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下半年港股市场投资展望：

而今迈步从头越

2024年6月3日



核心要点

 港股在1月22日低见14,800点后完成熊市第二只脚落地，4月中下旬以来快速上涨，迎来技术性牛市。由于近期港
股上涨较快，短期内面临一定回调压力。站稳18,000点是港股真正完成熊牛转换的重要标志。

 本轮港股反弹势头已经超越熊市超跌反弹，宜高度重视。历史上看，熊市周期底部出现技术性牛市和短期回吐
后，中期继续上涨可能性较大。

 目前指数涨幅几乎全部来自风险溢价调整带来的估值修复，未来需要持续政策利好、无风险收益率下降及基本面
不断改善的配合才能支撑港股继续冲高。

 南向资金流入及外资交易型资金回流是本次上涨的主要动力。部分长线做多资金也开始试探性买入。未来，随着
市场对港股风险回报预期进一步改善，更多欧美长线资金有望回流。

 全球来看，6月美联储逐步放缓量化紧缩节奏，为减息做铺垫，但后续减息路径仍存不确定性。

 港股面临的下行风险主要包括：下半年美国大选临近，排华情绪容易带来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特朗普在民调中
仍然领先，特别是摇摆州偏向共和党，未来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联储降息节奏可能与市场预期出现偏差，需要
通胀下行趋势持续才能触发降息门槛；包括欧洲和美国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将显著上升，地缘政治风险
等。

 预计港股三季度延续走高，四季度区间震荡、波动性增加，恒生指数波动区间介于17,500-22,500点，国企指数波
动区间介于6,000-7,500点，科技指数介于3,500-5,000点。

 投资建议：建议下半年维持区间交易和哑铃型配置策略，但逐步转向成长，一方面继续持有高股息蓝筹和贵金属
矿业股，另一方面可精选互联网、科技、消费及制造业出海龙头，中资地产股有交易性机会。主题可关注：人工
智能+、新质生产力、制造业出海、设备更新改造、以旧换新、消费复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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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结束历史最长37个月熊市，进入技术性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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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资产走势从4月底出现明显转向。港股自4月19号开始显著上涨，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自年内低点（1月22号）累计涨幅分别
超过20%和30%，港股进入技术性牛市。

 截至5月6日，恒生指数连续10个交易日录得上涨，创2018年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历史上港股连涨10天以上总共发生13次（10天：9
次。11天：3次。14天：1次），而熊市周期的连涨10天情况更为罕见，上一次发生在2002年11月25号，而后市场于2003年4月25号
后开启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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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熊牛切换有足够量能支持，后续仍有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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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2000年后在长期底部区间出现的技术性牛市（+20%）进行统计，出现技术性牛市后的20、50、100、
150、200、和250个交易日的平均涨幅分别为-1%，6%，8%，13%，11%和14%（除20个交易日外， 50至250
个交易日的上涨概率均在70%以上）。

 历史上，出现技术性牛市后，后续平均上涨空间为70%，平均上涨时长为700个交易日。

 从成交量看，出现技术性牛市时成交额比前段熊市最低点平均高29%，此轮技术性牛市成交额比前低高28%，
量能配合上亦符合历史上较为典型的技术性牛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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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彭博，Wind，建银国际；数据截至2024-5-20

 本轮港股上涨几乎全部来自风险溢价调整带来的估值
修复。

 追溯2007年之后的深度调整周期，我们发现在大多数
情况下，市场在跌穿8倍估值底之后会快速向上修复2
倍市盈率左右，可视为中长期牛市的前兆。

 港股本轮下跌于1月22日跌破8倍市盈率，目前市盈率
已修复至10倍，基本完成估值修复。

 后续港股的继续上涨除有望受益于无风险收益率下降
之外，更需要盈利复苏支持。

本轮上涨主要源于风险溢价调整带来的估值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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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彭博，建银国际；数据截至2024-5-20 

空头回补支撑指数前期快速上涨

 4月19日以来的空头回补，支撑了指数前期的快速上涨。

 历史上看，恒生指数与卖空成交额占总成交额基本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近期此占比整体向上，指
数短期内可能面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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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彭博，CEIC，IIF，EPFR，建银国际

 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从2023年12月到今年3月，外资持有中国资产
总额上升大约3.6%，或者3344亿人民币。

 外资持有的股票总额持平

 外资持有的债券总额提升8.9%，或者3307亿人民币

 外资持有的存款总额提升4.2%，或者720亿人民币

 根据IIF的数据，2024年1月，中国市场低迷，中国股市流出32亿美元，
而这种情况在2月有所好转：今年2月流入中国股票账户的资金达到96

亿美元，为一年多来最多。3月份继续流入17亿美元。

 根据EPFR数据，过去几周港股市场海外资金净流出逐周收窄，并于上
周录得净流入，近期被动型资金流入明显。加上过去一个月其他市场
出现较大波动，外资为规避短期波动，区域性资金可能从海外市场转
投确认底部的港股，交易型资金是本次上涨的主要动力。欧美长线资
金回流需要长期基本面的实质性改善配合。

近期部分外资已见回流

7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
/2

0
1
4

7
/2

0
1
4

1
/2

0
1
5

7
/2

0
1
5

1
/2

0
1
6

7
/2

0
1
6

1
/2

0
1
7

7
/2

0
1
7

1
/2

0
1
8

7
/2

0
1
8

1
/2

0
1
9

7
/2

0
1
9

1
/2

0
2
0

7
/2

0
2
0

1
/2

0
2
1

7
/2

0
2
1

1
/2

0
2
2

7
/2

0
2
2

1
/2

0
2
3

7
/2

0
2
3

1
/2

0
2
4

外资持有中国资产总额

股票 债券 贷款 存款

(十亿人民币)

(30)

(20)

(10)

0

10

20

30

40

2
0
2

2
/1

2
0
2

2
/3

2
0
2

2
/5

2
0
2

2
/7

2
0
2

2
/9

2
0
2

2
/1

1

2
0
2

3
/1

2
0
2

3
/3

2
0
2

3
/5

2
0
2

3
/7

2
0
2

3
/9

2
0
2

3
/1

1

2
0
2

4
/1

2
0
2

4
/3

新兴市场资金流

中国股市资金流 其他新兴市场资金流 新兴市场总资金流

(十亿 美金)

(12)

(9)

(6)

(3)

0

3

6

9

12

1
/3

/2
0

2
4

1
/1

0
/2

0
2
4

1
/2

4
/2

0
2
4

1
/3

1
/2

0
2
4

2
/7

/2
0

2
4

2
/2

1
/2

0
2
4

2
/2

8
/2

0
2
4

3
/6

/2
0

2
4

3
/1

3
/2

0
2
4

3
/2

0
/2

0
2
4

3
/2

7
/2

0
2
4

4
/3

/2
0

2
4

4
/1

0
/2

0
2
4

4
/1

7
/2

0
2
4

4
/2

4
/2

0
2
4

5
/1

/2
0

2
4

5
/8

/2
0

2
4

5
/1

5
/2

0
2
4

港股海外资金流

主动型资金 被动型资金 总计

(亿美金)



南向资金情绪高涨，5月份以来南向净买入显著加快

数据 ：彭博，Wind，建银国际；数据截至2024-5-20 

 从资金流向来看，年初至今南向交易净流入不断加速，5月份以来流速进一步加快。

 截至今年4月份，南向交易占香港股票市场成交额的比例增至30.0%，比去年全年增长1.8个百分点，反映南向
交易影响力持续提升。

 4月份单月南向占比32.3%，5月份至今占比进一步提升至36.8%，南向投资者情绪高涨。

 2024年初至今(截至5月21日)累计南向交易净流入2,464亿港元，占2023年累计净流入的77%。

 在各行业中，南向投资者对金融、电讯和能源业的偏好程度似乎正不断加深，这几个行业亦受惠于国企中特
估和高股息主题。

 北向资金也从年初后维持净流入，今年以来净流入总额已超出去年全年的140%。

8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12/22 01/23 02/23 03/23 04/23 05/23 06/23 07/23 08/23 09/23 10/23 11/23 12/23 01/24 02/24 03/24 04/24 05/24

南向北向成交趋势

阶段1 阶段2 阶段3 北向成交净买入30mma 南向成交净买入30mma

(亿港元)

北向交易火热，南向交易冷淡

南向交易回升，北向交易变冷 南向交易加速，北向交易重新变暖



数据 ：彭博，CEIC，建银国际

 香港流动性今年以来持续改善：

 建银国际流动性指标成功确认港股长期底部（22年
10月底部）及1月熊市第二只脚落地不会再创新低：
流动性条件对后续增长提供强支撑。

 M3增长在2023年2月见底后回正，并且增速不断加
快。

 香港存款数据维持高位，近半年来持续增长：

 虽然股市及债市有一定的资金外流，钱并没有离开
香港。

 港元存款和外币存款持续上升，资金保留在香港银
行体系内。

流动性为后续上涨提供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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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官方预算赤字以及财政存款净提取和从其他财政账户转移

：国家统计局，CEIC，彭博，建银国际宏观团队预测

1Q23 2Q23 3Q23 4Q23 1Q24 2Q24F 3Q24F 4Q24F 2023 2024F 2025F

实际GDP (% 同比) 4.5 6.3 4.9 5.2 5.3 6.3 4.7 4.7 5.2  5.2  5.0  

工业增加值 (% 同比) 2.9 4.5 4.2 6.0 6.2 6.9 6.6 5.3 4.4  6.3  5.3  

固定资产投资 (% 同比，年初至今) 5.1 3.8 3.1 3.0 4.5 4.2 4.4 4.2 3.0  4.2  4.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5.8 10.7 4.2 8.3 4.7 3.7 5.4 5.9 7.2  4.9  4.0  

出口 (美元，% 同比) (1.9) (4.9) (9.9) (1.3) 1.5 5.4 6.0 1.7 (4.7) 3.7  2.7  

进口 (美元，% 同比) (7.3) (7.0) (8.5) 0.9 1.5 3.7 8.4 0.1 (5.5) 3.4  3.1  

消费价格指数 (% 同比) 1.3 0.1 (0.1) (0.3) 0.0 0.3 1.2 2.6 0.2  1.0  2.5  

生产价格指数 (% 同比) (1.6) (4.5) (3.3) (2.8) (2.7) (1.6) 0.0 1.3 (3.0) (0.7) 1.0  

社会融资规模（%同比） 10.3 9.3 9.3 9.8 8.7 8.6 8.5 8.4 9.8  8.4  8.0  

美元/人民币（期末值） 6.9 7.2 7.2 7.1 7.1 7.2 7.1 7.0 7.1  7.0  6.9  

七天回购利率（%期末值） 2.0 1.9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期末值） 10.75 10.75 10.50 10.50 10.00 9.75 9.75 9.75 10.50 9.75 9.75 

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期末值） 2.9 2.6 2.7 2.6 2.3 2.3 2.4 2.5 2.6  2.5  2.6  

有效预算内赤字（%占GDP比重）1 (4.6) (4.6) (4.5)

2024年中国经济预计温和复苏，外资对中国经济看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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