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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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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

元

）

申购上

限

（

万

股

）

申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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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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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

）

网下发行

量

（

万股

）

网上发行

量

（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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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２６

山东矿机

１３２８ ５３７２ － － －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

００２５２５

胜景山河

３４０ １３６０ － － －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４５０ １８１０ － － －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２－１３ －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２２００ ８８００ － － － ２０１０－１２－７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

３００１４８

天舟文化

３６０ １５４０ － － －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９ －

３００１４７

香雪制药

６１６ ２４８４ － － －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９ －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２７０ １０９８ － － －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２０１０－１２－９ －

００２５２３

天桥起重

８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９．５０ ３．２０ ６２．４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５９．０９

００２５２２

浙江众成

５３０ ２１３７ ３０．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６５．２２

００２５２１

齐峰股份

７４０ ２９６０ ４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３．７５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５３．２９

００２５２０

日发数码

３２０ １２８０ ３５．００ １．２０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１ ２０１０－１２－６ ６０．４３

３００１４５

南方泵业

３９９ １６０１ ３７．８０ １．６０ ６０．４８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７４．１２

３００１４４

宋城股份

８４０ ３３６０ ５３．００ ３．３０ １７４．９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１０３．９２

３００１４３

星河生物

３４０ １３６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５ ４８．６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９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１３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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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股发行提示

商品期货大跌

现货传导仍显滞后

C5

近期随着国家物价调控， 棉价从最高

33720

元

/

吨下跌到

24170

元

/

吨 （郑棉

1105

合约）

关注受益减排及

产品涨价的化工股

C2

未来化工板块的部分高成长企业，将从目前

的中小市值公司中产生

古井贡酒跃上 90�

QFII 逢高减持 B 股

C3

该股于午后两点再次封死涨停板， 收报

90.75

元，距离百元不足

10

元

数据来源

：

本报数据部

机构视点

■

上涨需更清晰信号

中信证券研究部

：

我们认为

，

目前来看通胀

失控的可能性较小

。

剩下来困扰市场的最主要

因素

，

就在于政府对控制通胀到底将采取怎样

的紧缩措施

？

其究竟会紧缩到什么程度

？

在这

些问题上

，

目前资本市场的认识还比较混乱

。

在政府没有给出清晰的信号前

，

股指的上涨存

在压力

。

与前两轮通胀周期相比

，

目前经济还没有

到达全面过热的状态

，

调控也是结构性的

。 《

人

民日报

》

24

日文章表示

，“

中国政府抑制通胀不

会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打压股市为代价

”。

该文发

表后股指出现一波明显上涨

。

这印证了我们的

上述逻辑

，

即市场需要一个清晰的信号才能继

续上涨

。

不过

，

由于该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监管层

的看法

，

因此未来股指的持续上涨

，

还需要权威

部门给出更明确清晰的信号

。

我们认为

，

在

11

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和

12

月初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前后

，

政府对

2011

年宏观调控取向的思

路将会逐步清晰

，

如果通胀程度和调控力度都

低于预期

（

目前市场的预期是通胀有失控的风

险

、

明年一季度前紧缩政策严厉

，

如严控信贷

、

大幅加息

），

股指将出现新一轮上涨行情

。

本周

需要关注恶劣天气和美韩军演的风险

。

调控力度难超预期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

我们认为通胀可

控

，

调控力度不会超预期

，

市场下跌空间小

。

短

期市场有望反弹

，

但通胀预期上升

，

政策紧缩预

期暂难消除

，

需等待通胀和调控形势明朗

。

配置

上

，

仍然建议偏向大消费和十二五规划相关产

业

。

消费中最看好家电

；

十二五规划相关产业看

好生产性服务业

、

城市轨道交通

、

海洋经济和新

能源节能环保设备相关投资机会

。

流动性紧缩预期暂难消逝

渤海证券研究所

：

我们在近期的投资策略

中

，

一再强调流动性预期的重要性

，

这一市场情

绪成为影响

A

股走势的关键因素

。

本周

，

我们认为有关流动性紧缩的预期仍

难以消逝

。

一方面

，

11

月

CPI

增速或将再创新

高

；

另一方面

，

尽管市场对紧货币宽信贷的调控

方向已形成共识

，

但在中央经济会议对

2011

年调控政策的表态最终公布前

，

市场谨慎的心

态难以彻底纾解

。

另外

，

欧洲信任危机使得美元

指数表现强势

，

也将抑制大跌后市场的技术反

弹空间

。

因此

，

我们预计本周市场继续维持震

荡

。

就投资而言

，

保持适度仓位以掌握日后操作

的主动无疑是目前的第一要义

。

在此基础上

，

我

们建议投资者仍要以成长性为主要标准选择适

宜的投资品种

。

年底资金面压力显现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

目前通胀的舆论压

力有所缓解

，

有利于释放股市的风险

。

一方面是

目前市场对于明年通胀容忍度的政策预期提

高

，

比

2009

年制定的

3%

的通胀目标水平高

，

这有利于市场

。

另外一方面

，

年底信贷额度和明

年考核目标的制定对资金面造成压力

。

明年对

于拨贷比

（

拨备

/

总贷款

）

不低于

2.5%

的考核

目标的传闻

，

导致短期信贷压力加大

，

所以短期

我们发现央票利率上行

。

央票收益率本周飙升

，

3

个月和

6

个月的均上升了

50

个基点

，

1

年期

和

3

年期的上升了

24

基点

。

这个在今年

6

月

份也出现过

，

说明银行间的资金压力较大

。

（

成 之

整理）

国金证券：CPI 明年或将持续走低

2011 年应重点关注消费行业和新兴产业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

者 杨 冬

本报讯

国金证券

2011

年投资策

略会昨日于上海举行。 国金证券宏观

策略研究员付雷在会上指出，

2010

年

中国经济已进入内生性复苏周期，

2011

年国内通胀压力有望得到缓解，

中国经济增长此前所呈现的“滞胀”格

局持续将不超过半年。

付雷认为，

2009

年中国经济的增

长可以理解为政策刺激下的反弹，而

2010

年中国经济才真正进入复苏周

期。 尤其在

2010

年下半年，虽然国家

财政与货币政策均呈现猛烈的收缩，

但“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

增长的势头依然令人惊喜。

关于投资方面，付雷判断，明年国

内投资增速将会非常强劲， 预计监管

部门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将于明年

一季度结束，地方投资的“闸口”有望

被重新打开；以房地产、制造业为代表

的民间投资将会持续旺盛，预计

2011

年国内房屋施工面积将增长

17%

；制

造业投资虽然已经过

2006

年和

2007

年的最快时期，但未来会出现软着陆，

即使在增速下行的情况下需求依然会

保持旺盛；此外，明年经济增长还将继

续受益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对于明年的通胀形势，付雷判断，

CPI

明年将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走势，

预计全年

CPI

水平将在

3.6%

左右。 目

前影响通胀的最直接因素是输入性通

胀， 例如在今年中国进口产品中，能

源 、 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占比高达

49.5%

， 可以说如果明年石油价格波

动不大， 那么输入性通胀压力将得到

大大缓解。此外，明年是十二五规划实

施的第一年， 节能减排的压力将会得

到缓解，

2010

年呈现的短期产出缺口

将会得到填补。 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

的问题，付雷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成本上升对

PPI

带来的压力不会

集中体现在明年一年中。

不过， 国金证券也注意到了目前

较为严峻的通胀形势以及政策调控压

力， 国金证券认为，

CPI

将会在

11

月

出现峰值，

12

月以及春节期间

CPI

的

走势也较为严峻， 预计监管部门将在

12

月和明年

2

月实行更为紧缩的货

币政策， 央行还将继续动用价格和数

量工具进行调控，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内将有两次到四次加息。

就行业来看，国金证券认为

2011

年

应重点关注消费行业和新兴产业中的投

资机会。 关于消费行业，国金证券指出，

中国

15

岁至

44

岁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

拐点已经出现， 国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明显， 与老龄化消费最相关的医药卫生

行业隐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此外，十二

五规划提到， 居民收入增长要和经济发

展同步、 劳动报酬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

同步，在此政策环境下，保险、汽车、电子

消费将出现强劲增长。

关于新兴产业， 国金证券指出，

2010

年新兴产业板块的表现主要是靠

估值的提升，而非高增长，但

2011

年随

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新兴产业将迎来

跨越式的发展机遇，太阳能、风电、核电

等新能源，以及高端装备、节能概念板

块的投资机会将在明年显现。

外围市场企稳回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催生市场新热点

两大利多预期或激活市场

东海证券

王 凡

� � � �周一沪深股指继续在低位震荡，

60

日均线再度在股指调整过程中显

示出较强的支撑力度，量能的逐步萎

缩也显示出市场抛压日益减轻。我们

认为，美元指数在持续反弹之后继续

冲高将面临一定压力，资源类权重股

的回落空间将较为有限，而即将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望为市场带

来新的热点，股指在充分蓄势之后有

望震荡回升。

外围市场有望回升

近期国内市场大体上跟随着外

盘的节奏运行， 美欧主要股指自

11

月初见顶之后， 出现了一波集体回

调，但其最大调整幅度也不足百分之

五，近几个交易日则维持横盘整理的

格局，有较为明显的企稳构筑阶段性

平台的特征，再度破位下行展开大幅

调整的可能性并不大。 相比较而言，

近期沪深股指最大调整幅度都超过

了

10%

， 远远高于外围市场调整幅

度，继续下挫的动力较弱。

同时，从近期导致美股下调的主

要因素来看，美元指数的走强或将难

以持续。 一方面，美元指数在连续三

周上扬之后，短期涨幅已经接近

7%

，

存在一定的超买迹象，且目前已经逼

近

250

天均线等重要均线，距离前期

平台密集成交区也不远，技术上存在

回调的要求。 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导

致大量资金涌入美元寻求避险，但从

爱尔兰的债务总规模来看，占欧元区

生产总值比例较小，债务的持有者也

主要局限在欧盟内部，因此爱尔兰债

务问题是局部性的，在欧盟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下，将处于可控的

范围之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较

为有限。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涉及的

一些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西班牙表示

绝对不需要向欧盟寻求援助，葡萄牙

也否认了将向欧盟寻求援助的报道。

因此，未来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的基础

并不坚实。 此外，美国感恩节的销售

数据显示出消费者信心正在逐步好

转，市场也预期本周即将公布的非农

就业指数将较为乐观，这些都制约了

美股的下跌空间，海外市场及

A

股近

期筑底回升的概率将更大。

新的热点正在酝酿

近期权重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

调整，回吐了国庆长假以来的绝大部

分涨幅。但中小盘个股依旧维持高度

活跃，创业板综指甚至创出了历史新

高。 我们认为，伴随着美元指数的冲

高回落，权重股的调整空间已经较为

有限。且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

召开， 将对明年的宏观经济进行定

调， 连同此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市

场新的热点正在酝酿之中。

从历史上来看， 在每次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之前一到两周，市场绝

大部分时候是呈现上涨格局，对于

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预期导致投

资者提前进场布局。 而从今年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的预期来看，明年货

币政策将有望从适度宽松转向稳

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有望继续保

持，防通胀、保增长或将成为主题，

这将使得此前市场资金关注的行业

板块随之出现重大转变。 而此前公

布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了诸

多措施， 来弥补房地产调控产生的

投资缺口， 战略新兴产业等有望成

为贯穿

2011

年市场的持续热点。

我们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对明年经济进行战略部署之时，亦将

在结构调整等多方面进行重点讨论，

其中可能首次提到的一些方面更是

有望激发市场资金的热情，并催生众

多的新热点，这将成为市场摆脱盘局

的重要催化剂因素。

抛压渐轻蓄势待发

技术形态上， 近期沪指持续在

60

日均线到年线之间的区域内运

行，且波动区间逐步收敛，震荡蓄势

的迹象较为明显。而周一的调整过程

中，上海市场成交金额进一步萎缩到

1300

余亿元的水平， 表明市场抛压

正迅速减轻。目前市场正逐步临近区

间震荡的尾声，充分蓄势之后，市场

从平台启动回升的概率较大。

年前难现牛市

A

股的下跌 （说大盘股的下跌更

准确），是因为害怕通胀恶化，那么至

少要等到通胀有效得到控制， 才能出

现指数型牛市。 考虑到美元进入中期

反弹、 国内行政调控对流通环节通胀

的有效性，都是大概率事件，因此，符

合大众标准的牛市，最快也要等到

12

月末。

(

李冬明 和讯财经微博

）

酒类股票价最高

乃国人悲哀

沪市最高价的股票是贵州茅台，

深市则是洋河股份， 而且投资者对酒

类股票群体追捧。 这种现象虽折射出

酒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质， 但还是

觉得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实际上， 喝这些高档酒大多数是

公款消费。 中国股市最高价的股票不

是高科技公司，而是酒，这一点多少有

些悲哀。

（

守望高新 淘股吧论坛

）

注意几个偏空

盘面特征

对于昨日盘面，需注意几个稍微

偏空的特征：一，盘中热点较为散乱，

多为题材股， 且热点个股里有好几

只反复打开涨停， 预示其所在板块

在未来两天随时可能出现调整。

二， 前期入场的资金有离场态

势。 有色、黄金、煤炭等品种跌幅居

前，盘中资金流出迹象明显，基本上

可以断定资金在资源类个股上边打

边撤。

三，成交量不够。 两市合计成交

2622

亿元， 还不到前期沪市单边的

量能，显然无法推动整个大盘上涨，

至多在小盘股上出现结构性行情。

四，所谓久盘必跌。既然市场在

这个位置难以往上拓展更大的空

间（毕竟上去的话，新资金充当的

是解放军的角色）， 就只有选择往

下调整。

（潘益兵

证券时报网博客

）

反弹不可太乐观

美元的强劲反弹让商品市场及欧

美股指受伤不少，不过，或者这些仅是

些外伤，应该无碍后市继续上涨。至于

对我们自己市场的影响，不能算小，毕

竟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不可能

独善其身。

虽然今天反弹几率较大， 但是，

我们仍不可太过乐观，至于品种的选

择，个人觉得创业板的机会可能会大

于主板。

（地水师

新浪博客

）

12月份限售股解禁市值 6048.60 亿元，仅为 11 月份的 25.66%

临近收官 限售股解禁压力减轻

西南证券

张 刚

� � � �数据显示，

2010

年

12

月份股改

限售股的解禁市值为

1260.98

亿元，

为

11

月份的近

4

倍。 首发、 增发配

售、 定向增发等部分的解禁市值为

4787.62

亿 元 ， 比

11

月 份 减 少

18456.14

亿 元 ， 为

11

月 份 的

20.60%

。

12

月份合计限售股解禁市

值为

6048.60

亿元， 比

11

月份减少

17521.29

亿 元 ， 为

11

月 份 的

25.66%

。 尽管

12

月份解禁市值大幅

缩减，但仍达到历史单月解禁市值第

五高的水平，也是

2010

年第三高。

12

月份交易日为

22

个， 比

11

月份多

1

个。

12

月份限售股解禁的

上市公司有

143

家， 其中中国远洋、

长航油运、雅致股份、东方园林共

4

家公司月内有两次不同时间的限售

股解禁。从整体情况看，和

11

月份相

比，

12

月份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

家数略有增加，股改限售股解禁市值

大增，而非股改限售股解禁市值仅为

11

月份的两成多，交易日数相近，单

日解禁压力和单个公司的解禁压力

均为

11

月份的两成多。

12

月份股改限售股解禁的公

司有

37

家， 远多于

11

月份的

33

家。首发原股东股份、首发机构配售

部分和定向增发机构配售等非股改

部分涉及的公司有

107

家，其中，属

于首发机构配售股份解禁的

32

家

公司， 因为是被参与网下发行配售

的机构投资者持有，存在套现压力。

除了沪市的宁波港破发以外， 余下

31

家公司市场价均高于发行价，极

可能遭到机构大举套现。

12

月份一个颇受关注的解禁群

体是

7

家创业板公司的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解禁， 也是创业板继

11

月份

27

家首批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之

后的第二批公司，而创业板综指近

2

个月的最大涨幅接近

30%

。 其中，同

花顺的解禁市值最大， 达

22.03

亿

元，其次是天龙光电的

18.40

亿元和

超图软件的

8.62

亿元。

7

家创业板公

司解禁时间均为

12

月

27

日，按三季

报的业绩和

11

月

29

日的收盘价计

算， 算术平均市盈率为

85.40

倍，最

高的是超图软件的

151.87

倍， 最低

的是宝通带业的

54.04

倍。

12

月份包括股改和非股改限

售股解禁的

143

家上市公司中，解

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在

100%

以上的公司有

41

家。 其中，比

例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是， 太平洋

的比例最高达到

477.26%

，其次是深

圳燃气的

338.46%

， 嘉应制药的

300.00%

。

143

家公司中，限售股解禁

的市值超过

100

亿元的有中国太保、

中国中铁、中国远洋、西山煤电、金风

科技、中海集运、武钢股份、深圳能

源、太平洋、长江证券、国投新集、东

阳光铝共

12

家公司， 前

3

家公司的

解禁市值分别为

1158.35

亿元 、

524.61

亿元、

518.83

亿元。从

12

月份

股改限售股解禁的股东数量看，股东

家数最多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长江

证券、东莞控股、海博股份，股东家

数分别为

7

家、

6

家、

3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