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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8月23日，新登顶“市值一哥”的工

商银行，股价再创新高。近期，银行板

块在大盘低迷之际逆势上涨引发市场

热议。今年以来，银行板块稳步上行领

涨各板块，其背后有多重因素推动，业

内人士展望指出，银行股后市上涨空间

仍存。

本周，银行板块加速上扬，工、农、

中、建四大行股价均创出新高，截至 8
月 23日，银行板块收益率断层式领先

其他板块，年内上涨 20.43%，居申万 31
个行业首位。

回顾板块走势，下半年银行股呈加

速上涨态势，尤其是进入 8 月份财报

季，银行股又迎一轮快速上涨。以工商

银行为例，今年年内该公司股价累计上

涨 44.52% ，而 下 半 年 涨 幅 便 达 到

25.68%，8月份以来涨超8%。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工商银行股

价 6.46元/股，以总市值 2.3万亿元居A
股市值榜首；农业银行 4.92元/股，总市

值 1.72万亿元；中国银行 5.08元/股，总

市值 1.5万亿元；建设银行 8.24元/股，

总市值2.06万亿元。

今年年内，多只银行股纷纷创下近

五年来最大涨幅。截至8月23日，交通

银行、南京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

成都银行、浦发银行和杭州银行 7只个

股年内涨幅超 40%。此外，上海银行、

渝农商行、中国银行等 13只个股涨幅

超 20%。银行板块 42只个股中，仅西

安银行、民生银行、兰州银行、郑州银行

4只个股年内下跌。

今年以来，红利板块成为市场资金

的避风港，银行股因其高股息率和稳定

性成为了资金的首选。在央行拉升长

债收益率的背景下，银行板块的资金相

对配置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存银行

不如买银行”成为现实。

最新数据显示，42 只上市银行股

中，有 39只股息率超过 3%，最高的平

安银行达到 6.87%；四大国有行平均股

息率达4.7%，其中建设银行为4.85%。

华福证券认为，今年以来银行板块

的行情驱动因素，一是股息率选股逻辑

在板块内的扩散，高股息策略从国有行

扩散到中小行；二是地产政策的放松；

三是市场对于银行净息差下行斜率放

缓以及基本面即将见底的期待。

近期，多家上市银行相继披露半年

报，营收净利稳健增长，资产质量保持

稳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数

据显示，银行业总资产保持增长，风险

抵补能力整体充足。2024年二季度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

433.1万亿元，同比增长 6.6%。2024年

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0.4%。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有多家银

行确定了中期分红方案。据相关公

告，平安银行、沪农商行、江苏银行、南

京银行等银行均表示将派发中期分

红。其中，沪农商行将派发 23.05亿元

（含 税），2024 年 中 期 分 红 比 例 为

33.07%；平安银行则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 47.74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母净利

润的比例为 18.4%。而回顾上市银行

2023 年的分红方案，Wind 数据显示，

共有 41 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 6133 亿

元，其中六大行累计分红 4133亿元，占

比近七成。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在新

“国九条”鼓励倡导下，上市公司纷纷

加大分红力度，目前已有超 17家银行

提出将会进行中期分红，相关公司股

息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

英奇认为，当前，基本面与资金面共振

推动银行板块跑出超额收益。“尽管经

营环境承压，但银行通过压降负债成

本，以及投资收益和拨备贡献实现了稳

定的利润和分红。在‘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导向下，政策也更

加支持稳定银行息差、资产质量和盈

利。因此，银行能够保持稳定的利润增

速和高分红，成为市场中的稀缺资产。

此外，指数基金和保险等资金流入，也

推动了对银行板块配置的再平衡。”

从资金面来看，截至二季度末，主

动型基金重仓持有银行市值为 412亿

元，占主动型基金重仓市值的 2.77%，

较一季度末提升0.31个百分点；指数型

基金重仓持有银行市值占比提升 1.31
个百分点，主要加仓国有大行、股份制

银行。保险资金方面，根据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6
月，财险+人身险（占险资总规模的

96.6%）合计持有的股票和基金规模分

别较年初增加 1369亿元和 1693亿元，

而这其中，银行成为险资的第一大重仓

方向。

展望未来3至6个月，林英奇认为，

国有大行0.6倍左右的市净率距离其设

定的 0.7至 0.8倍的阶段性目标估值仍

有 15%至 30%的空间，银行 5%左右的

股息率可能下行至 4%左右。但从 6至

12个月的时间维度来看，投资者则需要

关注信贷增速下行、存量房地产债务的

处置、居民偿债倾向对基本面的影响。

另外，也有不少机构对银行板块长

期看好。东兴证券认为，银行板块配置

的积极因素在增多，包括存款成本改善

进程有望加快资产质量预期边际改善

等。中长期来看，当前利率中枢趋势下

行，“资产荒”压力预计仍会延续，高股

息红利资产配置价值突出。在被动基

金扩容以及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背

景下，资金面有较强支撑，看好板块配

置价值。

基本面与资金面共振
四大行领衔银行板块持续攀高

证券时报记者 陈见南

作为 A 股市场一个神秘的群体，

“牛散”的身影持续活跃在资本市场中，

且不同的“牛散”各有看家本领。有的

“牛散”偏好长期投资；有的热衷追涨杀

跌；有的喜欢押宝 ST等中小市值的题

材股；也有的长期投资成长股。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逐步披露，一

批“牛散”的持股动向也浮出水面。证

券时报记者梳理出目前市场上较为知

名的“牛散”，包括葛卫东家族、陈发树、

蒋仕波夫妇等十大“牛散”，其中陈发

树、章建平家族等 3位“牛散”尚未出现

在半年报十大流通股榜单中。

葛卫东坚守科技股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十大“牛

散”合计出现在 140只股票前十大流通

股东名单之中。3名“牛散”持仓市值超

10亿元，分别是葛卫东、魏巍、蒋仕波夫

妇。身价最高的是葛卫东，一共持有了

7家公司，持仓市值约79亿元。除了自

己，葛卫东在A股市场上还有多个“代

言人”，包括旗下公司上海混沌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妻子王萍和亲属葛贵莲、

葛贵兰。

据悉，葛卫东发家于期货，转型为

私募基金，操作手法凶猛，业绩优秀。

从其持仓风格来看，长期坚守科技龙头

股是葛卫东的操盘风格，包括芯片龙头

兆易创新、智能语音龙头科大讯飞、超

算龙头中科曙光等，均是持仓时间超过

1年的个股，科大讯飞更是连续重仓 27
个季度。

不过，葛卫东在主要科技股的投资

上难称成功。葛卫东 2017年首次出现

在科大讯飞前十大股东，和王萍共同新

进持仓近18亿元，合计持股比例在2.5%
左右。2020年年报持股比例进一步上

升至近 5%，随后持仓占比开始逐步下

滑，减持集中在 2022年二季度和三季

度，彼时恰好是科大讯飞股价低点。另

外，在2023年二季度股价最高点则小幅

减持325.4万股。目前来看，科大讯飞最

新股价相比2017年底下跌近13%，葛卫

东持仓数年亏损的概率较大。

葛卫东在云计算龙头用友网络的

投资相对较为成功，也是其投资 A 股

科技股的第一站，早在 2017年三季度

末就买进，刚建仓时持有 3945.22 万

股，期末持股市值超 9亿元，位列第六

大流通股东。在此后的多个季度里，

他以增持为主，持股数量最多是在

2020 年三季度末，持股数量高达 1.21
亿股，期末持股市值为 46.15 亿元，位

列第四大流通股东。随后，开始逐步

减持用友网络，直至 2022年三季报彻

底消失在前十大股东。葛卫东减持用

友网络主要集中在 2022年前三季度，

整体盈利概率较高。

魏巍出现在 5只个股前十大股东，

合计持仓市值接近 14亿元，中矿资源、

安井食品、神火股份等个股期末持股市

值均超 4亿元。其中神火股份持仓时

间较长，2022年半年报新进 2347.75万

股，占比1.05%，并连续增持，到2022年

年报持有比例 2.99%。随后开始持续

减持，到今年半年报持股比例 0.9%。

从神火股份的股价走势来看，魏巍整体

盈利的概率较高。而在另一只资源股

中矿资源的投资上，魏巍则是越跌越

买，去年年报首次新进1250.17万股，占

流通股比 1.74%，随后连续加仓至今年

半年报持股占比 2.41%，该股今年累计

跌幅已超26%。另外，魏巍今年一季度

建仓安井食品，二季度继续增持。

蒋仕波夫妇目前重仓 3只个股，包

括小商品城、金石资源、广誉远，其中金

石资源今年二季度获得蒋仕波增持 20
万股，其他持股不变。

夏重阳夫妇偏好小盘股

进入十大流通股东公司数量最多

的“牛散”是夏重阳、张素芬夫妇，一共

持有 14只股票，合计持仓市值 4.68亿

元。夏重阳、张素芬夫妇持仓非常分

散，且调仓动作很大，14只个股中有 5
只个股为新进重仓股，5只个股被减持，

还有 3只个股被增持，只有 1只个股持

股不变。除了分散投资，夏重阳、张素

芬夫妇偏好小盘股的特征也非常明显，

14只个股中只有新兴铸管公司市值超

过百亿元。

同样持仓变动较为频繁的“牛散”

吕强今年二季度的持股变动相对较小，

浙数文化、天下秀、浙大网新等 3股持

仓未变，小幅加仓广博股份，退出南天

信息、中通客车两只个股前十大股东。

从过往持仓来看，吕强偏好新兴行业的

小市值股票，热衷题材炒作、快进快出

的特征较为明显。

赵建平、赵吉父女同样青睐新兴行

业，航天软件、臻镭科技、帝奥微等个股

均为计算机电子行业股票，其中航天软

件加仓态势明显。此外，赵吉退出了捷

邦科技和盛景微前十大股东，两只个股

均为电子行业股票。钟情重组股的周

宇光继续坚守，5只个股最新市值均在

15亿元以下，其中博通股份、国统股份

两只个股获得增持，万里股份、镇海股

份、宁波富邦被小幅减持。

“牛散”持仓胜率几何？

7月以来，大市调整不断，各主要指数

连创阶段新低，上述“牛散”持仓股今年7
月以来平均涨幅也全部为负。证券时报

记者统计显示，7月以来上述7大“牛散”中

持仓股最抗跌的是周宇光，平均跌幅

0.39%。另外，夏重阳夫妇、吕强等“牛散”

持仓7月以来平均跌幅均不足3%。上述

“牛散”多为押宝重组股，7月份以来这类

股票表现抗跌，但全年表现较差。比如，

周宇光持仓年内平均跌幅接近41%。

赵建平、赵吉父女持仓7月以来平均

跌幅最大，超过18%，重仓的臻镭科技7月

以来跌近21%，帝奥微跌超19%，美埃科

技跌近19%。葛卫东家族持仓跌幅也普

遍较大，7月以来平均跌幅接近12%，兆易

创新、科大讯飞两只个股均跌超20%。

(注：本文所采用“牛散”数据均来
源于2024年半年报，不排除存在重名
的情况)

“牛散”最新持仓曝光：
葛卫东坚守科技股 夏重阳抄底5股

桂浩明

上交所日前对网下申购科创

板新股的政策做出调整，要求申

购账户所拥有的6000万元以上流

通股股票市值中，至少有600万元

是科创板的。

近 10 年来，A 股市场的新股

发行主要采取市值配售模式，即

要求参与申购新股的投资者必须

要持有相应数量的股票。科创板

推出后，虽然有不同于主板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但在申购

科创板新股时，在市值的计算中

并没有对持有科创板股票有专门

的要求。

近几年，二级市场低迷，但被

称为“低波高息”的蓝筹股则表现

不错。与此同时，科创板新股仍

然保持了较高的发行速度，让一、

二级市场的套利仍具有很大的操

作空间。一方面，通过大量持有

银行等蓝筹股赚取差价与红利；

另一方面，通过申购科创板新股

在二级市场卖出来获取超额收

益。有些机构还将这种套利模式

演绎为操作策略，甚至以此作为

卖点来发行理财产品。

部分机构的套利行为，并不

违规。他们利用了市场制度的疏

漏赚钱，本身并非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理性投资者。现在的证券市

场，需要的是有长期投资理念的

耐心资本，而不是沉迷于套利的

投机型资金。

在科创板初创的时候，由于

上市公司数量少，在申购科创板

新股时没有硬性要求持有科创

板股票市值还情有可原，但现在

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超过了 570
家，流通市值超过 3.3 万亿元，此

时仍然没有持股要求，这就很不

合理了。而上交所最近的制度

调整，就是纠正这个错误，堵上

漏洞。

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并

且努力地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

但是，在制度建设与市场发展之

间，也存在一些不够协调的问

题。市值配售也有很多争议，根

据当前实际以及三公原则对一些

制度进行修订是完全必要的。虽

然此举未必会对市场产生直接的

影响，但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

会提高投资者信心。

（作者系市场资深人士）

完善制度建设
提振投资者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 聂英好

本周（8月 19日至 23日）A股

大盘整体下跌，上证指数全周跌

0.87%，收于 2854.37点；深证成指

下跌2.01%，创业板指下跌2.80%。

从行业表现来看，本周申万

一级行业仅有银行板块实现正收

益，其余行业悉数收跌。主题板

块方面，央企银行、银行、保险等

主题表现活跃，据了解，除了市场

青睐高股息等红利板块的因素

外，保险业和宽基 ETF 对银行板

块行情的持续上涨也起到了很大

的助推作用。

受半年报集中披露影响，本

周机构调研热情继续回升。截至

8月 23日，A股共有 100家上市公

司接待机构调研。在热门调研股

方面，机构扎堆调研的情况显著

增加，海泰新光、中望软件、怡和

嘉业、韦尔股份等 12家公司获得

百家以上机构调研。

本周机构不再只聚焦于绩优

股，上半年业绩向下变动较大的

公司也备受机构关注。周内接受

最多机构调研的公司为海泰新

光，调研该公司的机构达 234家，

该公司上半年业绩明显下滑，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2.2亿元，

同比下降17.7%；归母净利润约为

0.71 亿元，同比下降 21.02%。主

要是美国客户为降低库存量，放

缓从该公司拿货节奏，导致该公

司营收短期下降。

海泰新光成立于 2003年，主

要从事医用内窥镜器械和光学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主

要面向海外市场，尤以美国市场

为主，其是美国客户内窥镜系统

相关产品的唯一供应商。

在调研中，海泰新光表示，公

司上半年内窥镜销量 9000多支，

比去年上半年略微下降。其中二

季度的内窥镜销量为 4500 支左

右。上半年光源模组销售数量

1800套，相比去年上半年的 6000
多套有较大差异，主要是去年客

户推出新系统，针对新系统的光

源模组备货较多，今年减少库存

影响公司出货。

机构还在调研过程中问及海

泰新光与美国客户剩余订单情

况，以及下一次新签订单的计

划。海泰新光表示，今年上半年

该公司与美国客户达成一致，今

年 7月开始订单转为下达到美国

子公司，原来已下达的订单也要

做转移。同时，美国客户更新了

订单系统，新系统不再下达长期

的总订单，而是根据其核算逻辑

实时下达订单到美国子公司，所

以美国子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订单

是持续下达的。

本周同样获得超过 200家机

构调研的公司还有中望软件，该

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从事 CAD/CAM/CAE 等研发设计

类工业软件的研发、推广与销售

业务，上半年业绩实现扭亏为

盈。2024年上半年，中望软件实

现营业收入 3.08 亿元，同比增长

11.79%；归母净利润 597.62万元，

同比扭亏为盈。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机

构对其研发投入情况较为关注，

被问及其上半年研发投入增长较

快，但公司总人数较 2023年末有

所下降的原因。中望软件表示，

2024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增

速相对较快，主要因收购博超软

件后带来的人员规模增加，以及

行业领军人才引进导致的平均薪

酬增长所致。尽管该公司在 6月

30 日的研发人员总数较 2023 年

同期有所下降，但期内的研发人

员平均数量较去年仍有近 20%的

增长。

半导体 IC设计巨头韦尔股份

也获得机构重点关注，本周有179
家机构参与调研该公司。韦尔股

份是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半导体

公司之一，其半导体产品设计业

务主要由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

显示解决方案和模拟解决方案三

大业务体系构成。

韦尔股份披露的2024年半年

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120.70 亿元，同比增加

36.64%；归母净利润为 13.67 亿

元，同比增长 792.79%，实现业绩

反转。该公司表示，随着消费市

场进一步回暖，下游客户需求有

所增长，伴随着公司在高端智能

手机市场的产品导入及汽车市场

自动驾驶应用的持续渗透，公司

营业收入实现了明显增长。

机构对韦尔股份在研发上的

投入力度较为关心。 2019 年~
2023年的5年间，韦尔股份半导体

设计业务研发投入合计超 125亿

元。2024年上半年，公司半导体

设计业务研发投入金额约为15.82
亿元，占半导体设计销售业务收

入的15.18%。

此外，机构在调研时问及韦

尔股份对 AR/VR 包括 AI 眼镜等

新兴应用的布局。韦尔股份表

示，在图像传感器产品方面，公司

在功耗、HDR、低噪声等性能方面

都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公司开发

的LCOS产品凭借其高解析度、外

形紧凑、低功耗和低成本的特点，

将为AR/VR等新兴市场在经济适

配性及方案可行性方面提供更多

助力。

业绩显著变动公司受关注
海泰新光接待超200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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