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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Market市场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2022年以来A股市场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外资机构对

其兴趣依然浓厚，除了年内净买

入额已达251亿元的北向资金外，

获得巨量海外资金跟踪的富时罗素

指数体系也将A股上市公司视为“香

饽饽”。

上周末，富时罗素公布了旗舰

指数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下称

“富时GEIS”)季度审议结果，确

定将新纳入102只A股标的。有受访

券商人士表示，指数成份股调整，

短期将引起一些被动指数型基金的

换仓，新纳入的上市公司或将得到

更多被动资金的配置。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鲁股在

此次新纳入标的中占据不小份额，

共有华熙生物(688363 .SH)等9家公司

现身。从标的情况分析，这些鲁股

业绩多呈现上涨态势，其中石大胜

华(603026 .SH)预计去年实现归母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3 5 0 . 3 6 % -

381 . 15%；另外，9只鲁股市值均高

于50亿元，华熙生物更是达到566亿

元，流通性较好。

有专业人士指出，富时GEIS选

股逻辑多从流动性、成长性考虑，

从纳入富时罗素指数的A股整体表

现看，优于同期大盘，因此这一投

资策略值得投资者关注。

7只鲁股开盘上涨

业绩动力十足

2月18日晚，富时GEIS披露了

其新纳入102只中国A股标的，按照

相关条款，此次调整将于3月18日

收盘后正式生效。

作为全球第二大指数编制公

司，富时罗素的指数体系背后挂钩

巨量的海外资金，每次较大程度的

调整，往往会在短期内吸引被动指

数型资金的流动，因此新纳入的公

司名单备受市场关注。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此次富时

GEIS纳入的102只A股中，鲁股就占

据了9只，接近一成。9只鲁股分别

是华熙生物、石大胜华、冰轮环境

(000811 .SZ)、山推股份(000680 .SZ)、

鲁阳节能 ( 002088 .SZ)、联鸿新科

(003022 .SZ)、华特达因(000915 .SZ)、

景津装备(603279 .SH)、金雷股份

(300443 .SZ)。21日开盘后，这9只鲁

股中有 7只出现了明显上涨，其

中冰轮环境涨幅最高，跳空高开

逾1%。

有券商人士指出，富时罗素在

选股时，多以公司业绩为依托，从

流动性、成长性方面考量，因此被

其“青睐”的公司，多有优于大盘

的表现。如从“纳入富时罗素”指

数(8841165)看，该指数自2015年以

来涨幅超150%，远远优于A股表

现；而近一年来，该指数的涨幅也

约为10%，较同期下滑超10%的沪深

300指数，表现更好。

从此次新进富时GEIS名单的9

只鲁股看，它们去年均有亮眼的业

绩表现。例如，石大胜华预计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1 . 7亿-12 . 5亿元，同比增加

350 . 36%-381 . 15%；山推股份预计去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 . 81亿元-2 . 32亿

元，同比增长80%-130%；鲁阳节

能、华特达因则已经发布了2021年

业绩快报，报告期内归母净利润分

别同比增长44 . 41%、30 . 98%。

部分鲁股虽未披露去年全年业

绩情况，但是从去年前三季度看，

也有向好预期。例如，冰轮环境去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2 . 32亿

元，同比增长32 . 53%；金雷股份去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4 . 08亿

元，同比增长21 . 39%；华熙生物同

期则实现5 . 55亿元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26 . 91%。

另外，9只鲁股流通性较好，

市值均超过50亿元。其中，6家公

司市值超过百亿，其中华熙生物市

值最高，达到566亿元；山推股份

市值排名末位，但也达到66亿元。

部分鲁股已获机构看好

均集中在制造业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9只鲁股

均来自制造业，凸显山东在制造业

的优势。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这9家

山东上市公司中，已有多家获得券

商看好，近期更是频频引来机构调

研，目光均聚焦于公司在细分领域

的优势地位。

如招商证券分析师刘荣对冰轮

环境的研报中指出，公司是温控领

域龙头，宽幅冷热设备的应用场景

较大；同时从新事业板块来看，公

司在氢能领域布局领先，由此给予

“强烈推荐-A”投资评级。

冰轮环境近期还频频获得机构

调研，其2月18日发布的记录中显

示，易方达基金、朱雀基金、青岛

国信等多家机构的投资者与公司董

秘进行了电话会议，交流了双碳政

策形势以及碳捕集装备、氢能装备

的情况。

在鲁阳节能发布业绩快报后，

光大证券的分析师孙伟风表示，公

司产品竞争优势支撑业绩确定性增

长，同时，节能降碳政策不断推

进，行业需求有望不断扩容，持续

打开公司业绩天花板。由此给出了

“买入”评级。

当然，对于A股而言，富时

GEIS此次调整，也显现出了境外机

构对市场长期看好的态势。

中国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就认

为，进入2022年，我国年初各项政

策出台进一步表明稳增长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

性进一步降低了外资进入风险。其

次，中国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也为

外资流入提供了发展条件。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2年

全球跨国投资难以再实现快速增

长，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直接决定

了外资流向。坚持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不断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健全产

业配套、维护市场环境、提供政策

保障，同时加强疫情防控，成为培

育外资的“沃土”。

来自Wind资讯的统计显示，截

至2月18日，今年北向资金净买入

金额达到251亿元，自开通以来净

买入金额已达到1 . 66万亿元，A股

“吸金”效应愈发明显。

9只鲁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

华熙生物等“入富”“山东制造”添底气

这9只鲁股均

来自制造业，凸

显山东在制造业

的优势。从标的

情况分析，这些

鲁股业绩多呈现

上涨态势

导报讯(记者 王伟)2月21

日，2022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出

炉。2022年1月份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势

减弱，同比涨幅总体回落。山

东纳入统计的4个城市中，青

岛、烟台、济宁新房价格相比

上月均略有下降，济南时隔3个

月再次上涨。在二手房价格方

面，济南、青岛、烟台、济宁

均比上月有小幅回落。

统计数据显示，在新房价

格方面，1月份济南环比上涨

0 . 1%，同比上涨5 . 0%；青岛、

烟台、济宁环比均继续降价。

其中，青岛环比下降0 . 4%，同

比上涨3 . 7%；烟台环比下降

0 . 4%，同比上涨0 . 8%；济宁环

比下降0 . 5%，同比上涨3 . 7%。

二手房价格方面，1月份济

南、青岛、烟台、济宁同时出

现环比回落。其中，济南环比

下降0 . 3%，同比上涨0 . 7%；青

岛环比下降0 . 2%，同比上涨

1 . 1%；烟台环比下降0 . 5%，同

比上涨1 . 5%；济宁环比下降

0 . 6%，同比上涨0 .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8月到2020年3月，济南新

房价格曾经环比连续下降8个

月，2020年4月份首次持平，5

月份开始上涨。连续上涨3个月

后，8月份小幅回落，9月份又

持平，10月、11月、12月连续

回落。2021年1月，济南新房结

束三连降， 2月到 9月持续上

涨，10月份出现回落，11月继

续回落，12月结束两连降，与

前月持平，2022年首月开始上

涨。青岛新房2020年10月、11

月均下跌， 1 2月开始上涨，

2021年前8个月持续上涨，2021

年9月份与前月持平，10月出现

回落，11月、12月连续回落，

2022年首月继续回落。

2020年8月至12月，济南二

手房价格连续5个月下跌，2021

年 1月结束连降， 2月再次降

价，3月份到8月份连续上涨，9

月结束连涨出现回落，10月、

11月、12月连续回落，2022年

首月继续回落。2020年9月至

2021年1月，青岛二手房价格连

续5个月下跌，2021年2月结束

五连降，3月份到8月份持续上

涨，9月份出现回落，10月、11

月、12月连续回落，2022年首

月继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绳国庆分析称，2022年1月

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

势减弱，同比涨幅总体回落。

其中，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 . 3%转为上涨0 . 1%；二手住宅

环比下降0 . 2%，降幅比上月收

窄0 . 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分别下降0 . 2%和0 . 4%，降

幅比上月均收窄0 . 1个百分点。

1月70城房价变动情况出炉

新房价格济南环比微涨
青岛烟台济宁略降

<<上接1版

“工信部等职能部门还需严格

把关，加大对出厂手机的检验力

度、加强对市场中销售智能手机

的抽检，对违反规定的厂商依法

依规严厉查处。此外，也要提供便

捷畅通的举报投诉渠道，发动数量

众多的智能手机用户，共同向预装

软件不可卸载的行为宣战。”张峰

表示。

警惕SDK违规收集信息

在2月18日，工信部通报了今

年第一批侵害用户权益的App，其

中就包括13款内嵌第三方SDK存在

违规收集用户设备信息的行为。

本次被通报的SDK所涉问题

均为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中8款

SDK收集了安卓 I D，4款收集了

IMEI号，3款收集了Mac地址，两款

收集了IMSI号，各有一款分别收集

了传感器信息、ICCID以及设备安

装列表。

对此，市民方毅有些疑问，

SDK是什么？为什么SDK也会违规

收集个人信息？

手机软件研发工程师刘龙告

诉 经济导报记者，SDK的全称是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即软

件开发工具包，可以为手机App提

供某种服务，比如地图、支付、

社交等。

“比如我想做一款本地生活

类App，除了提供注册、申请等

功能外，还需要定位和支付功

能。如果所有功能都自己开发，

我将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同时开发出的东西可能B u g很

多。恰好，B公司有定位功能，C

公司有支付功能，而且封装成了

一个包(SDK)，为了节省成本我

可以直接付钱购买B公司和C公司

的包，调用SDK放到我的App里

面。”刘龙举例说。

“SDK已经被广泛集成和应

用，因此Ap p或多或少的都有

SDK。”刘龙说，“需要注意的

是，SDK相当于在软件开发过程

中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成品开发

工具。使用现成的开发工具可

以提升软件开发效率，但部分

SDK会存在违规获取用户信息的

情况，采用该SDK开发的App，

会在后台自动进行过度索取信息

的行为。”

“确实如此，我玩个游戏，

你要我的地址信息干啥，还要读

取我的通讯录；拍个视频，也要

我的地址信息。甚至有款游戏需

要QQ授权登录，但同时还想要

我允许查看我的腾讯微云。你一

个游戏，为何要看我存在云盘里

面的东西？”方毅说。

授权要谨慎

在张峰看来，由于SDK对所有

App具有通用性，即很多App可能都

嵌入了同一个SDK，因此一旦某个

SDK窃取用户个人隐私，将会涉及

众多App。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2021年

软件开发包 ( SDK )安全研究报告》

显示，SDK已经成为移动应用生态

中的重要一环。报告显示，目前国

内一款A p p平均能集成超过 2 0款

SDK，其中体育运动类、医疗健康

类和时尚购物类App平均使用第三

方SDK数量位列前三，分别是30 . 6、

30 . 5和28 . 6。此外，报告显示，被100款

以上App集成的第三方SDK代码包超

过3万款。

张峰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虽然

一些遵守规则的企业会在隐私条款

中告知用户将收集哪些信息，并在

首次开启权限时以弹窗告知形式征

询用户的同意。但问题是，对于满

屏的文字，很少有消费者能仔细看

下去，大多数都是等倒计时结束就

点击同意按钮。“此外，虽然有些

App在隐私政策中已经告知用户将收

集哪些信息，但并未明示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这

就增加了信息滥用的风险。”张峰

表示。

张峰以手机中的一款名为“开

心消消乐”(版本号1 . 104)的游戏为

例，在查看《第三方信息共享清

单》后发现，该软件集成了2 9款

SDK，而具有推送消息和投放广告

的SDK超过20款。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2020年

“央视3·15晚会”上，就曝光了由

2家公司开发的部分SDK插件，而这

些SDK会窃取用户手机中短信、通

讯录等个人隐私信息，尤其是短信

内容会被全部传走。这些内嵌SDK

插件的应用则有50多款应用。同年

1 1月，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 信 息 治 理 工 作 组 发 布 的 通告

称，35款App存在个人信息收集使

用问题。被点名的App中，过半都

存在未逐一列出嵌入的第三方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类型等

问题。

如何预防SDK收集个人信息？

对此，张峰建议，管理好收集

的授权信息，不要App要什么权限

就给什么权限。

“手机授权一定要谨慎，一个

壁纸软件，顶多给一个保存到相册

的权限，别的权限都别给。如果不

给权限不让用，那就直接卸载。”

张峰说，“除了权限外，还要注意

电池使用率，看看用电量最高的几

个App跟你的使用习惯是否匹配，

如果自己很少使用的App用电量很

多，八成是有问题的。”

厂家预装App的经济考量

导报讯 2月18日，证监会

召开2022年债券监管工作会议

分 析 当 前 形 势 ， 研 究 部 署

2 0 2 2年债券监管重点工作。

会议提出， 2 0 2 1年交易所债

券市场总体保持稳定健康发

展。要更加突出公开透明，

全面深化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

和扩大开放。

近年来，监管部门深化债

券市场境内外互联互通，完善

相关规则制度，多措并举提高

对外开放程度。

2月18日，证监会公开部分

2021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

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其

中，证监会在对《关于推动我

国交易所债券市场进一步对外

开放的提案》的回复中表示，

为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

放，证监会正积极研究扩展境

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交易所债券

市场的渠道，丰富投资者结

构，拓宽多元化资金来源。同

时，证监会也在积极探索研究

境外投资者通过交易所市场与

境外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机制

进行债券投资。

证监会还表示，正在抓紧

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熊猫债发

行规则制定工作，对境外机构

发行债券的主体范围、审核备

案要求、会计准则适用、中介

机构准入以及外汇管理等进行

明确。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在

推进境内债券市场的互联互

通。今年1月20日，经央行和证

监会批准，沪深交易所等联合

发布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

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业务暂

行办法》。这意味着境内债券

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建设迈出了

重要一步。

“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

从政策层面优化、加快债券市

场对外开放。”中诚信国际研

究院助理总监卢菱歌表示，监

管部门搭建了境外机构投资我

国债券市场的整体性监管框

架，统一市场准入管理和资金

管理，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操作

安排，增强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同时，监管部门还多措并举吸

引境外机构参与我国债市。具

体措施包括优化熊猫债监管制

度、拓宽外资流入途径、延长

税收优惠时间、提高金融基础

设施服务水平等，为境外机构

入市提供更大便利。

与此同时，证监会进一步

健全债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为市场各主体提供法律保障。

证监会印发的2022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显示，证监会将配合国

务院有关部门做好《公司债券

监督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

制定、修改工作。

对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互联

互通机制、提高债市对外开放

水平，上海财经大学法学教授

麻国安表示，监管部门需要持

续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境外投

资者入市便利。同时，应尽快

与国际市场法律法规接轨，减

少境外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促

进外资更深层次地参与我国债

券市场，激发债券市场活力。

(邢萌)

证监会2022年债券监管重点：

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机制
提高债市对外开放水平

纳入富时罗素指数的9只鲁股表现均较突出，其中华熙生物市值最高。

证监会正积极研究扩展境外机构投资者进

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渠道，丰富投资者结构，拓

宽多元化资金来源

2022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势减弱，同比涨幅总体

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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