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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   
传媒互联网 2023 业绩&2024Q1 基金持仓点评： 

供需提振驱动景气度向上，配置比例小幅回升   
➢ 2023 年业绩综述：供需双端提振，传媒互联网板块整体回升 

随着疫后经济复苏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以及供给侧游戏、影视等内容数量、

质量提升，2023年传媒互联网板块整体业绩回升。分板块来看： 

游戏：随着供给侧游戏版号发放进入常态化，2023年后国内游戏行业景气

度持续回升，实际销售收入为 3030 亿元，同比增长 14%。A 股游戏上市公

司整体表现稳健，2023年总营收为 863亿元，同比增长 3%，受竞争格局变

化影响低于行业增速。我们预计 2024年国内游戏市场规模有望维持 10%左

右增速，其中关注新游戏储备丰富、核心品类竞争格局较好的游戏研发商。 

影视：2023年国内电影院线迎来供需两侧的双重复苏，推动 A股影视板块

整体营收达 562亿元，同比增长 21%；归母净利润 30亿元，同比实现扭亏

为盈。2024年以来电影市场加速修复，主要系优质影片内容供给推动观影

人次提升，其中多元题材的进口片引进数量较往年显著提升。头部电影院

线企业，以及内容储备丰富的片方有望持续受益。 

营销：广告营销顺周期属性较强，在低基数之上显著修复。A 股营销板块

2023 年营收达 1905 亿元，同比增长 8%；归母净利润 63 亿元，同比增长

567%。展望 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复苏，消费品等行业投放需求释放，广

告营销市场有望进一步修复，其中电梯、影院等线下渠道弹性相对较高。 

出版：出版企业主营业务多为各省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市场需求

刚性、业绩整体稳健。A股出版板块 2023年营收 1442亿元，同比增长 3%；

归母净利润 205亿元，同比增长 27%。展望 2024年，在国企改革持续推进

的背景下，关注业务稳健、现金充沛、分红意愿较强的优质出版类企业。 

互联网：随着宏观经济复苏，多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改善，降本增效成

果显著。2023年港股互联网板块营收 31746亿元，同比增长 7.6%，增速同

比下滑；归母净利润为 2749亿元，同比增长 6.5%，重回增长轨道。此外，

各大互联网企业加大回购力度，提升股东回报，彰显公司对未来的信心。 

➢ 2024Q1 持仓分析：重仓比例环比提升，但仍处于低配水平 

截至 2024Q1末，传媒互联网板块整体（A股传媒+港股互联网）持仓比例为

3.42%，环比+0.39pct。其中 A 股传媒持仓比例为 0.88%，较 2023Q4 环比

+0.14pct；港股互联网持仓比例为 2.54%，较 2023Q4环比+0.25pct。整体

来看板块关注度小幅提升，但重仓比例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 投资建议 

A 股传媒：随着供给侧游戏、影视等内容持续丰富，以及需求侧用户消费意

愿、能力提振，内容行业景气度有望维持增长态势。同时，生成式 AI引领

的技术变革持续演进，内容行业作为 AIGC落地场景有望率先受益。建议关

注新品储备丰富、竞争格局较好的内容制作方恺英网络、巨人网络、芒果

超媒；以及稀缺性布局 AI应用的昆仑万维、盛天网络。 

港股互联网：随着宏观经济复苏，多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改善，且估值

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公司持续回购，结合外资流入，港股互联网配置价值

明显。建议关注美团（竞争趋缓）、快手（利润持续释放）、哔哩哔哩（经营

改善，2024年实现盈亏平衡）、美图公司（付费渗透率和客单价双升）。   
风险提示：竞争加剧风险、行业监管风险、经济发展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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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业绩综述：供需双端提振，整体业绩回升 

随着疫后经济复苏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以及供给侧游戏、影视等内容数量、质量

提升，2023年传媒互联网行业整体业绩回升，营收、利润端重回增长轨道。2023年，

传媒互联网板块（A股传媒+港股互联网）营收同比增长 7.5%至 36497亿元；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 15.1%至 3138亿元。 

图表1：历年传媒互联网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2：历年传媒互联网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1 A 股传媒公司：景气度整体回升，内容行业呈现分化 

A股传媒（中信）行业公司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5536 亿元，同比增长 7%；实现

归母净利润 391 亿元，同比增长 369%。分子板块来看，我们分别对游戏、影视、营

销、出版子板块 2023年业绩进行梳理。 

图表3：A 股部分传媒公司 2023 年业绩梳理（亿元） 

子板块 公司简称 总市值 2024E PE 2023 年营业收入 YoY（%） 2023 年归母净利润 YoY（%） 

游戏 三七互娱 370.38 11.66 165.47 0.9% 26.59 -10.0% 

游戏 世纪华通 348.78 14.10 132.85 15.8% 5.24 - 

游戏 恺英网络 253.78 13.54 42.95 15.3% 14.62 42.6% 

游戏 巨人网络 232.68 15.24 29.24 43.5% 10.86 27.7% 

游戏 完美世界 194.00 18.48 77.91 1.6% 4.91 -64.3% 

游戏 神州泰岳 190.03 18.24 59.62 24.1% 8.87 63.7% 

游戏 吉比特 140.95 12.71 41.85 -19.0% 11.25 -23.0% 

游戏 掌趣科技 139.67 44.20 9.82 -19.1% 1.87 94.3% 

游戏 浙数文化 128.98 16.66 30.78 -40.7% 6.63 35.4% 

游戏 顺网科技 80.88 47.30 14.33 27.5% 1.70 - 

游戏 盛天网络 62.84 20.28 13.29 -19.8% 1.69 -23.8% 

游戏 宝通科技 59.24 16.32 36.55 12.2% 1.06 - 

游戏 紫天科技 43.87 9.53 21.88 25.3% -12.10 -792.4% 

影视 芒果超媒 438.50 21.02 146.28 6.7% 35.56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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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万达电影 318.84 21.66 146.20 50.8% 9.12 - 

影视 光线传媒 274.59 25.29 15.46 104.7% 4.18 - 

影视 中国电影 222.17 30.10 53.34 82.7% 2.63 - 

影视 华策影视 161.59 34.07 22.67 -8.4% 3.82 -5.1% 

影视 上海电影 139.48 60.19 7.95 115.9% 1.27 - 

影视 捷成股份 136.92 20.95 28.00 -28.3% 4.50 -13.6% 

影视 奥飞娱乐 104.84 46.39 27.39 3.1% 0.94 - 

影视 横店影视 103.88 31.15 23.49 64.6% 1.66 - 

影视 博纳影业 99.10 25.99 16.08 -20.1% -5.53 - 

影视 百纳千成 52.09 15.39 4.32 -7.9% -1.86 -993.7% 

影视 慈文传媒 39.42 54.00 4.61 -1.1% 0.28 -43.9% 

出版 凤凰传媒 259.58 14.26 136.45 0.4% 29.52 41.8% 

出版 中南传媒 217.50 15.21 136.13 9.2% 18.55 32.6% 

出版 山东出版 213.07 12.68 121.54 8.4% 23.76 41.4% 

出版 浙版传媒 192.44 13.49 116.74 -0.9% 15.09 6.8% 

出版 皖新传媒 145.01 13.38 112.44 -3.8% 9.36 32.2% 

出版 南方传媒 132.05 13.92 93.65 3.4% 12.84 36.1% 

出版 时代出版 56.13 16.04 86.43 13.0% 5.55 61.2% 

出版 城市传媒 50.88 15.61 26.92 5.4% 4.08 21.4% 

出版 世纪天鸿 37.66 69.09 5.07 17.2% 0.42 18.9% 

出版 新经典 29.74 16.50 9.01 -3.9% 1.60 16.8% 

营销 分众传媒 938.74 16.28 119.04 26.3% 48.27 73.0% 

营销 蓝色光标 161.69 44.03 526.16 43.4% 1.17 - 

营销 智度股份 85.27 27.18 28.86 8.6% 2.98 - 

营销 三人行 77.04 6.57 52.84 -6.5% 5.28 -28.3% 

营销 浙文互联 74.37 30.75 108.18 -26.6% 1.92 137.9% 

营销 兆讯传媒 40.51 22.30 5.97 3.6% 1.34 -30.1% 

营销 华扬联众 23.69 47.12 55.00 -35.3% -6.89 - 

广电 东方明珠 231.97 32.76 79.73 18.9% 6.02 243.6% 

广电 新媒股份 87.22 12.62 15.23 6.6% 7.08 2.4% 

电商 焦点科技 108.72 22.75 15.19 3.8% 3.79 26.1% 

电商 遥望科技 54.72 79.65 47.77 22.5% -10.50 - 

线下文娱 锋尚文化 49.39 19.28 6.77 111.5% 1.34 813.9%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其中 2024E PE 采取 Wind 一致预期数据 

 

游戏板块：行业景气度回升，上市公司业绩增速低于行业水平。随着供给侧游戏

版号发放进入常态化，2023年国内游戏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实际销售收入为 3030

亿元，同比增长 14%。而 A股游戏上市公司 2023年总营收为 863亿元，同比增长 3%，

低于行业增速。受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以及新游上线周期影响，公司业绩整体呈现分

化。其中，1）巨人网络、神州泰岳、恺英网络等 2023 年新品表现优异，叠加 2022

年低基数影响，实现营收、利润的同步高增；2）三七互娱、吉比特、完美世界等由

于老游戏流水下滑，新游戏上线周期影响，业绩出现同比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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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国内游戏行业维持较高景气度。根据伽马数据，2024Q1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 726.38 亿元，同比增长 7.6%；其中移动游戏实际销售收入 528.95 亿

元，同比增长 8.63%。主要原因系寒假、春节居家红利，以及长线游戏运营活动的集

中推出。此外，截至 4 月 29 日，2024 年已发放 428 个国产游戏版号，46 个进口版

号，达到 2023年全年的 44%/47%。展望 2024年，我们认为国内游戏行业供给侧有望

维持高景气度，整体市场规模有望随着头部新产品上线、以及小程序游戏扩张维持稳

健增长。其中关注新游戏储备丰富、核心品类竞争格局较好的游戏研发商。 

图表4：历年 A 股游戏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5：历年 A 股游戏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影视板块：2023 年国内电影院线迎来供需两侧的双重修复，其中需求额受益于

“出行链”复苏，影院营业率、上座率在去年低基数基础上显著提升；供给侧受益于

各档期优质影片的持续释放。行业修复之下，A股影视板块整体营收达 562亿元，同

比增长 21%；归母净利润 30亿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从公司业绩来看，万达电影、

中国电影等头部院线，以及上海电影、横店影视等地方院线均实现营收高增，同时扭

亏为盈。 

2024 年以来，电影院线板块景气度持续修复，整体呈现“档期火热，非档期坚

挺”的态势：1）档期：春节档、清明档期票房分别达到 80.51/8.42 亿元，均突破历

史新高；2）非档期：24年 3月电影票房 27.86亿元，占 24Q1 票房比重达到 17%，为

过去五年中最高。背后主要原因系，优质影片内容供给推动观影人次提升，其中多元

题材的进口片引进数量较往年显著提升。展望 2024年，我们认为国产片备案、进口

片引进有望维持较为宽松的节奏，驱动观影意愿进一步提升。头部电影院线企业，以

及内容储备丰富的片方有望持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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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历年 A 股影视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7：历年 A 股影视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营销板块：广告营销顺周期属性较强，在 2022 年低基数之上显著修复。A股营

销板块整体营收达 1905 亿元，同比增长 8%；归母净利润 63 亿元，同比增长 567%。

从场景来看，梯媒龙头分众传媒营收、归母净利润分别实现 26%/73%的较高增速；整

合营销服务提供商蓝色光标营收同比高增 43.4%，归母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据 CTR数据，2024年 1-2月国内广告市场同比增长 7.5%，维持修复态势。其中

梯媒景气度高于行业均值，电梯 LCD渠道花费同比增长 25.8%，电梯海报渠道花费同

比增长 25.1%。从投放需求来看，家用电器、娱乐休闲、商服等生活娱乐相关的行业

增长显著，其中家用电器行业户外广告投放费用同比增长 294.1%。展望 2024年，我

们认为随着国内经济复苏，消费品等行业投放需求释放，广告营销市场有望进一步修

复，其中电梯、影院等线下渠道弹性相对较高。 

图表8：历年 A 股营销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9：历年 A 股营销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出版板块：国内出版类上市公司以各省出版类国企为主，主要营收利润来源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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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市场需求刚性、业绩整体稳健。A股出版板块整体营

收 1442 亿元，同比增长 3%；归母净利润 205亿元，同比增长 27%。展望 2024年，在

国企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关注业务稳健、现金充沛、分红意愿较强的优质出版类

企业。 

图表10：历年 A 股出版板块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11：历年 A 股出版板块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2 港股互联网：利润端重回增长，加码回购重振市场信心 

受宏观环境影响，港股互联网板块 2023年营收增速承压。2023年，港股互联网

板块实现营收 31746 亿元，同比增长 7.6%，营收增速持续下滑。利润端重回增长，

2023年港股互联网板块归母净利润为 2749亿元，同比增长 6.5%。 

图表12：历年港股互联网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表13：历年港股互联网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港股互联网个股业绩分化。营收方面，东方甄选、携程、同程旅行表现亮眼，营

收同比增速超过 80%，其中东方甄选营收同比增长 651%达 45亿元。美团、快手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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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较高增长，同比增速超过 20%，腾讯、阿里、京东、网易同比增速在个位数。从利

润端来看，各厂商呈现分化。携程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607%达 99亿元，美团、快手、

同程旅行以及东方甄选均扭亏为盈，哔哩哔哩亏损同比收窄 35.7%。腾讯归母净利润

同比下降 38.8%至 1152亿元。 

图表14：港股互联网部分公司 2023 年业绩梳理（亿元） 

 

证券代码 公司简称 总市值 2024E PE 2023 营业收入 YoY(%) 2023 归母净利润 YoY(%) 

0700.HK 腾讯控股 29802.3 19 6090.2 9.8% 1152.2 -38.8% 

9988.HK 阿里巴巴-SW 13750.4 14 8686.9 1.8% 725.1 17.0% 

3690.HK 美团-W 6304.8 26 2768.5 25.8% 138.6 - 

9999.HK 网易-S 4400.9 15 1034.7 7.2% 294.2 44.6% 

9618.HK 京东集团-SW 3409.8 12 10846.6 3.7% 241.7 132.8% 

9961.HK 携程集团-S 2397.4 27 445.1 122.1% 99.2 606.9% 

1024.HK 快手-W 2235.7 18 1135.3 20.5% 64.0 - 

1698.HK 腾讯音乐-SW 1570.2 27 277.5 -2.1% 49.2 - 

0780.HK 同程旅行 425.5 21 120.3 82.4% 15.5 - 

9626.HK 哔哩哔哩-W 398.4 - 225.3 2.9% -48.2 -35.7% 

0772.HK 阅文集团 261.0 24 70.2 -8.0% 8.0 32.3% 

1797.HK 东方甄选 158.2 24 45.1 651.3% 9.7 -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其中 2024E PE 采取 Wind 一致预期数据 

 

加码回购，重振市场信心。随着 2023年港股互联网公司利润端改善，各大港股

互联网公司加大回购力度，提升股东回报，彰显公司对未来的信心。腾讯在 2023年

回购次数高达 124 次，回购金额高达 62 亿美元，回购金额占 2023 年底腾讯市值的

1.74%，2023年腾讯回购金额已超过过去十年回购金额总和。阿里也开启大规模回购，

阿里 2023 财年回购金额高达 109 亿美元，回购金额占 2023 年底阿里市值的 4.1%。

进入 2024 年以来，部分港股互联网公司持续回购。截至 4 月 11 日，腾讯控股今年

以来回购金额超过 200亿港元，去年同期为 60.38亿港元，增幅达 245.23%。 

我们认为，港股互联网公司大力度回购体现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提升港股流动性，港股互联网板块配置价值提升：1）港股互联网公司盈利改善，

结合互联网公司持续优化经营效率，有望推动经营利润持续释放；2）政策端改善，

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出现积极变化，利好港股互联网公司；3）全球资产配置

风向变化，外资持续流入。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报告，2024年 3月，外资

净买入中国股票和债券的金额分别达 17亿美元和 21亿美元，是自 2023年 6月以来

中国股票和债券首次同时获得外资净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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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部分港股互联网公司 2023 年回购梳理 

公司 年份 回购次数 
回购股份 

（万股） 

回购股数/年底

股份数 

回购金额 

（亿美元） 

回购金额/

年底市值 

回购金额/当年

净利润 

腾讯控股 
2022 年 104 10708 1.12% 43 1.04% 16% 

2023 年 124 14870 1.57% 62 1.74% - 

阿里巴巴 
FY2023 - 103917 5.06% 109 4.10% 102% 

2023 年 - 89790 4.41% 95 4.80% - 

美团 
2022 年 - - - - - - 

2023 年 - - - - - - 

百度 
2022 年 - - - 2.76 0.70% 25% 

2023 年 - - - 3.51 0.80% - 

网易 

2022 年 - - - 11.96 2.50% 41% 

2023 年 - - - 
6.42（2023 年前

三季度回购金额） 
1.10% -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2. 2024Q1 持仓分析：重仓比例环比提升，但仍处于低配水平 

公募基金 2024年一季报已披露完毕，我们按惯例选取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

合型基金、平衡混合型基金以及灵活配置型基金作为样本分析重仓持股情况。从中信

一级行业（A股+港股通）来看，传媒基金持仓比例为 2.9%，环比+0.1pct。全行业对

比来看，2024年一季度传媒在基金配置比例排名中信一级行业第 13名，环比提升幅

度排名第 12。从走势来看，2024 年一季度中信传媒板块累计下跌 2.1%，绝对收益位

居中信一级行业排名第 13名。 

图表16：2022Q3-2024Q1 传媒互联网基金持仓比重 

 
图表17：近两个季度各行业基金持股市值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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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23Q4 及 2024Q1 各板块基金配置比例 

 
图表19：各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2.1 A 股传媒：影视、出版、营销 Q1 重仓比例环比提升 

从细分板块来看，2024Q1 传媒板块重仓比例排序依次为影视（0.255%），游戏

（0.250%），营销（0.245%），出版（0.049%）。从持仓环比变动来看，影视（+0.16pct）、

营销（+0.02pct）、出版（+0.04pct）重仓比例环比提升，游戏（-0.1pct）减配。 

图表20：2024Q1 A 股传媒各子行业基金重仓市值占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21：2024Q1 末 A 股传媒板块基金重仓市值前 15 名标的一览 
 

持股数量（亿股） 持股总市值（亿元） 重仓持股比例 重仓市值占比变动 重仓基金数量 重仓基金数量变动 

分众传媒 6.31 41.12 0.236% +0.031pct 94 7 

恺英网络 1.88 20.76 0.119% +0.045pct 85 24 

光线传媒 1.41 15.01 0.086% +0.066pct 69 48 

万达电影 0.88 13.44 0.077% +0.062pct 46 35 

0.255% 0.250% 0.245%

0.049% 0.047% 0.027% 0.008%
0.0%

0.2%

0.4%

0.6%

0.8%

1.0%

1.2%

影视 游戏 营销 出版 其他 版权平台 广电

2023Q1 2023Q2 2023Q3 2023Q4 2024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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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 0.21 7.62 0.044% +0.009pct 24 6 

神州泰岳 0.64 6.02 0.035% -0.014pct 33 -7 

巨人网络 0.41 4.88 0.028% +0.016pct 29 14 

名臣健康 0.18 4.14 0.024% +0.001pct 6 -2 

三七互娱 0.23 4.03 0.023% -0.079pct 37 -27 

上海电影 0.13 3.75 0.022% +0.004pct 20 3 

慈文传媒 0.30 2.57 0.015% +0.011pct 11 9 

芒果超媒 0.10 2.51 0.014% +0.004pct 9 2 

华策影视 0.24 2.37 0.014% +0.001pct 6 -3 

中文传媒 0.15 2.22 0.013% +0.010pct 16 4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影视：2024Q1影视基金重仓比例环比+0.16pct至 0.255%，其中光线传媒 0.086%

（+0.066cpt），万达电影 0.077%（+0.062pct），上海电影 0.022%（+0.004pct）。 

图表22：主要影视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情况 

 
图表23：主要影视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环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游戏：2024Q1游戏基金重仓比例环比-0.1pct至 0.250%，其中恺英网络 0.119%

（+0.045cpt），神州泰岳 0.035%（-0.014pct），巨人网络 0.028%（+0.016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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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4：主要游戏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情况 

 
图表25：主要游戏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环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营销：2024Q1 营销基金重仓比例+0.02pct 至 0.245%，其中分众传媒 0.236%

（+0.031pct），智度股份 0.007%（-0.001pct），蓝色光标 0.001%（-0.002pct）。 

图表26：主要营销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情况 

 
图表27：主要营销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环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出版：2024Q1 出版基金重仓比例+0.04pct 至 0.049%，其中中文传媒 0.013%

（+0.010pct），南方传媒 0.006%（+0.004pct），中南传媒 0.005%（+0.004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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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主要出版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情况 

 
图表29：主要出版企业公募基金重仓比例环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港股互联网：配置性价比显现，持仓比例止跌回升 

港股互联网板块基金持仓市值占比开始回升。2024Q1 港股互联网基金重仓比例

环比提升 0.25pct至 2.54%，其中腾讯 1.50%（-0.03pct），美团 0.59%（+0.22pct）,

快手 0.3%（0.01pct），哔哩哔哩 0.07%（+0.03pct），同程旅行 0.05%（0.04pct），

东方甄选 0.02%（-0.01pct），阅文集团 0.021%（-0.003pct）。 

图表30：2022Q3-2024Q1 港股互联网基金重仓市值占

比变化情况 

 
图表31：2022Q3-2024Q1 港股互联网个股基金重仓市

值占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32：2024Q1 末港股互联网板块基金重仓一览 
 

持股数量（亿股） 持股总市值（亿元） 重仓持股比例 重仓市值占比变动 重仓基金数量 重仓基金数量变动 

0700.HK 腾讯控股 0.95 262.38 1.505% -0.032 pct 348 

3690.HK 美团-W 1.16 102.21 0.586% +0.220 pct 153 

1024.HK 快手-W 1.16 51.65 0.021% -0.003 pct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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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6.HK 哔哩哔哩-W 0.14 11.44 0.066% +0.030 pct 14 

0780.HK 同程旅行 0.42 7.89 0.045% +0.037 pct 14 

0772.HK 阅文集团 0.16 3.72 0.021% -0.003 pct 9 

1797.HK 东方甄选 0.19 3.66 0.021% -0.013 pct 4 
 

资料来源：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3. 风险提示 

竞争加剧风险：传媒互联网行业竞争激烈，尤其是当前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各

个公司加大流量的抢夺，导致竞争加剧，影响公司业务。 

行业监管风险：传媒产业和互联网板块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监管，面临未成年人保

护、内容管理、平台经济反垄断等各种因素影响，一旦行业监管政策调整，可能影响

传媒互联网相关公司的业务。 

经济发展不及预期风险：传媒互联网公司发展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如果整体宏

观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影响消费者消费意愿，从而影响游戏、影视、广告等各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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