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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四季度

进出口将继续好转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海关总署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

9

月份我
国进出口总值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

环比则出现
近

1 5

个百分点的正增长
，

说明我国外贸回暖
迹象明显

。

对此
，

多家券商研究机构分析指出
，

随着主要市场消费旺季的来临
，

预计我国进出
口四季度将继续好转

。

年底出口同比将转正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

今年
9

月份
，

我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1 89.4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1 0. 1 %

，

环比则增长
1 4 .2%

。

进
、

出口双双超过千
亿美元

。

其中出口同比下降
1 5.2%

，

环比增长
1 1 . 8%

；

进口同比下降
3.5%

，

环比增长
1 7 %

。

对此
，

多位分析师表示
，

9

月份进出口降幅
均明显收窄

，

与全球经济复苏的大环境有关
，

同
时也与圣诞临近

，

外贸订单相对比较集中的特
点有关

。

而圣诞因素会在
1 0

月及
1 1

月反映的
更加明显

，

因此进出口数据会有进一步改善
。

银河证券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表示
，

随着主要经济体的消费需求好转
，

以及补库需
要

，

出口将在四季度进一步恢复
。

同时
，

由于国内
经济形势明显好于国际主要经济体

，

内需改善速
度快于外需

，

因此
，

未来的进口恢复速度仍然要
快于出口

。

招商证券认为
，

出口继续上升
，

预计
1 2

月份同比转正
，

进口
1 1

月份同比转正
。

贸易摩擦无碍出口恢复趋势

在
9

月份出口显著回暖之际
，

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让市场对中国出口恢复的速度和空间产
生担忧

。

对此
，

湘财证券称
，

目前各国政府虽然迫于
国内政治压力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政策

，

但是贸
易摩擦升级也是各国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结
果

。

中国经济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中国政府在
运用贸易规则方面日益成熟

，

也会尽量减小贸
易保护主义行为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

。

因此
，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虽有可能对中国出口带来一
定干扰

，

但并不改变其恢复趋势
。

西南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王剑辉指出
，

中
国仍应从结构调整的角度

，

提高出口产品的质
量和附加值

，

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

9

月金融数据凸显经济回暖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

闻 涛

昨日公布的

9

月份金融数据出乎

市场预期。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9

月份

货币信贷数据进一步凸显出当前经济

回暖的趋势。 货币供应量出现的积极

变化显示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活跃，

表明中国经济正从政策性增长转向内

生恢复性增长。

货币供应数据释放

经济增长强劲信号

此前业界普遍认为

9

月份新增信

贷低于

4000

亿元，特别是媒体报道银

监会主席刘明康出席国际会议时的表

态之后，多数研究机构的预测都认为

9

月份信贷投放数量将会低于

8

月份。

有分析人士将信贷超出预期归因

于银行月末突击放贷， 实际情况远非

如此简单。据了解，以往月末突击放贷

的主力是工、农、中、建四大行，而

9

月

份四大行的放贷数量近期已披露，四

家银行合计投放数量仅为

1100

亿元，

占

9

月份新增贷款的比例约为

20%

，

低于

50%

的通常比例，这说明

9

月份

的信贷投放主要来自其他银行。 由于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

高， 由此可知

9

月份的放贷主力应是

今年以来未曾显山露水的城市商业银

行和农村信用社。

高盛高华证券分析师表示， 目前

货币供应和贷款的增速足以支撑中国

经济稳步回升， 又不至于产生过热压

力，预计下周公布的实际经济活动数据

将显示经济增长强劲。摩根士丹利大中

华区首席经济师王庆认为，信贷数据的

强劲增长打消了外界关于货币政策趋

紧的担忧，虽然增速较预期要快，但与

上半年的快速增长相比属正常。

此外， 货币供应量也出现了积极

变化，

M1

和

M2

增速双双创出了有统

计数据以来的新高， 而且可以表征经

济活跃程度的

M1

增速自去年

5

月份

以来首度超越

M2

增速。 申银万国宏

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称， 货币供应数

据释放出经济增长强劲的信号， 尤其

是

M1

增速创出新高， 该指标是反映

经济景气的变量， 高增速反映出当前

经济内生增长活跃， 表明中国经济正

从政策性增长转向内生恢复性增长。

货币政策将继续总体宽松

关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走向，

高盛高华的研究报告认为， 出于对经

济恢复可持续性的考虑， 政府会保持

总体宽松的政策立场， 一旦经济增长

出现放缓迹象， 政府就会很快调整包

括信贷政策在内的政策立场。因此，尽

管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的环比增速比

上半年有所放缓， 总体经济增长仍有

望达到此前预测的水平。

王庆指出， 下一阶段信贷增长会

趋向更加可持续的水平， 增速回落不

应视作可能对实体经济恢复造成影响

的因素， 更不应该认为是政策紧缩的

结果。在他看来，决策层会保持政策的

连续性以确保私营部门信心的恢复，

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将会持续到明年年

中。预计在明年年中以前，存款准备金

率、利率和人民币汇率都不会有提高，

明年的信贷投放总量将从今年的接近

10

万亿元回落至

7

—

8

万亿元。

人民币升值问题受关注

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升值问题

再度回到人们视野之内。 数据显示，海

外无本金交割（简称

NDF

）市场上各期

限人民币兑美元全线走高，特别是

1

年

期

NDF

报价更创出近

14

个月的新高

记录，

NDF

的走势通常被认为可以反映

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向的基本看法。

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可以从央行公布

的数据中找到印证， 截至今年

9

月末，

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已经攀升至

22726

亿美元， 由于同期贸易顺差和

FDI

数据并不理想，可以解释外汇储备

增长的因素便是跨境资金的流入，这些

资金除了看重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之

外，同样非常重视人民币升值。

扣除升值因素、贸易顺差和

FDI

，

王庆估计三季度流入中国的跨境资

金约为

256

亿美元，低于二季度时的

639

亿美元。 他坚持认为， 不应该过

多关注热钱问题，因为在基本面因素

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会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保持基

本稳定。

监管趋严与资本约束抑制国有大行放贷冲动

三类金融机构成
9

月放贷主力
证券时报记者

杨 冬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

9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达

5167

亿元，这一数据再次超出了市

场预期。 但与今年前

8

个月信贷增长

情况不同的是， 四大国有银行及股份

制银行

9

月份新增信贷急剧萎缩，而

政策性银行、城商行、农信社则担当了

9

月份信贷市场的绝对主力。

央行的数据显示， 四大国有银行

9

月末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169178

亿元， 仅比

8

月末高出

1105

亿元。也就是说，四大国有银行

9

月新

增人民币信贷仅为

1105

亿元，这一数

据较今年前

8

个月大幅萎缩。

股份制银行

9

月新增信贷则相对

更少。央行数据显示，“其他商业银行”

9

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80844

亿元， 这一数据仅比

8

月末增长了

154

亿元。 而根据央行的分类，“其他

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浙商银行等

13

家银行，其中，所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都包含在内。 这意味着股份制银行

9

月新增信贷还不到

154

亿元。

相对于

9

月份

5167

亿元的新增

信贷总量， 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

行显然不是放贷的主力， 剩余的将近

4000

亿元的新增信贷出自哪里呢？

国泰君安银行业研究员伍永刚表

示，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政策性

银行、 城商行及农信社三类机构充当

了

9

月份放贷的主力。

伍永刚说， 国家支持的大项目的

后续融资需求， 是导致这三类机构在

9

月信贷市场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

因为四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目前

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较大， 且受到的

监管比较严格， 项目在后续融资时担

心贷款遭拒的可能性较大； 那些国家

支持的大项目出现融资需求时， 政策

性银行贷款首当其冲，而那些城商行、

农信社等小银行在多次增资后资本充

足，且不是被重点监管的对象，也成为

项目后续融资的重要贷款银行。

此外，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加

大不良资产核销力度， 或是导致

9

月

份信贷投放主体结构发生变化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 莫妮塔银行业研究员祁

益峰表示， 核销不良资产能够相对减

少信贷总额， 且能对新增信贷形成冲

抵，在监管较严的环境下，这是一个一

举多得的办法。 据悉，

9

月份有多家国

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

了核销或打包出售。

但总体而言，

9

月新增信贷环比增加

了

1063

亿元， 超出了此前市场的预期。

祁益峰说，央行及银监会对银行的具体监

管政策走向，将决定四季度的信贷情况。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利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

鼎汉技术
”

Ａ

股
１

，

０４０

万股
，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

，

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结
果如下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６

，

０７９

户
，

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９４４

，

９１５

，

０００

股
，

配号总数为
１

，

８８９

，

８３０

个
，

起始号
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９８３０

。

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１．１００６２８０９８８％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９１

倍
。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北京鼎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
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

并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
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００４

号文核准
。

２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
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
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７．００

元
／

股
，

发
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０

万股
。

其中
，

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６０

万股
，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４０

万股
，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８０％

。

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结束
。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
由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４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公布的
《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
称

《

发行公告
》），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
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３７

号
）

的要求
，

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
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
效申购结果

，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９２

个股票配
售对象均按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

有效
申购资金为

７９８

，

４６０

万元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１

，

５８０

万股
。

二
、

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总股数

２６０

万股
，

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
为

１．２０４８１９２７７％

，

申购倍数为
８３．００

倍
。

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
获配数量如下

：

序号 股票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

万
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１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５４

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０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１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２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４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６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７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８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１９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０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１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２

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３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４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５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６

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７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８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２９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０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１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２

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３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４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５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７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８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３９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０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１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２

科瑞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３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５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６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７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８

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４９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０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２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３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４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５

集合类资金信托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号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６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７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５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０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１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２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３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４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５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６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５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７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８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

期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６９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７０

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６０ ３．１３２５

７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 ３．０１２

７２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 ３．０１２

７３

淮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１０ ２．５３０１

７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０ ２．４０９６

７５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２．４０９６

７６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 ２．４０９６

７７

富通银行
—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２００ ２．４０９６

７８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 ２．１６８６

７９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０ １．９２７７

８０

金丝猴证券投资
．

瑞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１６０ １．９２７７

８１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０ １．６８６７

８２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３０ １．５６６２

８３

创业
１

号安心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１３０ １．５６６２

８４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３０ １．５６６２

８５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１２０ １．４４５７

８６

江苏省电力公司
（

国网
）

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１０ １．３２５３

８７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１０ １．３２５３

８８

长江超越理财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８

８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８

９０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８

９１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８

９２

新世纪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 １．２０４８

合计
２１

，

５８０ ２６０

注
：

（

１

）

上表内的
“

最终获配数量
”

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
的配售比例为基础

，

再根据
《

发行公告
》

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
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

（

２

）

表中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应退申购多余款金额

。

如有疑问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三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

（

含获得配售部分
）

冻结期间产生的
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

关于
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
）

的规定处理
。

四
、

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
上市流通

，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冻结

。

五
、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１４

、

３８５６５７１３

联系人
：

张晓舒
、

郑杰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10月15日

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