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发行总量

申购价

格（元）

申购上限

（万股）

申购日期 中签结果日期

发行市盈

率（倍）

网下发行

量（万股）

网上发行

量（万股）

３００１３５

宝利沥青

４００ １６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

３００１３４

大富科技

８００ ３２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

３００１３３

华策影视

２８２．４ １１２９．６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

３００１３２

青松股份

３４０ １３６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１３４０ ５３６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

００２４９０

山东墨龙

１４００ ５６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

００２４８８

金固股份

６００ ２４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０－１０－１４ －

３００１３１

英唐智控

２３８ ９５２ － － ２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

３００１３０

新国都

３２０ １２８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

３００１２９

泰胜风能

６００ ２４００ － － ２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１０－１３ －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５２６０ ２１０４０ 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１９．５５

６０１１７７

杭齿前进

２０２０ ８０８０ ８．２９ ８．００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４３．８６

００２４８７

大金重工

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８．６０ ２．４０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５０．７９

００２４８６

嘉麟杰

１０４０ ４１６０ １０．９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５４．５０

００２４８５

希努尔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６．６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４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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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回放

■

新股发行提示

沪铜四季度
将挑战年内高点

C5

受投资者信心的恢复以及企业重建库存

活动影响， 主要经济体复苏放缓局面出现积

极转折

人民币升值带来
结构性投资机会

C2

造纸业、 民航业在此次人民币升值中的投资

机会值得关注

好当家
海参养殖龙头受益涨价

C3

预计未来全国海参养殖量增速趋缓，而

消费升级引起的海参需求量将持续增大

数据来源
：

本报数据部

简评

：

周一放量上涨之后
，

周二
A

股市场弱势整理
，

成交继续放大
。

两市股指低开后窄幅震荡
，

全天绿
盘运行

，

收盘均有小幅下跌
。

上证指
数仍维持在

5

日均线上方运行
；

深
成指

、

深综指
60

日均线均在昨日上
穿半年线

；

深证
B

指盘中再创年内
新高

。

市场分歧有所加大
，

两市上涨
个股比例

34.19%

，

共
11

只非
S

、

ST

股报收涨停
，

比前日减少
12

只
。

两
市合计成交

2040

亿元
，

比前日放大
2

成多
。

行业方面
，

30

大行业指数跌多
涨少

，

有色金属继前日涨逾
5%

之后
昨日再涨

1.79%

，

而前日涨幅最小
的金融保险股昨日居跌幅首位

。

（成 之）

跌幅居前的行业

涨幅居前的行业

宁波港首日破发新股交易再陷低潮
证券时报记者

罗 峰

� � � � 宁波港 （

601018

） 昨日上市首

日即跌破发行价。 近期中小盘新股、

大盘新股皆露疲相， 令投资者怀疑

市场将面临新一轮 “破发潮”。

向上追溯到

3

个交易日前， 上

一批新股即明显表现低迷： 常宝股

份， 上市第

2

个交易日破发； 富春

环保， 上市第

3

个交易日破发。 昨

日的宁波港则更进一步， 上市首日

即破发。 继续上推到

9

月中旬上市

的一批新股， 圣莱达、 中超电缆上

市第

2

日跌停， 上市第

3

日仍是两

市

A

股跌幅榜冠亚军。 不过， 圣莱

达、 中超电缆以及下半年新股首日

涨幅冠军艾迪西等， 上市之后跌跌

不休， 主要是因为首日涨幅过大，

虽然一路下跌， 但至今仍未跌破发

行价。 但新股、 次新股市场风格正

是从那时开始由强转弱。

宁波港昨日收盘

3.57

元， 较发

行价

3.7

元低

3.51%

。 该股首日即告

破发， 与机构不看好有关。 首先是

网下认购很不积极， 网下发行认购

倍数为

2.68

倍， 这在

A

股历史上极

其罕见； 就连流通盘是该股

9

倍多

的农业银行， 网下认购倍数也有

11.28

倍。 二级市场上， 机构也难见

踪影， 盘后交易所公布的交易信息

显示， 无一机构出现在买入居前的

席位上。

走势难堪的不仅仅是宁波港，

同日上市的其他

3

只新股智飞生物、

太阳鸟、 汇川技术， 也达到了一段

时间以来创业板新股的冰点。 表现

最好的汇川技术， 涨幅也未过

30%

，

智飞生物更是只上涨

1.5%

。 这与

9

月中旬艾迪西

235%

的首日涨幅远不

可比， 与圣莱达、 中超电缆

100%

以

上的首日涨幅也远不可比。

近期新股、 次新股的表现或只

是一个小波折， 但也显示出资金的

承接力有限。 证券时报之前报道

《涨势难续 次新股风格现换壳信号》

提出，

9

月中旬是新股市场风格的拐

点， 新股涨幅大的同时， 风险也在

积聚当中， 次新股走势不再强势便

是信号。 分析人士说， 资金明显不

如前期狂热， 主要的原因， 并非仅

仅是新股估值等因素， 而更多是资

金面日益紧张所致； 新股不断密集

上市， 再融资金额庞大， 而新入市

资金非常有限， 股票供给急剧增加，

而资金缺少新鲜血液注入， 造成资

金稀释或者缺血。 今年以来需要庞

大资金支持的大盘股表现低迷， 也

未现数个主题投资板块同时大热的

景象， 已经体现了资金的捉襟见肘

局面。

目前上证指数

2611

点， 距离

6124

的历史最高点连半山腰都不及，

但由于新股频发、 限售股大量解禁，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目前

A

股

的流通总市值已高达

14.8

万亿元，

远远大于上证指数

6124

点时的

8.7

万亿元。 分析人士说， 这可以认为

股市的资金供给也是在不断增加的，

但这种资金增加能够满足不断上市

的新股和限售股就不错了， 难以对

股市上涨作出很大贡献， 资金缺血

的局面不解， 则

A

股迷局难破。

流动性支撑阶段性关注蓝筹股
中原证券

李 俊

� � � �我们预计，四季度在国内

CPI

增

速的逐步回落下， 通胀预期难以强

化， 而伴随房地产供应的大幅增加，

房价上涨的势头也有望得到遏制。 因

此， 政策收紧预期在

10

月中下旬之

后将出现明显缓解，充裕的流动性将

有望推动国内

A

股市场上涨，建议投

资者关注蓝筹股的阶段性表现。

流动性将推动 A 股上涨

从历史来看，每一轮牛市或反弹

的背后， 核心因素是基本面变化，但

一般都会通过流动性来表现。 比如，

在

2006

年

-2007

年这一轮大牛市里，

推动市场上涨的流动性来自于存款

余额的变化，即通常所说的“储蓄搬

家”； 而在

2008

年底至

2009

年

7

月

出现的大反弹过程中，市场流动性来

自于贷款余额的变化，即银行信贷的

大量投放；

A

股市场在

2010

年

7

月份

出现的反弹， 驱动力则可能来自于

6

月超规模的银信合作。

对于下一阶段而言，推动市场反

弹的流动性来自于国内外两方面。 从

国内来看， 预计年内

M2/GDP

达到

190%

，该数据将创下历史新高，国内

的货币环境极为宽松。 而从国外来

看，欧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各国

货币出现竞争性贬值，股市、债市以

及金市出现罕见的同时上涨，全球市

场流动性较为充裕。 而在人民币升值

预期下， 国际资本有望重新流入中

国。

在信贷控制、地产调控、限产限

电、地产库存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多因

素作用下， 今年四季度至明年一季

度， 国内经济仍面临向下的压力，国

内政策很难出现实质性收紧。 在通胀

预期弱化、房价上涨势头趋缓的背景

下，政策收紧预期将有所缓解，充裕

的流动性将推动

A

股市场上涨。

海外资本成重要推手

我们认为
，

海外资本的流入将对
A

股市场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

首先，

热钱正在加速流入国内。 在今年的

5

月

-7

月，在欧债危机影响下，市场的

风险偏好回落，而人民币升值预期以

及地产调控下的资产升值预期也并

不强，热钱有流出迹象。 但

8

月之后，

随着“二次汇改”下人民币升值压力

的加大以及欧美定量宽松所产生的

大量流动性，海外资本正逐渐涌入国

内。 就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幅度仅

2%

，升值预期仍然强烈。 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 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

海外资本的流入仍会持续。

其次
，

国内房地产市场难受到热
钱青睐

。

2008

年

1

月

-5

月，海外资金

大量流入、

A

股出现明显调整、房地产

价格仍然上扬三种情形并存，这或许

只是说明在股指高位的背景下，热钱

选择进入地产市场。 但就现阶段来

看，自“新国十条”之后，国内地产受

到严厉调控， 资产升值预期明显减

弱。 在价格高位运行、库存压力加大

以及政策调控的持续下，国际资本进

入房地产市场的可能性较小，而进入

股市的概率相对较大。

最后
，

国内
A

股市场具备全球配
置价值

。

与

2008

年

1

月

-5

月所不同

的是，现阶段

A

股的估值水平已具备

全球配置的价值，部分优质股票会成

为海外资本选择的标的。 从

AH

溢价

水平来看也是如此。 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 目前

AH

溢价指数仅

93.53

点，频繁创出新低。 而就大盘蓝筹如

银行、保险等板块来说，

A

股的估值优

势更加明显，部分个股较

H

股的折价

率已经超过了

20%

。

阶段性关注蓝筹股

从上述逻辑来看，我们认为投资

者可以开始关注蓝筹股的阶段性表

现。 鉴于股价已对负面预期有相当程

度的反应，银行、保险以及部分地产

股四季度获取超额收益的概率在加

大。 而相较于中小盘题材股来说，我

们认为一、二线蓝筹也具备明显的比

较优势。

首先
，

估值水平更合理
。

截至

2010

年

9

月

28

日， 申万大盘指数成

分

PE

（

TTM

）为

14.85

倍，而申万小盘

指数成分

PE

达到

53.05

倍，溢价高达

257%

。考虑到小盘股的业绩增速可能

低于市场预期， 受三季报的影响较

大，溢价率有回归合理空间的可能。

其次
，

政策或有所倾斜
。

在中小

板疯狂超募、 一级市场打新收益率

极高的背后， 映衬了主板市场的尴

尬。 宁波港大幅削减募资额但上市

首日仍出现破发、 兴业证券发行遇

冷、山西证券选择中小板上市，这类

事件可能会导致下一阶段监管政策

有所倾斜。

此外，在第一批创业板上市公司

即将解禁以及中小盘股急速扩容之

后，部分题材股的高估值溢价难以得

到支撑，股价可能随之出现明显的回

落，建议投资者保持适当的警惕。

小幅震荡是节前主基调
西部证券

黄 铮

昨日股指小幅调整，长假效应之

下谨慎心态暂居上风。 我们认为，临

近国庆长假的两个交易日内，指数上

攻缺乏明显驱动力，但持续调整也空

间有限，且会带来低估值、低风险的

成长股介入时机。 操作上建议适当控

制仓位，具备高成长特征的投资品种

可继续持有。

现行市场环境处于较为敏感多

变的时间点， 推动国内 A 股上涨的

主要驱动力不明显。 基本面上， 从

三季报已公布情况看， 业绩推动因

素还难以乐观预期。 尽管截至 9 月

27 日沪深两市累计 740 家 A 股公司

发布 2010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

报喜 （预增、 略增、 续盈和扭亏）

公司为 562 家， 占全部业绩预告公

司 740 家的 75.95% 。 但是， 从国家

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 24 个

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

滑， 已经预示着企业 3 季度业绩增

速明显放缓。 此外， 前期公布的 8

月宏观数据所透出的通胀压力， 受

节假因素 9 月份还难以出现缓解；

人民币升值带给出口型主导企业的

经营压力， 都在不同层面成为上市

公司基本面变化的影响因素。 市场

对于企业 3 季度的业绩增长难以乐

观或将成为共识。

另外一方面，资金面供给在中短

期内没有放松迹象，这将在较大程度

上压制市场情绪。 短期看，节后除中

国神华 145.11 亿 IPO 限售股、 农行

50.32 亿限售股解禁，还有 10 月 8 日

的 3只创业板股票登陆、11 日 4 只中

小板发行。 中期看，统计数据显示，10

月份沪深股市解禁总市值为年初以

来仅次于 1 月份的第二高月份；随后

的 11 月，则有首批创业板个股解禁，

流通盘将猛增至 32.48 亿股。 尽管限

售股解禁会给 A 股市场带来大量的

解冻资金，并且公开市场上也不断有

资金投放，但从近期成交量持续变化

情况来看，通胀压力、地产调控、金融

监管的综合制约，使得这些资金入市

态度相对谨慎。

不过，近期盘面热点遵循的主线

并没有缺失，这使得市场保持了较高

的活跃度。 这其中，一类品种属于题

材股，长假期间黄金、石油、有色金属

等价格变化，会成为影响节后 A 股开

盘走势的关键因素。 同时，农业、航天

军工、低碳、节能环保及智能电网等

板块指数已经创出反弹新高，其中一

些成长性明显的中小市值品种依然

维持了强势特征。 此外，随着“十二

五” 规划目标逐步明朗，受益消费规

模扩大、结构升级，及在产业结构升

级中长期获胜的行业，已有展开相关

主题投资的迹象， 其中包括医药、商

业连锁、通信科技等与市场形成共振

的品种。 热点强度的不确定性，是我

们尚不能断言结构性行情结束的主

要原因。

权重股疲弱依旧
距国庆长假还有

2

个交易日，

市场气氛趋于谨慎。 从市场热点变

化看， 二八格局仍未改变， 食品饮

料、医药、有色金属等近期强势板块

昨日表现良好，而权重股弱势依旧。

昨日沪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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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重股中仅贵州

茅台、 中国银行收红， 工商银行平

盘，其余均绿盘报收，其中中国太保

等

4

只个股跌逾

2%

，中国石化等

8

只个股跌逾

1%

。 同时，中国石油、

农业银行、中国人寿、浦发银行、光

大银行、 长江电力等

6

只权重股均

在昨日创出了年内的收盘价新低；

深市权重股表现也如出一辙， 万科

A

、 深发展

A

昨日收盘均跌逾

2%

，

中兴通讯则大跌

6.11%

。 （成 之）

四大因素将推动节后反弹

平安证券研究所

：

我们认为
，

展望节后
行情需要关注四大关键信号

。

一是
10

月中
旬公布的

9

月份
CPI

数据
，

如低于
8

月份数
据

，

市场可能迎来估值反弹的第一步
；

二是
行政强制限电措施的调整

，

这可能为部分周
期性行业的估值反弹提供动力

；

三是房地产
市场的量价表现

，

如果销量上升得到确认
，

价格在调控预期下趋稳
，

则估值反弹行情值
得期待

；

四是
“

十二五
”

规划目标的逐步明
朗

，

将重新催生市场的主题投资热情
。

纵观上述四大信号
，

我们认为
9

月
CPI

数据很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

且
10

月后
CPI

同比数据应趋于回落
；

全面拉闸限电做法的
调整

，

可能会改变部分强周期行业的投资逻
辑

，

减弱中小公司的灵活性优势以及
“

价高
增产

，

价低减产
”

行为对行业供求关系带来
的扰动

，

并改善上市公司的盈利环境
；

如果
调控压力使房价在短期趋稳

，

而销量继续维
持

，

则房地产博弈将在国庆后迎来短暂的平
静

。

各部委和地方政府
“

十二五
”

规划目标
的明确

，

将重新推动主题投资的机会
。

综合
看

，

在节前悲观预期充分释放后
，

上述四大
因素都将推动节后市场的阶段性估值反弹

。

上证指数将有补涨行情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

上证指数进入
8

月
份之后的运行非常复杂

，

形态上也多次转换
。

我们认为
，

如果指数选择调整的话
，

在
8

月
中下旬就应该发生

，

因为当时是顶部形态
，

顺势调整水到渠成
。

但指数拒绝调整
，

顽强
在

2600-2700

点区域震荡
，

这种形态的微
妙转化实际上已显露出转好的信号

。

同时
，

指数的运行具有趋同性
，

受到大
盘权重股的拖累

，

上证指数
2319

点以来的
反弹远远落后其他指数

，

在中小板指数
、

深
成指

、

深综指纷纷持续走高的情况下
，

上证
指数也将跟上

，

因此上证指数未来还有一个
上冲过程

。

连创新高的中小板指数虽然周线
有一丝背离迹象

，

但还没有发出明确调整信
号

，

顶部的明确需要一定的时间
，

而这刚好
给上证指数的补涨留出了时间

。

市场趋势总体向上

兴业证券研发中心

：

对于后续行情
，

我
们认为市场趋势总体而言是震荡向上

，

但没
有趋势性机会

。

首先
，

经济复苏趋势确定
，

降低了指数系统性风险
；

第二
，

汇率
、

利率
、

海外
、

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分歧
，

依然制约
大盘指数的趋势性机会

；

第三
，

受
IPO

、

再
融资大扩容以及严控信贷用途的影响

，

股市
的资金供求相对偏紧

，

不足以推动大盘股行
情

。

短期而言
，

近期行情将面临不少负面因
素

：

9

月底银行存贷比考核
、

节日因素等将
推升资金价格

；

长假中不确定性较多
；

小盘
次新股

11

月解禁潮临近等等
。

同时
，

我们
需要关注短期汇率波动带来的博弈变数

。

在
11

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

人民币汇率仍会面
临升值压力

，

这可能增加围绕地产等板块的
博弈

，

并扰乱市场对于经济和汇率的预期
，

令
A

股短期风格转换
。

海外市场看
，

港币兑
美元走强

、

资本流入推升港股上涨
，

AH

溢价
指数进一步下降

，

有助于减弱国庆长假前的
调整压力

。

（成 之

整理
）

机构视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