25.9 0.4 -8.5 -7.0 -1.5 

纺织服饰 1.9 1.9 -0.1 2.6 2.4 0.2 -0.7 -0.5 -0.3 

家用电器 0.4 0.4 0.0 1.1 1.0 0.1 -0.7 -0.6 -0.1 

轻工制造 0.7 0.5 0.1 0.5 0.5 0.1 0.1 0.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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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零售 0.4 0.5 -0.1 7.1 7.1 0.0 -6.7 -6.6 0.0 

社会服务 5.1 4.5 0.6 6.7 6.0 0.7 -1.7 -1.5 -0.2 

食品饮料 1.9 1.9 0.0 3.6 3.7 -0.1 -1.7 -1.7 0.1 

医药生物 7.5 9.1 -1.7 4.7 5.3 -0.6 2.8 3.8 -1.1 

金融地产 26.5 27.0 -0.5 28.7 30.0 -1.3 -2.2 -3.0 0.8 

非银金融 6.0 6.5 -0.5 6.5 7.3 -0.8 -0.5 -0.9 0.3 

银行 17.4 17.2 0.2 15.5 15.7 -0.2 1.9 1.5 0.4 

房地产 3.1 3.3 -0.2 6.7 7.0 -0.3 -3.6 -3.7 0.1 

制造 6.2 6.1 0.1 6.0 5.9 0.1 0.2 0.2 0.0 

电力设备 0.9 0.8 0.1 0.5 0.4 0.1 0.5 0.4 0.0 

国防军工 0.1 0.1 0.0 0.1 0.1 0.0 0.0 0.0 0.0 

机械设备 0.9 0.8 0.1 0.7 0.6 0.1 0.1 0.2 0.0 

建筑装饰 0.9 0.8 0.1 1.0 1.0 0.0 -0.1 -0.2 0.1 

汽车 3.4 3.6 -0.2 3.7 3.8 -0.1 -0.3 -0.2 -0.1 

能源材料 21.1 18.6 2.6 13.4 12.8 0.6 7.7 5.8 1.9 

钢铁 0.1 0.1 0.0 0.0 0.1 0.0 0.0 0.0 0.0 

公用事业 3.4 3.2 0.2 3.4 3.5 -0.1 0.0 -0.3 0.3 

环保 0.5 0.5 0.0 0.3 0.4 -0.1 0.2 0.1 0.1 

基础化工 0.2 0.2 0.0 0.1 0.1 0.0 0.1 0.1 0.0 

建筑材料 0.5 0.5 0.0 0.4 0.4 0.0 0.1 0.1 0.0 

交通运输 1.9 1.9 0.0 2.7 2.9 -0.2 -0.8 -1.0 0.2 

煤炭 2.9 3.0 0.0 0.9 0.9 0.0 2.0 2.1 0.0 

石油石化 9.1 7.2 1.9 4.1 3.4 0.7 4.9 3.8 1.2 

有色金属 2.5 2.0 0.5 1.4 1.1 0.3 1.1 0.9 0.2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 2 24/1/22-24/3/28 期间南向资金加仓/减仓的前 10 个股 

代表公司 

持股市值占比（%） 流通市值占比（%） 
期间增持/减持幅度

（百分点） 240328 240122 
环比变动 

（百分点） 
240328 240122 

环比变动 

（百分点） 

中国海洋石油 7.1 5.6 1.5 2.7 2.2 0.5 0.9 

友邦保险 0.3 0.4 -0.1 2.1 2.5 -0.4 0.5 

中国银行 1.3 1.0 0.3 0.9 0.9 0.0 0.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0.8 0.6 0.1 0.4 0.3 0.0 0.1 

中国石油股份 0.8 0.6 0.2 0.5 0.4 0.1 0.1 

中国电信 1.4 1.3 0.1 0.2 0.2 0.0 0.1 

东方海外国际 0.0 0.0 0.0 0.2 0.3 -0.1 0.1 

农业银行 1.0 0.9 0.1 0.3 0.3 0.0 0.1 

长实集团 0.0 0.0 0.0 0.4 0.5 -0.1 0.1 

长江基建集团 0.1 0.0 0.1 0.4 0.4 0.0 0.1 

汇丰控股 4.5 4.9 -0.4 3.9 4.2 -0.2 -0.1 

金斯瑞生物科技 0.4 0.5 -0.1 0.1 0.1 0.0 -0.1 

长城汽车 0.3 0.4 -0.1 0.1 0.1 0.0 -0.1 

创科实业 0.1 0.1 0.0 0.7 0.6 0.1 -0.1 

安踏体育 0.8 0.9 0.0 0.8 0.7 0.1 -0.1 

信达生物 0.5 0.7 -0.2 0.2 0.2 0.0 -0.2 

中芯国际 1.1 1.2 -0.2 0.3 0.3 0.0 -0.2 

京东集团-SW 0.0 0.0 0.0 1.0 0.9 0.1 -0.2 

药明生物 0.5 1.1 -0.6 0.2 0.4 -0.2 -0.3 

腾讯控股 10.5 11.5 -1.0 9.5 9.3 0.3 -1.1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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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 4 月大事日历 

 

表 3 2024 年 4 月大事日历 

2023 年 12 月大事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①日本公布 10 月失业率 

②第五届国际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将

在浙江举行 

③中国公布 11 月非官方 PMI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炉边

谈话 

3 
 

4 

中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大

会在安徽省

芜湖市召开 

5 

美国公布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6 

美国公布 11月 ADP就

业人数 

7 

中国公布 11 月进出

口数据、外汇储备 

8 

美国公布 11 月失业率、非农就业人数 

 

9 

中国公布 11 月 PPI、CPI 

10 

埃及总统大选

开始举行 

11 12 

①我国公布 11 月 M0、M1、M2 数据、

11 月社融规模 

②美国公布 11 月核心 CPI、CPI 

13 

①美国公布 12 月联邦

政府财政赤字 

②美国公布 11 月 PPI 

 
 

14 

①美联储公布 12 月

利率决议 

②美国公布 11 月进

出口数据 

 

15 

①我国公布 11 月一年期 MLF 投放金

额及利率、信贷数据 

②我国公布 11 月社零数据 

③我国公布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数据 

④我国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 

⑤美国 12 月 Markit 综合 PMI、制造业
PMI 

16 

第十七届深圳国际金博

会揭幕 

17 
 

18 

英博数科 EB 

TECH DAY

（AI）嘉年华 

19 

欧盟公布 11 月 CPI 数据 

20 

我国公布 11 月 LPR 

 

21 

美国公布三季度

GDP 数据 

22 

美国公布 11 月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以及

核心 PCE 数据 

23 
 

24 

联合发射联盟

全新“火神”火

箭首发 

25 

日本首个数

字证券交易

开始 

26 

日本公布 11 月失业率 

27 

我国公布 11 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 

28 29 
 

30 
 

31 

我国公布 12 月

官方制造业

PMI、综合 PMI 

  

资料来源：Wind，浙江在线，中安在线芜湖新闻中心，新浪财经，理想论坛，财联社，IT 之家，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1 2023 年 12 月大事日历 

2023 年 12 月大事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①日本公布 10 月失业率 

②第五届国际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

将在浙江举行 

③中国公布 11 月非官方 PMI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炉边

谈话 

3 
 

4 

中国机器人

产业发展大

会在安徽省

芜湖市召开 

5 

美国公布 1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6 

美国公布 11 月 ADP

就业人数 

7 

中国公布 11 月进

出口数据、外汇储

备 

8 

美国公布 11 月失业率、非农就业人

数 

 

9 

中国公布 11 月 PPI、
CPI 

10 

埃及总统大选

开始举行 

11 12 

①我国公布 11 月 M0、M1、M2 数据、

11 月社融规模 

②美国公布 11 月核心 CPI、CPI 

13 

①美国公布 12月联邦

政府财政赤字 

②美国公布 11 月 PPI 

 
 

14 

①美联储公布 12

月利率决议 

②美国公布 11 月

进出口数据 

 

15 

①我国公布 11月一年期MLF投放金

额及利率、信贷数据 

②我国公布 11 月社零数据 

③我国公布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数据 

④我国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 

⑤美国 12 月 Markit 综合 PMI、制造

业 PMI 

16 

第十七届深圳国际金博

会揭幕 

17 
 

18 

英博数科EB 

TECH DAY

（AI）嘉年华 

19 

欧盟公布 11 月 CPI 数据 

20 

我国公布 11 月 LPR 

 

21 

美国公布三季度

GDP 数据 

22 

美国公布 11 月个人消费支出数据以

及核心 PCE 数据 

23 
 

24 

联合发射联盟

全新“火神”

火箭首发 

25 

日本首个数

字证券交易

开始 

26 

日本公布 11 月失业率 

27 

我国公布 11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 

28 29 
 

30 
 

31 

我国公布 12月

官方制造业

PMI、综合 PMI 

  

资料来源：Wind，浙江在线，中安在线芜湖新闻中心，新浪财经，理想论坛，财联社，IT 之家，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023 年 12 月大事日历 

2024 年 4 月大事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①日本公布 3月制造

业 PMI 

②美国公布 3月制造

业 PMI 

2 

欧元区公布 3 月制造业 PMI 

 

3 

①日本公布 3 月服务业 PMI 

②美国公布3月ADP就业人数 

③美国公布 3 月非制造业 PMI 

④欧盟公布 2 月失业率及失业

人数 

⑤欧元区公布 2 月失业率及失

业人数 

4 

①美国公布 2 月商品进出口额 

②欧元区公布 2 月 PPI 数据 

 

5 

①美国公布 3 月失业率数

据 

②美国公布 3 月新增非农

就业人数 

6 
 

7 

8 

①中国公布外汇储

备以及黄金储备 

9 10 

美国公布 3 月 CPI、核心 CPI

数据 

11 

①我国公布 3 月 M0、M1、M2

数据、2 月社融规模以及人民

币贷款数据。 

②我国公布 3 月 CPI、PPI 同

比数据 

③美国公布 3 月 PPI 数据以及

核心 PPI 数据 

④4 月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

并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12 

中国公布 3 月进出口数据 

13 
 

14 
 

15 

美国公布 3月零售销

售数据 

16 

①我国公布 3 月工业增加值

当月同比、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同比、社零当月同比数据 

②我国公布 24 年第一季度

当季同比 

③欧盟公布 2 月商品进出口

数据 

④欧元区公布 2 月商品进出

口数据 

17 

①欧盟公布 3 月核心 CPI 及

CPI 数据 

②欧元区公布 3 月核心 CPI 及

CPI 数据 

18 
 

19 

日本公布 3 月核心 CPI 和

CPI 数据 

20 
 

21 
 

22 

我国公布 1 年期和 5

年期 LPR 数据 

23 

①美国公布 4月 Markit 制造

业 PMI 数据 

②欧元区公布 4 月制造业

PMI 初值数据 

24 
 

25 

①美国公布 24 年第一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初值 

②美国公布 24 年第一季度个

人消费支出环比折年率 

③4 月欧洲央行公布经济公报 

26 

①美国公布 3 月个人消费

支出数据 

②美国公布核心 PCE 数据 

③美国公布 3 月人均可支

配收入数据 

④欧元区公布 3 月 M1、

M2、M3 数据 

27 
 

28 

29 30 

①我国公布 4 月官方制造业
PMI 

②欧元区公布 24 年第一季

度实际 GDP 数据 

③欧盟公布 24 年第一季度

实际 GDP 数据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风险提示：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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