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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通前瞻：深圳市場聚焦中國新經濟 
 

4 月 21 日以來，港股通連續三個多月的交易日錄得資金凈流

入，每日使用額度餘額曾觸及 45.73%的低位。
1
截至 8 月 15 日收

市，滬股通餘額 49.91%，港股通額度僅余 18.08%。
2
步入七月以來，

在全球流動性寬鬆預期升溫帶動之下，港股擺脫上半年表現疲弱

行情，市場對深港通的期待也是推升氣氛回暖的重要因素。相信

隨著深港通啟動在即，聚焦中國新經濟成長前景的深圳股市將成

為吸引國際投資者關注的新亮點。 

 

從四項指標認識深市 

 

由於上海股市中金融、傳統工業等大型藍籌股雲集，A+H 上市

的股票較多，香港投資者對深圳股市的瞭解相對較少。深圳股市

有哪些主要特點呢？一是市值較細、數量更多。8 月 15日收市後

上海和深圳 A 股上市公司分別有 1109 和 1787 家，總市值分別為

27.12 和 21.83 萬億元人民幣
3
；二是結構更為多元化。深圳股市

分為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中小板、創業板分別有 794 和 518

家，均高於主板的 467家
4
。從覆蓋 500只企業的深證成份指數來

看，信息技術、工業、可選消費、金融地產、原材料、醫藥衛生

行業企業權重分別為 22.01%、15.29%、15.22%、14.01%、11.54%

和 8.43%
5
；三是成交趨於活躍。自去年 8 月以來，深圳 A 股成交

持續超越上海 A 股。以 7 月統計為例，上海 A 股和深圳 A 股日均

成交分別為 2252.7 和 3801.68億元人民幣。
6
深圳市場活躍度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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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場漸成內地 A 股的新常態；四是市盈率較高。去年深圳市

場 PE 值為 52.75 倍，其中中小板與創業板分別為 68.06 倍和

109.01 倍，高於上海 A 股的 10.99 倍。今年 8 月 15 日深圳 A 股

PE值回落至 41.91倍,仍高於上海 A 股的 15.56倍，更顯著高於港

股主板市場的 10.66 倍。7 

 

深市公司多元化與成長性兼具 

 

從深市上市企業去年年報來看，傳統產業持續承壓，轉型倒

逼機制顯現與新興產業表現突出、創新驅動初現成效形成鮮明對

比 。以年度股東凈利潤為例，深市主板企業同比萎縮 0.35%，中

小板和創業板則分別增長 12.96%和 24.84%8。可見中小板與創業板

是深市有別於上海股市的獨特優勢，也是吸引國際投資者關注中

國新經濟成長的亮點。其中，中小板指數自 2006 年 1月發佈，涵

蓋蘇寧云商、海康威視、金風科技、比亞迪、科大訊飛等新興龍

頭企業，信息技術企業權重 29.24%，近三年年化收益率為 25.6%，

波動率為 30.8%；創業板指數自 2010年 6月發佈，涵蓋樂視、機

器人、華誼兄弟、東方財富、網宿科技等龍頭股，信息技術企業

權重 46.52%，同期年化收益率和波動率分別為 56.08%和 37.28%。
9截至今年 4月底，深市中小板和創業板共有戰略性新興產業公司

609家，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行業、綠色產業（節能環保、新能

源、新能源汽車）以及文化產業公司凈利潤同比增長分別 23.35%、

6.09%和 24.21%。互聯網相關上市公司（屬於新一代信息技術行業）

凈利潤增速更高達 105.66%。10 

 

6月 20日，深交所對深證成份指數、中小板指數、創業板指

數等實施樣本股定期調整。資訊技術行業繼續保持深成指第一大

權重行業的地位，權重達到 23%；可選消費行業為第二大行業，權

重為 16%。調整後的行業結構與深圳市場更為接近，凸顯以新興產

業為主的特徵。同時，調樣後創業板指數中資訊技術行業的成份

股數量增至 50 家，在指數中的合計權重近 50%，體現創業板市場

服務新興產業和新經濟的戰略格局。 

 

市場期待已久的“深港通”將會在“深股通”中納入市值 60

億元人民幣及以上的深證成份指數和深證中小創新指數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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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A+H 股公司股票，並在額度設計

有所優化，不再設總額度限制，那麼深市上市公司行業、地域多

樣性和企業成長性優勢料可為投資者提供更為多元化選擇。加上

深市上市企業結構與香港差異較大，互補性較強，新經濟類股票

對香港及海外投資者或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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