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市

交易日

期

证券简称

成交价

（元）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金额

（万元）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ＳＴ

张股

000４３０

８．０５ １９５ １５６９．７５

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

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

中关村南大街

证券营业部

中关村南大街

证券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旭飞投资

000５２６

１１．８３ １７４．５ ２０６４．３４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长沙芙蓉路证

券营业部

东门南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中科三环

000９７０

２７．５６ ３００ ８２６８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建新北路证券

营业部

孝闻街证券营

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中科三环

000９７０

２７．５６ ２００ ５５１２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孝闻街证券营

业部

孝闻街证券营

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华星化工

00２０１８

７．２９ ９６．１１ ７００．６４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南京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鹰潭

太平北路证券

营业部

胜利西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天马股份

00２１２２

１４．１８ ６６０ ９３５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上海江苏路证

券营业部

体育场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天马股份

00２１２２

１４．１８ ３００ ４２５４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长沙芙蓉路证

券营业部

体育场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天马股份

00２１２２

１４．１８ １００ １４１８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长沙芙蓉路证

券营业部

体育场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汉钟精机

00２１５８

３８．７１ ８０ ３０９６．８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民生路证券营

业部

北京东路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圣农发展

00２２９９

３４．４４ １１３ ３８９１．７２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

上海飞虹路证

券营业部

深南大道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理工监测

00２３２２

７５．６４ ３０ ２２６９．２

世纪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

中国民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路证券营

业部

宁波中山西路

证券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神州泰岳

３００００２

５９．４ １２０ ７１２８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景德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上海漕溪

镇新村西路证

券营业部

北路证券营业

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神州泰岳

３００００２

５９．３７ １７ １００９．２９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景德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上海漕溪

北

镇新村西路证

券营业部

路证券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神州泰岳

３００００２

５８．７３ １０ ５８７．３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景德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上海漕溪

北

镇新村西路证

券营业部

路证券营业部

沪市

交易日

期

证券简称

成交价

（元）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金额

（万元）

买入营业部 卖出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汇通能源

６００６０５

１３．３ ３００ ３９９０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总部

（非营业场所）

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

桃园二巷证券

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平高电气

６００３１２

１４．３８ ７００ １００６６

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上海漕溪

北路证券营业

部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零售客户服务

总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复星医药

６００１９６

１３．３３ ２６．７４ ３５６．４６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石家

庄中山西路证

券营业部

财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杭州

杨公堤证券营

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广安爱众

６００９７９

１０．７１ ４６ ４９２．６６

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县前东街证券

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零售客户服务

总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百利电气

６００４６８

３２．７１ ３５ １１４４．８５

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石家

庄中山西路证

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北京

建国门外大街

证券营业部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

兴业银行

６０１１６６

２１．８２ ９０．５ １９７４．７１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开

远灵泉东路营

业部

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珠海水湾

路证券营业部

热点板块

■

投资纵览

■

板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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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大宗交易看台

■

限售股解禁

■

12

月

21

日，

A

股市场有

11

家公司限售股解禁。

国恒铁路（

000594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 解禁股东有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聚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合计持股占总

股本

46.75%

。 该股套现压力很大。

报喜鸟（

002154

）：股权激励限售股解禁，占

总股本比例为

1.38%

。 该股套现压力很小。

东晶电子（

00219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

禁。 解禁股东为

12

家自然人股东，

8

人为公司

高管，合计实际解禁股占总股本

29.68%

。 该股

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绿大地（

002200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自然

人股东。 解禁股东

1

家，即公司董事长何学葵，

持股占总股本

28.63%

，首次解禁，且持股全部

解禁，占流通股

41.07%

。 该股套现压力不确定。

常宝股份（

002478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占总股本比例

3.47%

。 该股套现压力较大。

富春环保（

002479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占总股本比例

5.05%

。 该股套现压力较大。

新筑股份（

002480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占总股本比例

5.00%

。 该股套现压力较大。

双塔食品（

002481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占总股本比例

5.00%

。 该股套现压力较大。

中恒集团（

600252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

股东

1

家，即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持股占总

股本

22.04%

，此次剩余限售股全部解禁，占总

股本

17.26%

。 该股或无套现压力。

海博股份（

600708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股

东

1

家，即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总股

本

35.78%

， 此次剩余限售股全部解禁， 占总股本

30.00%

。 该股或无套现压力。

宜华木业（

600978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股

东

1

家，即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总股

本

28.34%

，此次剩余限售股全部解禁，占总股本

15.98%

。 该股或无套现压力。（西南证券 张 刚）

农业军工比翼齐飞

国盛证券 程荣庆

周一两市大盘破位下跌，宽幅震荡。 前市沪指

跌幅一度接近

90

点，在权重股推动下，午盘股指反

弹，但多数板块下跌，成交较上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沪市涨幅居前的个股为：亚盛集团、广州药

业和五矿发展。 亚盛集团，农业板块涨停个股之

一。 周一农业板块有四只农业板块个股涨停。 交

易公开信息显示，机构席位三席买入、一席卖出，

买入居首的机构席位有近

1.6

亿元大额增仓，游

资在中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等券

商席位积极介入，突破上扬，看高。广州药业，医药

板块唯一涨停个股，机构博弈明显，机构席位两席

买入、四席卖出，再创历史新高，仍可看高。五矿发

展，一机构席位居买入首位，底部涨停，看高。

沪市换手居前的个股为永辉超市。 该股为

上周上市交易新股，连收三阳后低开低走，交易

公开信息显示， 买卖居前各有一席机构专用席

位， 游资在华泰证券常熟枫林路证券营业部等

券商席位买入居多，短线还有潜力。

深市涨幅居前的个股为：西飞国际、天伦置

业和丰乐种业。 西飞国际，高开高走，放量大涨，游

资在东方证券苏州临顿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

大单增仓，还可看高。天伦置业，地产板块涨幅居首，

游资在银河证券重庆临江路证券营业部有超过千

万元增仓，强势明显，看高。 丰乐种业，高开高走，放

量大涨，机构席位买入明显居多，板块强势，看高。

总体来看， 强势个股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军

工板块，操作上可对这些板块个股逢低关注。

朝韩局势导“火” 军工股逆市逞强

着眼于装备制造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军工行业宜中长期重点关注

中航证券 邱 晨

弱市走强 朝韩局势是短期诱因

周一，上证指数宽幅震荡，显著下

跌，盘中最低下探

2804

点，上下波幅

逾百点，最大跌幅一度超过

3%

，午后

跌幅收窄，报收

2852

点，挫

1.41%

；深

圳股市同步急挫，深成指、中小板及创

业板指数分别下跌

1.58%

、

1.01%

及

1.67%

。 在两市仅约

500

家上涨个股

中，军工板块涨幅居首，逆市逞强，其

中航天长峰、中兵光电报收涨停，西飞

国际、航天信息、哈飞股份、航天通信、

航天科技等也大涨逾

5%

以上。

当日包括飞机制造、航空航天在内

的泛军工板块的群起活跃，显然与近日

朝韩对峙的区域局势紧张有关，是引发

当日军工板块整体崛起的主要诱因。虽

然区域紧张局势的演变或缓和或加剧，

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中国

A

股市场军

工概念股的活跃，目前只是心理因素驱

动的短线炒作，但着眼于装备制造业的

“十二五”发展规划，军工行业显然是一

个值得中长期关注的重要板块。

三大投资主题宜紧盯

我国军工企业的证券化主要分

三步走， 前两个阶段已基本完成，

2008

年以后进入专业化整合。 目前，

中航工业围绕防务、飞机制造、直升

机、发动机制造等板块进行整合；兵器

工业围绕武器局、弹药局、火药局、光

电局四个板块进行重组并购；航天科

技集团主要围绕卫星及相关产业链进

行重组；航天科工集团以航天防务、信

息技术及装备制造为三大专业化整合

方向。 就

2011

年军工行业的投资策

略而言，我们认为主要分三大投资主

题，即：资产注入、军工产业链以及内

生增长。

军工行业在

A

股市场上一直处

于高溢价估值， 主要原因是市场对其

资产重组、 注入的期望值较高。 据统

计， 目前军工行业的估值大致在

60-

90

倍市盈率之间，远高于高端制造业

平均

30

倍的水平。 但同时，行业研究

数据显示： 未来航空航天与国防工业

的整体收入将逐年提高，

2010-2012

年军工主营收入增长将分别达到

17.22%

、

23.45%

及

18.76%

。这表明，军

工行业的内涵加外延式发展模式将为

其带来较好的成长性， 相对的较高估

值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是

一种市场常态。

从注资预期的角度看： 航天电子

（

600879

）军品业务占比及产品毛利率

均较高，目前大股东控股比例较低，注

资预期强烈；航天晨光（

600501

）也可

关注。 从军工产业链看， 昆明机床

（

600806

）是重点生产卧式镗床和龙门

铣等大型机床、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未来成长性 可期 ； 而 秦 川 发 展

（

000837

）磨齿机业务有望成为盈利亮

点， 也可关注。 再从内生增长的视角

看，中国卫星（

600118

）在卫星研发和

制造领域的地位相对垄断， 预计未来

卫星应用业务的年复合增长率较高；

航天电器 （

002025

） 作为军用电连接

器、 继电器等电子元件的主要生产企

业，军用订单充足，毛利率较高，也存

在一定潜力。

2011

年维持传媒行业“强于大市”评级

传媒行业 多“财”缘于多艺

西南证券 马凤桃 潘红敏

无烟经济时代

传媒业处成长黄金期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调整经

济增长结构， 加快无烟工业化进程以

来，传媒行业倍受政策宠爱。 《文化产

业振兴规划》将其提至国家战略高度，

十二五规划建议则提出 “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004

年到

2008

年，传媒产业年均

复合增长率

18.9%

。

2008

年传媒产业

规模达

4220

亿元， 占

GDP

比重

1.34%

， 预计

2010

年有望超

5620

亿

元，占

GDP

比重有望达

1.45%

。 在新

闻出版总署的今后

10

年计划中，出版

总产值占当年

GDP5%

左右。 可见，传

媒业未来几年发展十分可观。

从美日经验看， 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是文化消费升级的临界点，

2008

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

元，达到

3266.8

美元。

2010

年以来，我

国消费名义增速在稳步上升。

近几年传媒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

互联网、 移动媒体产业的巨大拉动作

用。尤其是移动媒体的产值增幅迅猛。

据统计， 目前有

77.8%

的用户使用手

机在线聊天服务。第二位是手机阅读，

用户占总体手机网民的

75.4%

。

全媒体时代传媒新老业态共存

传媒业如今已进入全媒体时代，

即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共

同发挥作用。 中国传媒老业态盈利模

式确定，增长稳健；新业态盈利模式亦

在创新中，但行业发展快速。

出版行业： 探路数字出版享体改

盛宴。目前，全国

528

家经营性图书出

版社有

435

家已完成转制，

93

家正进

行转企改制；

3000

多家国有新华书店

完成转制； 非时政类报刊转制

1069

家。 转制后资产、 销售过百亿的有

5

家， 改变了市场主体缺位状况。 目前

90%

的出版企业已涉及数字出版，为

出版业提供新的增长点。 预计今年中

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将超

900

亿元。

下一步将培育一批出版传媒 “航空母

舰”，打造国家级出版“舰队”。

广告行业：

2011

年有望进入全球

广告市场前三。

2006

年

-2008

年，中

国广告支出额复合增长率

9.9%

，远超

美日英。 预计

2010

年会成为全球第

四大广告市场。 未来三年中国广告支

出可望增长

51%

，

2013

年或达

342.4

亿美元。

有线网络最受益三网融合。

2010

年推行三网融合，

2011

年三网融实质

性推进。截至

2010

年

10

月底，我国有

线数字电视用户达

8307.5

万户，有线

数字化程度达

47.75%

。

新业态增长势如破竹。影视动漫：

增长世人瞩目。电影票房

2010

年将达

百亿。 据统计，我国电影票房从

2003

年约

9.2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43.4

亿，增长

4

倍，年复合增长率近

40%

。

2009

年我国电影票房收入

62

亿，首

次跻身全球电影票房前十。未来十年，

中国电影银幕数将达

1

万块， 票房总

收入将突破

350

亿元人民币， 电影产

业产值有望达

1000

亿。

2010

年电视剧交易总额将达

59.2

亿。

2010

年度

1-9

月全国各类电

视剧制作机构共计发行国产电视剧

294

部，

10243

集。 预计国产电视剧交

易总额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动漫产业

6

年增长

40

倍。 从

1993

年到

2003

年期间，中国动画总

产 量 平 均 产 量 不 到

2400

分 钟 。

2009

年动画产量达

17

万分钟。 据

预测，到

2015

年，中国动漫产业总

产值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达到

6000

亿元。

网络视频、网游产业强劲增长。中

国网游业规模从

2004

年的

27

亿成长

到

2009

年

285

亿元， 预计

2010

年达

414

亿元，未来增长仍可期。 中国网游

已连续

5

年表现强劲持续增长势头。

仅今年第三季度行业交易规模就达

84.2

亿元，环比上涨

10.1%

，同比上涨

22.1%

。 经数年培育，网络视频已成为

互联网主要应用领域之一， 行业初具

规模。

2010

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视频

市场收入为

6.21

亿元，比去年同期翻

番达到

148.0%

。

三因素支持板块走强

从市场角度看， 有三理由支持行

业“强于大市”。一是，截至

12

月

6

日，

传媒板块市盈率为

55.02

倍， 而全部

A

股为

20.09

， 相对

PE

为

2.74

倍，处

历史区间中等位置。从历史角度看，传

媒板块静态估值中值在

60

倍附近波

动， 而相对

PE

的中枢值则呈逐步上

升趋势。

二是， 这种估值差反映了投资者

对于个股和板块成长性的不同预期，

新兴行业的成长则迈入黄金期。

三是，我们认为明年市场将震荡，

回顾历史数据，震荡行情中，传媒板块

表现有望强于大市。

2010

年，我们判断传媒板块将跑

赢指数，强于大市。 选股策略围绕“新

势能”，寻求多艺者。

建议关注：

1.

稳健组合：博瑞传播

＋

中南传

媒

＋

天威视讯

2.

激进组合：华策影视

＋

奥飞动

漫

＋

乐视网。

世纪证券

钢铁业：供求关系改善 盈利能力较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0

年前

11

个月， 国内粗钢产量

57,725.20

万吨，

同比增加

10.12%

。 累计钢材产量为

73,029.23

万吨，同比增长

15.7%

。 这已

经是自

2008

年以来，粗钢产量增长低

于

15%

的第

3

个年头。

2001-2007

年，

我国粗钢年产量增长率都超过

15%

，前

5

年粗钢增长率更是超过了

20%

。 这说

明我国钢铁业已进入低速增长期。

淘汰落后产能紧锣密鼓进行。 “十

一五”时期，淘汰炼铁、炼钢落后产能

分别为

11172

万吨、

6683

万吨。最终淘

汰落后产能分别超原计划

11.7%

、

21.5%

， 约占全部落后产能

50%

。 还有

50%

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将落在 “十二

五”前期完成。

2011

年钢铁下游各个行业消费趋

势总体放缓。 预计

2011

年粗钢总消费

量

6.45

亿吨，同比增长

7.5%

。

2010-

2011

年国内保障房任务将对明年的住

房投资形成一定支撑。

2011

年钢铁公司将继续面临主要

原材料上涨压力。 不考虑人工、电力等

成本上升， 预计主要原材料涨价促使

吨钢成本上涨

200

元。

预计

2011

年粗钢产量

6.68

亿吨，

同比增长

6.5%

。

2011

年粗钢总消费量

6.45

亿吨，同比增长

7.5%

。 供大于求

约

2300

万吨， 而

2010

年供大于求

3000

万吨，

2011

年供求进一步改善。

2011

年维持钢铁行业的 “中性”

评级。 主要关注具有资源优势的个

股。 特钢发展有很大的空间， 尤其是

高端产品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作为兼

并重组的主体的钢铁龙头公司可以长

期关注。

军工股：择股

＋

择时 合理价位布局

国防投入持续加大，军工经济持

续高景气：中国的国防投入要与经济发

展以及我们的大国责任相匹配，随着国

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大国地位的提升

而不断增加， 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未

来十年是我国国防建设的关键时期，国

防投入仍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在不

发生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前提下，预计年

均增速至少将达到

15%

的水平。

在打造信息化部队的总方针

下，军队信息化投入会持续加大，装

备及其配套设施建设费用将会是重

中之重。 国家对国防投入力度的加

大， 带动了我国军工行业新一轮的

发展热潮，行业的景气度显著提升。

重组整合故事继续，依旧精彩：

行业发展阶段， 决定了中短期内资

产注入仍是军工板块的投资主线，

现有的这种大集团、 小公司的结构

状态， 赋予了各军工集团内具有平

台潜力的上市公司巨大的外延式成

长空间。 军工资产证券化已经大面

积铺开， 但军工资产重组整合的故

事远未讲完， 在内外部条件逐步成

熟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资本运作进

入到实质阶段，涉及到更核心、更优

质的军工资产，不容置疑的是，后面

的故事将会更加精彩。

调整中选择合适时机布局：军

工个股仍将是市场追逐的焦点，但

是目前比较尴尬的是， 一些优质军

工个股虽然好， 但股价也充分包含

了市场的预期， 价格太贵， 无从下

手， 但这段时间内市场整体形势不

是很明朗、处于整理调整过程中，恰

好给了我们机会，选择好的标的，选

择合适时机在合理价位介入， 然后

等待爆发。

2011

年军工板块我们重点推荐三支

个股： 航空动力 （

600893

）、 航天电子

（

600879

）和哈飞股份（

600038

）。

（西南证券）

华宝证券

TMT

：寻找结构调整受益的领导者

过去一年代表

TMT

（电信、媒体

和科技） 的三个指数平均涨幅高达

26.32%

，大盘整体下跌

11.20%

，

TMT

整体强于大盘

42.26%

， 表现优异。

TMT

行业的

PE

值和相对市场溢价

达到历史高位区间。基本面略优于市

场， 表明市场对

TMT

的未来充满期

待，预期积极。

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持续倾斜是

TMT

向好的助推动力，而长期巨大的

增长潜力才是其维持高溢价的核心

理由。 展望

2011

年，在

TMT

架构中，

我们认为基础性的电子制造业进入

景气后时代，而中间主体通讯和软件

以及两者融合的

ICT

技术面临重要

的机会，作为架构顶端的传媒文化产

业的繁荣也即将开启。所以从行业的

角度看，软件、通讯、传媒文化和电子

是我们对

TMT

的投资顺序。

电子制造业：精挑子行业，细选

优质股。电子制造产业持续近两年的

高景气，已经导致相当多领域的产能

和产量均出现过剩状况，同时电子制

造业高度的外贸依存面临较大的国

际贸易政策转变的风险。因此电子制

造整体持续高增长已是强弩之末，精

选行业景气拉长的公司是投资的主

要路径。重点关注台基股份和中瑞思

创等。

信息通信业：

IT

机会聚集， 通讯

略逊一筹。 软件业长期大发展后

2011

年行业规模增长率仍将保持

28%

左右，在此背景下公司收入和净

利出现更高增速的概率高， 因此

IT

业机会聚集； 未大规模启动

LTE

（

3G

的长期演进）的条件下，国内电信投

资将维持景气震荡常态。

2011

年电

信投资小幅反弹难以改变通讯业难

有系统性机会的现状，我们看好增值

服务及由此引致的网络加速和网络

优化等子领域的机会，重点关注东软

集团、天源迪科、日海通讯、新海宜和

拓维信息等。

传媒文化业：媒介为载体，创意

是核心。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键区

分在于传播的媒介或者手段不同，当

技术储备到一定阶段之后，新媒体成

为主体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相对

看好新媒体。 媒介仅是载体，而承载

的核心是创意文化，只有具有强大创

意能力的文化传媒公司才具有长久

的竞争力和长期的成长空间，所以长

期看好创意文化类公司中的佼佼者，

重点关注华谊兄弟和蓝色光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