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点评：货币

政策发力要充足、精准、靠前 

稳增长获得验证激发基建投

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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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资提示： 

事件：2022 年 1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稳”本身就是最大的“进”，

做到以进促稳，一是充足发力，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

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二是精准发力，要致广大而尽精微，金融部门不

但要迎客上门，还要主动出击，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主动找好项目，

做有效的加法，优化经济结构；三是靠前发力，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

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 

“稳增长”持续获得验证，基建作为核心赛道充分受益。21 年下半年

我国货币政策前瞻性发力，7 月前瞻性降准 0.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

1 万亿元，11 月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再贷款，12 月再次全面降准 0.5 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 1.2 万亿，22

年 1 月 17 日下调 MLF 和公开市场逆回购利率 10 个基点。财政政策亦有

作为，2022 年 1 月 18 日上海市印发《2022 年上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

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争取上半年完成全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地方政府的相关表态折射出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我们

认为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持续夯实 22 年“稳增长”的确定性，基建作为稳

增长核心赛道充分受益，我们应对合理扩大有效投资范畴内的需求弹性保

有期待。 

电力工程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双碳”目标下电力行业深度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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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行业深度电气化是我国碳减排最可行路径，预计 2030 年用电需求 12.1

万亿度，十年复合增速 4.7%，对应电源侧投资 9.15 万亿元、其中风光发

电装机合计 17.6 亿千瓦，对应投资 7.79 万亿元；与此同时，新能源占比

提升催化电网（特高压）、配网、储能（抽水储能、电化学储能）以及上游

原材料资本支出等一系列建设需求增加，电力工程享有长期景气度，2022

年在逆周期调节的大背景下长短共振。 

新型“城镇化”仍在路上：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要素效率提

升的客观要求，保障性租赁住房、新型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市政管网建

设、水利、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等效率提升方向将是“十四五”基建投资的

主旋律；公司研究范式下，请重视自下而上预期变化（ROE 提升、成本改

善、现金流提升、国企改革）、资产重估（信用、优质业务）的建筑股投资

机会。 

低估值起点+驱动力乐观预期发酵助力建筑股获得超额收益。建筑板

块获得超额收益的必要条件是边际上正在形成对核心驱动力的乐观预期，

且股价尚未充分反映（如估值、仓位等），当前建筑行业 PE 和 PB 仍处在

历史估值底部，流动性边际宽松助力企业扩张，估值有望迎来修复。 

投资分析意见：展望 2022 年，我们认为投资需求边际改善的确定性

进一步夯实，重点推荐电力工程、预期改善的价值蓝筹和成本修复弹性标

的三个方向： 

1）电力工程领域：推荐新能源建设主力军中国电建、中国能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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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背景下崭露头角的优秀配网建设民营企业苏文电能，获得抽水蓄

能加持并开拓新能源发电业务的粤水电； 

2）推荐历史估值底部、预期改善的价值蓝筹，基建央企中国化学、中

国建筑、中国交建，地方国企安徽建工、四川路桥； 

3）关注 22 年有望迎来成本修复的弹性标的：精工钢构，鸿路钢构，

关注志特新材。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基建投资不及预期；订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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