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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资金重返

A

股 十月资本盛宴开启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张若斌 见习记者 伍泽琳 邱 晨

天气转凉的十月， 股市却迎来一

片红火。 徘徊在估值洼地的蓝筹股在

国庆长假后突然发威， 带动上证指数

9

个交易日上涨

14%

，

9

天成交额更是

创下

3.12

万亿的巨量。 以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纷纷

调集资金加码

A

股。 各家机构纷纷对

后续行情表示乐观， 他们认为加息对

行情影响有限， 后市再创新高可能性

较大。

估值修正点燃第一把火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机

构都认为此轮行情是市场对大盘蓝筹

股估值的修正。 深圳某大型券商自营部

总经理表示，在几乎所有股票估值都在

攀升的行情下，唯独大盘蓝筹股却出现

估值洼地。

正是市场对大盘蓝筹估值的修正，

点燃了国庆长假后上涨行情的第一把

火。 申银万国策略分析师冯宇认为，此

轮行情从资金来源来看主要有四种：一

是保险资金，二是私募资金，三是个人

投资者和游资，四是公募基金。 冯宇介

绍，

7

月行情上涨以来，不少私募都跑输

了公募，目前私募资金都在加仓；而在

9

月

30

日后， 公募基金也不同程度地进

行了加仓。

第一创业研究所所长王皓宇则认

为，从宏观层面上看，

9

月份新增人民币

信贷

595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5%

；微观层面，因为房地产限购令的压

制，市场投资渠道受限，面对货币投放

的洪水，唯有抢购股票、黄金等，以满足

货币保值增值的诉求。

多路资金掉头加码

突然爆发的行情让公募基金措

手不及。不过基金迅速更换了自己的

角色， 从踏空者转换到了积极介入

者，成为此轮行情的后续推手。 据统

计 ， 基金后续可增持资金将超过

1000

亿元。

而近五成前期“踏空”的私募，在

此轮行情启动后也纷纷入场。 不少私

募人士均表示， 这绝不是昙花一现的

短期行情，大盘蓝筹股仍将在

3000

点

后展开新一轮行情。 而展恒理财对私

募公司展开的调研结果也显示，

83%

的私募基金经理对

10

月以后的市场

表示乐观、看多。

迅速掉头的还有证券公司自营

盘。 多家证券公司负责自营的负责人

都坦承，在此轮行情中，券商投资部门

并没有踩准节奏。不过，这些投资管理

人在国庆之后迅速调整了策略， 整体

加仓。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券商资

管和自营负责人也普遍认为，目前行情

还有上行空间，但目前的大盘股行情不

具有可持续性。 一位自营部老总甚至认

为，虽短期内会有一些调整，但指数在

年内肯定还会创出新高。

营业部涌入资金猛增

行情的持续向好极大地引发了投

资者热情。 中登公司数据显示，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5

日

6

个工作日，新增股票

开户数合计达

35.81

万户， 是国庆前一

周新增开户数的

1.52

倍。而据证券时报

记者对东南沿海一带证券营业部调查

发现，不少客户在国庆长假后将从楼市

撤出的资金转入股市。 某大型券商浙江

义乌营业部总经理透露， 从

10

月

9

日

开始， 该营业部客户增量资产日均近

1

个亿。 据不完全统计，

10

月份以来可能

数亿元炒房资金已流入股市。

QFII

、热钱滚滚而来

而在央行加息之后， 是否将刺激

国际热钱蜂拥而至？ 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的黑石集团总裁施瓦茨曼、大

中华区总裁梁锦松等纷纷表示， 美欧

日近期的数量宽松政策可能导致更多

资本流入中国， 中国依然是外资首选

投资地。

全球最大私募基金黑石集团主席

施瓦茨曼向记者表示，“加大对中国的

投资”正是今年的主题。 黑石集团大中

华区总裁梁锦松则告诉记者，虽然中国

外管局对外资流入实施严格监控，但主

要限制短期资本。 各省市对外国长期资

本始终保持积极态度。

逾千亿资金整装待发 基金后知后觉

证券时报记者 木 鱼

本报讯 今年

10

月以来的蓝筹

股大涨行情中， 基金角色正从踏空者

转向积极介入者， 继而成为这波行情

的有力推手。 从基金后续可增持资金

来看， 新基金加上偏股基金可增持部

分将超过

1000

亿元。

记者从多家基金公司了解到，

10

月份以来， 基金介入的蓝筹股主要集

中在有色、煤炭、券商、银行、保险等行

业。 目前已有部分基金将这些行业的

配置提高到标准配置，甚至略高。交易

所近期公布的交易席位也印证了这一

点。 在基金经常参与的一些有色、煤

炭、券商等股票的“龙虎榜”上，成批出

现机构席位买入的情况。

广发证券是券商股中最典型的例

子， 该股票在

10

月

8

日到

12

日、

10

月

14

日到

18

日两轮大涨中均有过亿

机构资金买入， 阶段涨幅达

66.85%

，

成为券商和金融板块领涨股票之一。

公告信息显示，这两轮大涨中，位居买

入席位前列的都是机构席位， 买入量

一路攀升，从

2500

万到

6600

万，两轮

合计买入量接近

3

亿元。

此外， 如煤炭行业中连续三个交

易日涨停的山煤国际、 有色金属行业

中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的豫光金铅

等，业内专家分析，这些都是基金参与

比较多的股票， 在这些股票频繁涨停

背后，基金主动买入是主要原因。

对于基金介入蓝筹股的资金规

模， 有基金经理表示， 该公司已经把

10%

左右的仓位从非周期性行业调整

到蓝筹股，而整个基金行业，主动投资

基金本轮调整到蓝筹股的规模预计在

500

亿元以上。

在这一波大行情的推动下， 偏股

新基金销售明显回暖。本报统计显示，

今年

8

月至今成立的偏股新基金规模

为

327.1

亿元，高于前期水平；此外，

目前在售和即将销售的有

7

只偏股基

金， 另外至少

10

只偏股基金已获批。

业内专家分析， 后续发行的新基金今

年年底前有望再为基金提供

500

亿元

以上的增量资金。

除新基金外， 老基金净申购和基

金提高仓位是后续资金的另外两大来

源。记者从基金公司了解到，指数基金

和大盘蓝筹基金是近期机构和个人资

金申购的重点， 有望为基金投资蓝筹

股提供

100

亿以上的资金支持。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测算，今年

10

月

14

日大型基金平均股票仓位约为

83%

， 和以往基金看好市场时一般所

在的

85%

到

88%

的平均仓位相比，还

有

2-5

个百分点的仓位提升空间，对

应增加股票投资资金规模将在

300

亿—

700

亿元之间。

自营火速增仓 券商亡羊补牢

证券时报记者 桂衍民

本报讯 国庆长假后的行情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证券公司的

投资部门。 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

现，尽管没有踩准节奏，但券商自

营部门反应迅速， 仓位也迅速随

之提升； 券商资产管理依旧偏向

稳健。

采访中，多家证券公司负责自

营和资产管理的负责人坦承，此

轮市场行情券商投资部门并没有

踩准节奏，且券商自营资金量少，

推动行情的资金不会来自券商自

营。 “不过，我们在国庆之后迅速

调整了策略，目前仓位较高，收益

比较可观。 ”某中型券商自营部老

总透露。

某大型券商自营部总经理则

表示， 此轮行情并非场内资金引

发，而是场外资金在推动，“我们在

长假之后调整了自营盘仓位。 ”

相较于自营盘的迅速反应，券

商资管则相对迟缓。 据某中型券商

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透露，目前仓位

和国庆长假前相比并无变化，股票

配置上依然处于低位。 上海某大型

券商的资产管理部相关人员也透

露，国庆长假后并未新增资金配置

股票，整体仓位一直保持比较高的

比例。

券商资管产品净值也佐证了

上述事实。 据国金证券最新研究周

报显示，

10

月

11

日至

11

月

15

日

期间，股票型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净

值平均收益为

1.02%

，混合型券商

集合理财产品平均涨

1.05%

，

FOF

型产品平均涨幅为

1.81%

。 单只产

品周净值增长率超过

10%

的仅有

两只， 甚至有

5

只股票型和

21

只

混合型集合理财产品周净值出现

下跌。

尽管操作上有分化，但对市场

的整体看法和后市走势，券商自营

和资产管理均较为一致看好后市，

认为大盘在适当调整后不排除还

会延续此前的行情。

广东某中型券商资管负责人

认为，此轮行情仍会持续，四季度

和明年的机会将在“十二五”规划

中的新能源、新经济、新农业等领

域。 深圳某大型券商自营部总经理

则认为，此轮大盘股蓝筹股行情主

要是整体估值的修正，但这种修正

行情不具备可持续性。

■

券 商

■

两 融

140

亿融资进出

A

股 “四两拨千斤”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本报讯 伴随着

A

股大涨，

10

月份前

8

个交易日， 两融市

场日均融资买入额和融资偿还

额分别达到

9.2

亿和

8.3

亿，累

计融资买入和融资偿还额合计

达

140

亿。

沪深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

19

日，两市融资余

额达到

53.86

亿。 其中，沪市融资

余额为

32.89

亿，深市融资余额为

20.97

亿。 统计同时显示，

10

月份

前

8

个交易日， 日均融资买入额

达到

9.2

亿，

8

个交易日累计融资

买入达到

73.42

亿； 而

9

月份

19

个交易日的日均融资买入额仅为

2.9

亿。

不过， 在融资买入额同比翻

番的同时，

10

月份日均融资偿还

额大幅增至

8.3

亿，较

9

月份同比

上涨

243%

。截至

10

月

18

日的融

资余额较

9

月

30

日仅增长

7

亿。

海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负责人表

示，因信用杠杆交易风险较大，客

户在巨量融资买入的同时， 每天

都有客户巨量融资偿还。

国信证券某资深人士表示，

指数的上涨带动了融资余额骤

升， 近期融资余额快速上涨仍是

主旋律， 但融资买入的行业将出

现分化。

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的业内人士也都表达了类似观

点。 不过，他们认为，在推出转融

通机制之前很难取得较大幅度的

提升。 海通证券上述业务负责人

表示，目前融资融券仅限于

89

只

股票， 且券商投入融资融券的信

用额度与券种有限， 融资融券业

务很难取得超预期增长， 转融通

机制应尽快推出。

■

大小非

不着急减持套现 大小非坐享其成

证券时报记者 刘 丽

本报讯 证券时报信息部统

计显示，尽管大盘出现连续上涨，

但

10

月份大小非减持数量并未

明显增加。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本

轮行情并非催生其减持冲动的因

素。 大小非解禁不会成为对大盘

形成冲击， 唯一值得忧虑的是创

业板解禁对该板块形成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

10

月的前

7

个交易日，共有

20

家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减持数量约

1.65

亿股，减

持公司和规模并未出现大幅增

长。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

10

月份

限售股解禁规模高居年内第二，

但多集中于大盘股， 减持数量和

金额居前的均为大股东， 不会出

现大规模减持潮， 对市场冲击有

限。 另据统计显示，目前的减持仍

以小非为主。 金百灵投资秦洪表

示，从理论上判断，目前小股东减

持意愿应该不强。

与此同时，

10

月份股东增持

意愿降至冰点。截至目前，

10

月份

公告增持的公司仅有中国建筑

1

家。 而公告显示其大股东中建总

公司刚刚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

至

2010

年

10

月

11

日之间进行

过增持。 对此， 市场分析人士表

示， 大股东增持一般出于两种原

因，一是认为公司股价被低估，二

是对公司中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随着市场走高， 增持股东会趋于

减少。

今年

5

月至

10

月的大小非

减持印证了上述规律。在

A

股市

场深度调整的

5

月和

6

月，减持

股数分别为

1.91

亿股和

1.41

亿

股， 减持家数分别为

42

家和

28

家，处于相对低点。 与此对应的

是， 部分大股东逆市掀起增持

潮， 令

5

、

6

月份出现月度净增

持。

7

月

A

股出现强势反弹，

8

、

9

月份市场宽幅震荡踌躇不前，大

股东增持意愿逐步下降，与此同

时，大小非套现冲动较

5.6

月份

明显上升。

看好蓝筹新行情 失意私募布局未来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宁

本报讯 当上证综指重上

3000

点，本轮“踏空”的部分私募

已决意入场。 不少私募人士表示，

以大盘蓝筹股反弹性上涨而引发

的股指攀升绝不是昙花一现的短

期行情， 大盘蓝筹股仍将在

3000

点后展开新一轮行情。

朱雀投资副总王欢认为，此

次市场“资金暴走”以及投资风格

转换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目

前看来， 流动性可能来自两个方

面： 一是因人民币升值而涌入的

热钱，其次则是汹涌的民间资金。

深圳新同方投资董事长刘讯

则认为， 此前加息以及对四季度

的悲观预测压抑了国庆前的投资

热情， 国庆节后全球范围内的量

化宽松令市场上“通胀补偿”投资

行为开始活跃；此外，国内房地产

“限购令”迫使大量资金从房地产

流向股市，这也是形成场内“资金

暴走”的主因。

国庆前弥漫的悲观预期使得

上述公司错过本轮行情。 根据节

前私募排排网所做的调查显示，

国庆前为半仓乃至半仓以下操作

的私募机构占到了所调查数的近

55%

。

不过， 在上证综指重上

3000

点后，不少私募人士对记者表示，

已决意入场。 根据展恒理财对私

募公司展开的调研结果显示：对

于

10

月以后的市场，

83%

的私募

基金经理表示乐观、看多，其中相

当部分私募看好大盘蓝筹股的后

续表现。

刘讯表示， 前几日的普涨说

明，原本观望的场外资金已经明确

预期，达成了共识。王欢也认为，目

前场内资金已现宽裕，这种行情很

可能持续，但是能被推高到何种程

度，很难预测。 深圳龙腾董事长吴

险峰则认为， 权重股相对仍被低

估，不少股票比港股同类股票折价

在

20%

以上，因此中短期内权重股

仍将展开新一轮行情。

深圳市金中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军也表示，股市

整体向上的趋势非常明显，短期来

说， 市场会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过

程，但整体而言，这一波行情属于

跨年行情， 后市的目标位大概是

3500

点。 市场未来面临的唯一风

险是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

■

私 募

A

股历次天量

●

“

5

·

30

”天量

时间：

2007

年

5

月

30

日。 沪深两市成交总

额：

4152.6

亿元。 市场变化：大盘蓝筹股启动“牛

市二期”，沪指随后创出

6124

点的历史新高。

●

“

7

·

29

”天量

时间：

2009

年

7

月

29

日。 沪深两市成交总

额：

4354.58

亿元。 市场变化： 沪指终结了

1664

点以来的反弹行情， 进入幅度超过

20%

的阶段

性调整与长达数月的横盘整理。

●

“

11

·

24

”天量

时间：

2009

年

11

月

24

日。沪深两市成交总

额：

4765.8

亿元。 市场变化： 市场在反弹前高

3487

点附近止步， 再次以刷新历史成交纪录的

方式宣告市场进入“盘整期”。

●

“

10

·

18

”天量

时间：

2010

年

10

月

18

日。沪深两市成交总

额：

4886.33

亿元。 市场变化：资源股“着凉”，中

小盘“感冒”，大盘蓝筹独领风骚。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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