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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冲击失守3400点

始于2014年10月底的这轮牛市，似乎进
入一个徘徊期。特别是今年 1 月以来，上证
综指在 3095点至 3407点之间来回震荡。1月
9 日，沪指早盘小幅低开，午后在权重板块
的带领下一路高歌占领3400点关口，但随着
尾盘大幅跳水翻绿，此轮冲锋无功而返。1
月16日，沪指呈“高开高走”态势，但午后
对 3400 点发起两次冲锋后都出现迅速回缩，
虽然“全天飘红”但仍没能攻破 3400 点大
关。及至23日，沪指卷土重来，在一度创下
3406.79点的阶段性新高后也迅速变脸回落。

A 股能否“愈挫愈勇”引来市场各方的
关注与猜测。

大摩投资分析，前期 4 万亿行情的高点
阻力仍在，短期主板市场预计将以宽幅震荡
为主；中原证券认为，3400点下方蓄势震荡

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有新的利好消息，也不
排除股指再度上攻之可能；华融证券则指
出，2015 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坚实，

“走出去”战略提振投资信心、国
企改革等有望成为行情催化剂，十
年一遇的慢牛行情已经形成并将延
续。

内外因共促“忐忑”行情

近期A股屡攻屡败、震荡频繁
的走势释放了哪些信号？专家大多
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A股快速上
涨后市场有自身调整需要；另一方
面也可看出投资者情绪波动、外围

市场变数加大、多空消息轮番来袭等多重因
素带来的影响。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
越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研判股
市行情时可从内在、外在两个层面进行观
察。“从内在来看，尽管多年‘熊冠全球’让
A 股有价值回归的诉求，但其短时间内出现

‘风口飞猪’式的暴涨无疑是一种‘疯牛’行
情，震荡调整也就成了当前的内在需要。同
时，复杂的外部环境也是 A 股震荡行情的推
手。”胡俞越说。

他说，从外部因素看，欧洲量化宽松加
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升值、欧元贬
值、人民币下跌驱使大量逐利资金短期流
动，加之美欧等外围证券市场表现不佳，均

促使着A股市场“忐忑”行情的出现。
“放眼全球，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波行

情属于 A 股的‘独立行情’。但就世界经济
而言，如果说美国经济是‘存量’，那么中
国经济就是‘增量’，中国也早已经成为世
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俞越强调，在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股市不可能一直“独善
其身”。

短期震荡不改长期向好

当前的震荡是市场低调蓄势还是主力借
机出货，将直接决定着本月行情最终是“M
头”还是“W 底”。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回
归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发展趋势，A 股长期

趋势便较为明确。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股市也有新常

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依然能够取得
7.4%的增长，实属不易。同时，以金融、电
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网络经济’异军突起，
传统经济做‘减法’而新兴产业做‘加法’，
经济增长的质量比过去有明显提高，这些都
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持久动力。
因此，可以说牛市格局并未改变，而震荡调
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蓄势待发’。”胡俞越
说。

对于 2015年 A股表现，海内外市场机构
也普遍持乐观态度。一项由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针对境内外 119 家投资机构进行的调查
显示，89.1%的境内机构和 85.2%的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看涨今年 A 股市场。此外，近半
数的境外投资者打算申请提高自身在 A 股的
允许投资额度。

专家表示，中国经济的新思维、新常态
将助推A股有新表现。“一方面，A股很多股
票估值水平仍然偏低；另一方面，深化改
革、‘一带一路’、装备出海、京津冀协
同发展、自贸区等一系列政策及战
略措施的逐步落实也将对中国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构成实质性利
好。”胡俞越预计，今年上
半年 A 股仍将难免震荡，
但未来走出与中国经
济发展成就相匹配
的 “ 健 康 牛 市 ”
希望很大。

重要关口屡攻不下 牛市行情长期看好

股市正做“M头”还是筑“W底”？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今年1月以来，A股市场一改去年流行的“快牛”节奏，在3100点至3400点区间内反复震荡。1月29日，上证综指

在多空消息的轮番轰炸下报收于3262.31点，跌幅1.31%，股市未来走向再度成谜。专家指出，股市自身调整需要、投资

者情绪起伏、外围市场动荡等都是造成当前行情的主因。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双引擎”的发力，股市有望走出与中国

经济发展成就相匹配的“健康牛市”。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28 日电 （记者有之炘）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
协会 （SWIFT） 28 日发
布最新报告显示，人民
币已于 2014 年 11 月取代
加元及澳元，成为全球
第五大支付货币，紧随
美元、欧元、英镑和日
元。

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12月，人民币全球付款
额创历史新高，以 2.17％
的全球占有率紧随市场
份额为 2.69％的日元。而
在 2013 年 1 月，人民币在
全球支付市场的占有率
仅为 0.63％，全球排名第
13位。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
电讯协会银行市场部主
管威姆·雷迈克斯表示，
人民币晋升为全球五大
支付货币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代表了人民币
已由新兴货币过渡为常
用支付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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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中俄 （牡丹
江） 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揭牌
仪式暨国际文化金融交易所联
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据介绍，中俄 （牡丹
江） 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是国
际文化类交易平台，是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在中俄两
国文化交流领域的创新举措。
同期成立的国际文化金融交易
所联盟将以“交易提升文化价
值、金融助推文化产业”为目
标。 魏勤英摄

1 月 27 日，堆龙德庆县
岗德林村农民在温室花卉基
地内分拣长势良好的鲜花，
等待春节和藏历新年上市。

西藏堆龙德庆县岗德林
村位于拉萨郊区，近年来，
当地农民中的致富带头人成
立了蔬菜协会、花卉协会，
组织农民承包塑料大棚，教
授他们种植技术，组成藏族
农 民 自 己 参 与 的 专 业 合 作
社。此外，合作社利用城郊
优势打开市场，形成“产、
供、销、科、贸”一体化的
产业化经营。据了解，当地
农民人均年收入由 2004 年的
2600 多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
万多元。

新华社记者
觉 果摄

西 藏
蔬菜花卉合作社促增收蔬菜花卉合作社促增收

本报电（朱海滨、汪
绍文） 查获的象牙、狮子
皮、犀牛角，走私用的铁
索、弹弓、地道图，深圳
市民与这些珍贵神秘的海
关陈列品进行了零距离互
动。日前，为迎接国际海
关日，深圳海关举行“海
关开放日”活动，110 多
位市民朋友、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及媒
体记者参观了深圳海关陈
列馆。

据了解，深圳海关陈
列馆内展有珍贵历史图片
600 多张、历年来查获的
各类走私物品近 500 件，
以及现代化的查验设备、
各时期海关工作场景的模
拟等，生动展示了一幅深
圳海关为国把关，与走私
分子斗争，服务经济发展
的画卷。据统计，2014
年，深圳海关共查办走私
罪案300多宗，案值近47
亿元，位居全国海关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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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创下20年新低】

我国税收曾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仅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3 年税收增幅为个
位数，去年继续延续了这种下降趋势。国
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去年全国税务部门
组织税收收入1037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8.8%，增速为20年来最低。

“从税收收入结构看，反映出经济结
构调整态势良好。”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
王陆进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税收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5.8%和9.9%，二产税收占比
46.3%，三产税收占比53.5%。

高新技术行业税收增长快于传统行
业。王陆进介绍，以第二产业为例，其中
科技含量较高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税收
分别增长14.2%和15.9%，而传统制造业中
的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税收则分别仅增长3.4%、下
降2.8%和增长3.6%。

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税收增长11.7%，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税收增长20.4%，分别高于第三产业税收
收入增速1.8个百分点和10.5个百分点。

2014年营改增新试点行业顺利推进。

【“放水养鱼”产生效果】

对 于 税 收 超 过 GDP 增 速 ， 有 人 批
评，当前经济增速下滑，政府税收增长不
应该高于GDP。对此，有关专家指出，税
收增加也有结构性减税的功劳，在正视当
前宏观税负过高的同时，不能忽视税收背
后透出的诸多积极意义。

“虽然去年整体税收增幅高于 GDP，
但两项指标已很接近，比往年数据差缩小
很多，曾经有一年全国税收增长27%，而
GDP 是 9.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现在国家财政用于民生和经济结构
调整的支出大幅提高，财政杠杆作用发挥
得越来越大。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税收增加有结构
性减税的功劳。徐洪才说，去年结构性减
税让利很大，减税后企业负担减轻，放水
养鱼后，全社会经济总量扩大，特别是第
三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第三产业体量扩
大，税收同时增加。

“营改增的推进对第三产业保持稳中

有升的势头发挥了积极作用。”税务总局
新闻发言人郭晓林介绍说，同时，营改
增 相 关 产 业 税 收 持 续 快 速 增 长 。 2014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广播影视服务
业税收都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政策作
用非常明显。

据统计，截至 2014 年底，全国营改
增试点纳税人共计 410万户。全年有超过
95%的试点纳税人因税制转换带来税负不
同程度下降，减税 898亿元；原增值税纳
税人因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减税 1020 亿
元，合计减税1918亿元。

此外，从统计看，当前地方政府财事权
不匹配问题也有改善。去年中央级税收收
入增长7.4%，地方级税收收入增长9.9%。

【营改增是今年重头戏】

虽然税收增速逐年下降，但政府结构

性减税力度将继续加强，其中，营改增仍
是重头戏。郭晓林表示，税务部门将继续
推进营改增扩围，2015年力争将营改增范
围扩大到建筑业和不动产、金融保险业、
生活服务业，这些行业将增加 800万户试
点纳税人，户数是目前的两倍。

专家指出，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除营
改增外，清理取消部分行政性事业收费仍
会继续；针对小微企业的税费减免会继续
出台；减税政策将向国家鼓励发展的领域
倾斜，比如，“一带一路”走出去投资，
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的
建设等。

在减税的同时，今年财政赤字率有可
能适当提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报告 （2014-2015）》 预计，
2015年，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非预测性变
化，全国财政赤字宜掌握在 16500亿元上
下，比 2014 年增加 3000 亿元。如此，财
政赤字率可控制在2.5%左右。

新兴行业领跑“增长” 结构性减税将再加力

税收增幅去年为何超过去年为何超过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GDP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罗罗 兰兰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幅度

较上一年继续下降，但仍高于去年7.4%的 GDP增幅。对此，有人质疑，

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收税是否过多？专家指出，不能简单从一个数据下

结论。相较往年，去年税收增幅与GDP增幅差距缩小；同时，结构性减

税政策利好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经济总量扩大，税

收也因此同步增加。今年，减税力度将继续加大。

●看空气氛仍笼罩
成品油市场

近日因美国经济数据疲弱美元汇率下
跌，国际油价低位反弹。目前国内油价跌至
低位，看空气氛继续笼罩国内成品油市场，
业者多小单购进。观望后市，目前国际油价维
持低位水平，低油价将抑制石油投资热情，市
场担忧供应过剩情绪将有所缓解，预计国际油价
短期内将呈弱势盘整格局。

——新华 （大庆） 国际石油资讯中心分析师
李振国认为。

●农村是家电最具成长性市场

乡村已经成为家电行业竞争及“去产能”的大市
场这一命题是成立的。乡村具有“三高”特点，第一是
农村消费的增速要高于城市，第二是农村电商的增速
要高于城镇，第三是农村电商创造需求的能力高，农
村由于商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农村网络购
物所带动的或者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比较多。因此从
这“三高”的角度来说，农村是未来家电行业增长潜
力最大的市场，也是最具成长性的市场。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
萍表示。

●刺激难改中高速增长趋势

降准降息能在短期内改善预期，但新增资
金未必流向实体经济，可能流入股市，对实
体经济刺激作用有限。“刺激”在经济学上
是一个中性概念，不应把改革和刺激对立
起来，如果经济增速下滑过快，该刺激
还是要刺激，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经
济增速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
但刺激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
速增长的大趋势，也不能够解
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称。

（宦 佳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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