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市

证券简称

成交价（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买入营业部 卖出营业部

海信电器

（

６０００６０

）

１１．２ ５０４ ４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清一

拂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零售客

户服务总部

广汇股份

（

６００２５６

）

３６．１ ５０５．４ １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西

藏中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零售客

户服务总部

平煤股份

（

６０１６６６

）

１８．３ １２９５．２７ ７０．７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

中山西路证券营业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

三路证券营业部

熊猫烟花

（

６００５９９

）

１９．２８ ６３６２．４ ３３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

门南路证券营业部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河东路证券营业部

尖峰集团

（

６００６６８

）

１２．１９ １８２８．５ １５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

桥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市北京西路证券营业部

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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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

钒钛

１０．４５ ４０ ４１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市营口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

京市珠江路证券营业部

众合机电

２２ １００ ２２００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福

华三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鸿图

３２．７７ ３０ ９８３．１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梓潼桥西街证券营业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肇庆西

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广宇集团

５．７３ ９４．５３ ５４１．６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

新村东路证券营业部

芭田股份

１６ ２７３ ４３６８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

州市邮电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萍

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芭田股份

１６ １９２ ３０７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澳

门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萍

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芭田股份

１６ １２５ ２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萍

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芭田股份

１６ ９５ １５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萍

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芭田股份

１６ ３０ ４８０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

州市邮电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萍

乡建设东路证券营业部

金风科技

２０．８５ ５００ １０４２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深圳福

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金风科技

２０．８５ ２５０ ５２１２．５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

州福今路证券营业部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

园路证券营业部

友阿股份

２０ ６６ １３２０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五

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沙五

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天润曲轴

３０ ２５０ ７５００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昆

明东风西路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鹰潭胜

利西路证券营业部

湘鄂情

２４ ６０ １４４０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梓潼桥西街证券营业部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景德镇新村

西路证券营业部

湘鄂情

２３．１ ４０ ９２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

关村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

绥芬河山城路证券营业部

立思辰

２４．４３ ９０ ２１９８．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河北路大都会广场证券营业部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

新村东路证券营业部

天龙光电

２５．１４ １６０ ４０２２．４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

新村东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坛东

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天龙光电

２７．８１ １００ ２７８１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博

爱路证券营业部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坛北

门大街证券营业部

投资纵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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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9

日大宗交易看台

■

限售股解禁

■

12

月

30

日，

A

股市场有

6

家公司限售股解

禁。

广州浪奇（

000523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

股东为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首次且持

股全部解禁，占流通

A

股比例为

83.26％

。 该股

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东莞控股（

000828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

股东包括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等

6

家。

6

家股东合计解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为

38.77%

。 该股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巨轮股份（

002031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

股东包括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等

4

家。

4

家股东解禁股数合计占总股本比例为

53.05%

。 该股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定性。

新朋股份（

002328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

禁。解禁股东包括王新潮等

28

家，均为“小非”，

解禁股数合计占总股本比例为

8.52%

。 该股的

套现压力较大。

宝钛股份（

600456

）：股改限售股解禁。解禁

股东为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此次解禁股数占总

股本比例为

4.19%

。 该股的套现压力存在不确

定性。

中国北车（

601299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

禁。 解禁股东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等

3

家， 合计解禁股数占总股本比例为

0.69%

。 该股的套现压力很小。

（西南证券 张 刚）

游资仍为反弹主力

国盛证券 程荣庆

周三两市大盘止跌反弹， 个股活跃度明显

提高，板块普涨，两市有

8

只非

ST

个股涨停，

但成交明显萎缩。

沪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涨幅居前的个股

为：西昌电力、广州药业和大连热电。西昌电力，

午盘后放量拉至涨停，一机构席位卖出居前，游

资在国泰君安石家庄建华南大街证券营业部等

券商席位买入居多，底部反弹，还可看高。 广州

药业，医药板块唯一涨停个股，交易公开信息显

示，虽然两席机构席位大单抛售，但游资在安信

证券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承接积极， 还可

看高。 大连热电，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电力板

块龙头个股，交易公开信息显示，游资在光大证

券宁波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继续增

仓，看高。

沪市跌幅居前的个股为华新水泥和威远生

化。华新水泥，低开低走，放量大跌，交易公开信

息显示， 分别有三席机构席位参与买卖且卖出

席位大举抛售，涨幅巨大，风险有待继续释放，

规避为好。威远生化，公司当日公告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受消息影响，该股高开后快速下探，

盘中一度触及跌停，交易公开信息显示，一机构

席位买入居前， 游资在山西证券太原桃园二巷

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卖出居多，短线走弱，规

避。

深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跌幅居前的个股

为易食股份和冀中能源。 易食股份， 低开低

走，放量大跌，交易公开信息显示，招商证券上

海肇嘉浜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游资卖出居

多，观望为好。冀中能源，煤炭板块跌幅居首，交

易公开信息显示， 各有四席机构席位买卖居前

且卖出明显居多，短线观望。

总体来看，周三大盘缩量反弹，短线股指有

望企稳，从交易公开信息显示看，游资仍为反弹

主力，机构席位卖出居多，个股反弹多为主力自

救行为，大资金仍未入场，如果反弹继续没有量

能配合，还要顺势减仓。

小股票领涨 交易机会仍需等待

中航证券 邱 晨

周三，上证指数在连续

5

个交易日

下跌后终现小幅反弹。盘中股指最低下

探

2721

点，尾市以全日次高点

2751

点

报收，上涨

0.68%

。中小板及创业板指数

在前期大幅急挫、显著跑输主板的情况

下，当日反弹领先，分别劲升

2.59%

和

2.00%

。两市累计成交

1452.8

亿元，环比

递减近二成，呈缩量反弹特征。

从当日市况看， 以中小板和创业

板为代表， 前

5

个交易日里下跌惨烈

的非权重股、 中小盘股周三反弹力度

较大，物联网、稀土永磁、电子器件、铁

路基建、三网融合、电子信息、智能电

网等题材股板块涨幅居前，机械装备、

生物医药等二线蓝筹股也表现不错。

相对而言，煤炭、金融等前期相对抗跌

的权重股板块当日总体出现下跌，显

示出其跌势中抗跌、 反弹时滞后的板

块特征。从资金流向看，有色、煤炭、金

融、 地产等权重板块的代表性个股仍

位居前列，但个股涨跌分化，其中五矿

发展、

*ST

钒钛（将重组为铁矿石资源

股）涨势不俗。

周三大盘的反弹具有典型的技术

性、中继性特征。 一方面，两市股指在

连跌

5

个交易日后， 技术上反弹要求

强烈，在市场惜售的情况下，少量资金

就触发了个股大范围反弹；另一方面，

之前下跌较多的非权重股、 中小盘股

反弹居前， 而之前抗跌的权重股则反

弹乏力， 更显现出市场的反弹动能主

要来自于短线投机性力量。 如果这种

反弹后续在量能上不能放大， 则持续

性仍有待观察。

我们认为， 近期上证指数有效跌

破

2800-2900

点震荡整理区间， 主要

是受资金面掣肘， 即年内

6

次上调存

款准备金率、

2

次加息的累积效应开

始显现，加上与年末信贷收紧、资金回

笼等事件叠加， 共振效应导致股市成

交萎靡、机构却步，大盘无奈下滑。 目

前上证指数已完全回补了

10

月

11

日

的跳空缺口，阶段性弱势已定，短线可

能依托

2700

点进行中继性震荡整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伴随着股价

下跌， 上市公司已开始出现大股东增

持行为。周三分别有海信电器、三一重

工、

ST

长信

3

家上市公司公告了大股

东增持行为。 这无疑是弱市中的一个

积极现象。周三有

8

只股票报收涨停，

个股活跃度环比渐增， 其中不少股票

为品牌基金持有， 这或暗示着年底机

构排名之争暗流涌动。 从二线蓝筹股

群体看，生物医药、机械装备、酿酒等

行业板块在顺势调整一波后， 开始初

现抗跌顺涨迹象。

从短期看， 目前市场尚不具备就

此营造一波大力度反弹的契机， 短线

上证指数在

2800

点上方即遭遇技术

反压， 操作上只宜适度把握交易性差

价机会，低吸高抛，浅尝辄止。 如果机

构投资者能适时对权重指标股勉力护

盘，假以时日，大盘或有望在岁末年初

反复夯实

2700

点，待

1

月中下旬银行

信贷有所松动时再伺机酝酿行情。 据

此，波段投资者暂时仍可以观望为主。

白酒依然强势 明年

1

月首选高端品种

短期关注估值相对偏低，业绩增长预期明确，未来有望保持量价齐升的白酒公司

上海证券研究所

我们维持酿酒行业

2011

年

1

月

“有吸引力”评级。

2010

年

1-11

月的

行业产销量数据及企业盈利数据均表

明，酿酒行业整体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产量增速稳定，景气度继续高企。目前

酿酒板块相对大盘估值溢价处于历史

中位， 考虑到

2011

年行业成长性，仍

有上升空间。

酒类消费依然旺盛

1

、消费增速保持平稳。 统计局数

据显示，

2010

年

11

月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为

13910.90

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18.70%

，比上月增加

0.06%

。 整

体消费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 与

酒类消费相关性较为密切的餐饮业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

月增速为

19.60%

， 继续高于总体消费增速，显

示酒类消费依然旺盛。 而从中长期来

看， 酒类消费趋势仍将以稳定增长为

主。 从

2010

年前

11

个月酒类产品产

销及行业企业的效益数据看， 酒类下

游消费需求旺盛， 行业仍然保持产销

两旺的态势。 我们预计

2011

年一季

度白酒、葡萄酒仍将维持高景气度，量

价齐升可以期待。

2

、酿酒行业产销两旺。 统计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酿酒行业

整体产量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行

业景气度高企。主要子行业

11

月份产

量增速基本符合预期， 白酒行业产量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啤酒、 黄酒行业

11

月产量小幅增长，葡萄酒行业增速

放缓。白酒行业

11

月产量增速依然较

高，

1-11

月累计增速超过去年增速

7.70%

，全年产量将创出新高。 葡萄酒

行业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的原因，

11

月同比负增长

5.30%

。 我们预计全

年增速为

15%

。

2010

年

11

月啤酒产量同比增长

6.20%

，

1-11

月累计增速为

6.50%

；白酒

行业

11

月份产量同比增速为

34.60%

；

1-11

月累计增速达到

26.90%

。 白酒产

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葡萄酒

11

月产量同比增长

-5.30%

；

1-11

月累计

产量增速为

13.60%

。 我们认为葡萄酒

行业景气将持续回升，预计全年产量增

速将达到

15%

。 黄酒

11

月份产量同比

增 长

4.90%

；

1 -11

月 累 计 增 速 为

10.40%

，低于

2009

年增速。黄酒行业目

前总产量偏低，且销售集中在江浙沪地

区，未来发展前景虽然广阔，但全国性

市场的培育尚需时日，目前尚未看到行

业拐点。

中高档白酒市场空间广阔

1

、白酒发展趋势良好。根据糖酒快

讯的数据显示，国内白酒消费继续保持

稳中有升，但是高端白酒终端价格在近

期出现大幅上涨。 监测数据显示，各主

要城市

12

月份重点高端白酒品种的终

端价格中，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

等价格均有不同幅度上涨，其中茅台的

终端零售价涨幅最大。高端白酒厂家陆

续宣布提价及下游消费需求旺盛是推

高零售价格的主导因素。

此外， 白酒行业今年无论是产量

增长还是盈利数据，均保持快速增长。

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 白酒行业在未

来仍将保持产量

5%-10%

的增速，销

售额

15%

左右的增速。 经过了今年白

酒行业新一轮的快速增长， 白酒下游

消费需求明显回升， 二线酒种表现强

劲。 上半年白酒市场上中低端品种产

品是消费者青睐的对象， 我们认为自

四季度开始高端白酒品种就将重新掌

握主动。

2011

年中高档白酒销量恢

复，价格上涨的预期强烈。我们认为行

业中拥有定价权的强势公司以及营销

能力强的区域性公司将在这种环境下

收益最大。在可预期的通胀背景下，白

酒作为通胀防御性品种理应享受估值

溢价。 高档白酒品种将继续保持稳定

增长，中档白酒品种将持续放量，并有

望出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中长期继续

看好这两类品种中的强势龙头公司。

2

、啤酒销售平稳。 啤酒行业

2010

年前

11

个月销售势头良好，尽管受到

气候原因影响，产销量仍基本预期。目

前我国啤酒人年均消费量接近

30

升，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人均消费量的提

升将趋于放缓， 但消费结构将发生变

化、低度产品将越来越受到追捧。最新

的海关数据显示，

10

月我国大麦进口

价格有所上涨， 但进口量依然维持高

位。未来随着啤麦价格的攀升，啤酒行

业内竞争加剧， 目前低价原料带来的

利润贡献将持续减弱。 由于今年大部

分啤酒企业都进行了产能扩张， 我们

预计

2011

年行业产销量增速将维持

在到

6%-8%

左右。行业中拥有并购优

势的公司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我们依

然看好行业中的龙头公司。

3

、葡萄酒行业长期向好。

2010

年

10

月葡萄酒进口量依然高于

2009

年

同期，今年前

10

个月葡萄酒的累计进

口量增速继续回升， 反映出国内葡萄

酒消费需求旺盛。 目前进口葡萄酒已

经占到国内葡萄酒消费总量的

1/3

左

右，这一比例仍在持续上升中。国外葡

萄酒价格步入加速上升通道， 进口葡

萄酒对于国内葡萄酒市场的冲击在未

来将持续。 我们判断国内葡萄酒市场

2011

年有望达到

20%

左右的增速。随

着葡萄酒消费理念的逐渐成熟以及居

民收入的提高， 葡萄酒消费量将逐渐

上升， 此外葡萄酒对白酒的替代作用

有所加强， 长期看好葡萄酒行业在中

国的发展前景。

1

月份行业投资策略

对于

2011

年

1

月的策略， 依然

维持酿酒行业 “有吸引力” 评级。

2010

年

1-11

月的行业产销量数据

及企业盈利数据均表明， 酿酒行业

整体经济运行态势良好， 产量增速

稳定，景气度高企。 我们预计白酒、

葡萄酒行业有望继续保持量价齐升

态势。 目前酿酒板块相对大盘估值

溢价处于历史中位，若虑

2011

年行

业整体成长性，则仍有上升空间。 行

业仍具有投资吸引力，值得介入，中

长期持有。

建议继续重点关注白酒、葡萄酒

行业公司。 短期内可关注估值相对

偏低，业绩增长预期明确，未来有望

保持量价齐升的白酒行业公司及未

来市场空间广阔的葡萄酒行业公

司。 建议重点关注公司：贵州茅台、

五粮液、泸州老窖、山西汾酒、金种

子酒、张裕

A

。 对前期的重点股票评

级维持不变。

板块前瞻

■

华泰联合

乘用车板块估值提升压力较大

近日， 财政部、 国税总局宣布

1.6L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

7.5%

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的政策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对

1.6L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统一按

10%

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

税。

对上述政策，我们认为，汽车股

整体估值水平已在相当程度上反应

了市场对于取消小排量购置税优惠

政策的预期：截至

2010

年

1-11

月，

全国汽车销量

1

，

639.54

万辆， 同比

增长

26.86%

，因此在整个汽车行业

高景气和个别城市通过控制汽车上

牌数治理城市交通的大背景下，国

家继

2010

年降低小排量乘用车购

置税税率优惠后 （从

2009

年的

5%

调为

7.5%

）， 进一步完全取消税率

优惠符合市场预期。

但我们同时也认为， 购置税重

回

10%

难撼小排量主流趋势。 按照

1.6L

以下排量乘用车中枢价格

6

万

元测算，

2.5%

的购置税税率优惠仅

对应

1500

元，对消费者实际购车成

本增加有限；

2010

年

12

月

3

日，发

改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了第四批节

能汽车推广目录， 节能车的补贴范

围进一步扩大。 通过增加车重、发动

机调教等手段，

1.6L

以下车型都将

基本满足节能车相关补贴要求，因

此

3000

元节能汽车补贴正演变成

小排量乘用车的推广政策， 将对原

有购置税税率优惠政策形成有效替

代。 总体而言，此次购置税税率优惠

政策的取消， 对未来小排量乘用车

销量影响有限， 其主流地位难以撼

动。 预计

2011

年乘用车销量增速将

下滑至为

10%-15%

，但小排量汽车

占比保持相对稳定。

维持对

A

股市场乘用车板块

“中性”评级：虽然目前乘用车板块

估值水平已达历史低位， 但购置税

税率优惠和汽车下乡优惠政策的取

消，或将对

2011

年一季度乘用车销

量构成一定影响，在

2011

年行业增

长回归均值、

2012

年产能压力显现

的背景下， 板块整体估值中枢显著

提升压力较大， 我们认为在目前估

值水平基础上获取超额收益的机会

并不显著。

中金公司

一季度基本金属股机会较大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稳增长、调结

构、控通胀”的主旋律下，有色板块将

出现结构性与周期性机会交替纷呈的

局面。 建议短期投资者顺应基本金属

股的周期性特征捕捉交易性机会，通

过对金属价格和调控的判断选择波段

性操作的进出时点获取超额收益。 具

体理由如下：

1

、基本金属类股票呈现强周期性

和高弹性，总体震荡上行，关键要把握

波段进出时点。 目前仍处于大的经济

周期的中部阶段， 基本金属供需基本

面将随海外复苏进一步好转， 同时美

元虽将企稳但流动性依然较为充裕，

支持基本金属价格。另一方面，中国对

通胀和房价的调控， 还将在金属价格

之外增加股票操作的复杂性。目前看，

一月基本金属股上行概率较大， 而春

节后则需警惕调控加码和欧债危机的

风险， 下半年需根据调控效果和海外

复苏情况再进行判断。

2

、相对基本金属股的强进攻性，黄

金类股票仍是最稳妥和最具防御性的

品种。 黄金股的结构性机会尚未结束，

总体而言， 在美国加息预期形成之前，

由于新兴市场通胀加剧、欧债危机继续

蔓延、世界经济仍不明朗，金价将震荡

上行或至少维持高位，而有资产注入预

期和良好收购扩张预期的公司，将给投

资者带来超出金价涨幅的更高收益。

3

、结构转型为与新兴产业相关的

上游股票带来中长期投资机会。 重点

在于寻找小金属、 深加工和新材料类

股票中直接受益于结构性机会的品

种， 包括有政策催化剂 （产业细则出

台）、 价格可能大幅上升 （如资源整

合）、或产量将会高速增长（产能扩张、

份额增加、进口替代等）的股票，特别

是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长强劲且确定性

较强，而估值仍有提升空间的公司，将

提供较高的回报。

基于上述理由，建议投资者在调控

担忧减缓时期关注基本金属股，危机再

起、通胀加剧、调控预期强烈时则关注

黄金股。基本金属在上行波段可产生超

额绝对收益，当价格强劲上涨而调控预

期较弱时出现波段性上涨行情几率较

大，建议择时超配高弹性的品种，如铜

陵有色、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同时关注

基本面坚实的中金岭南、驰宏锌锗。 黄

金方面，继续关注注入预期较强的中金

黄金、山东黄金，适当关注低估值的紫

金矿业。 一季度来看，春节前基本金属

股机会较大，春季若调控和欧债风险加

大，则黄金股机会较大。

我们通过对行业增速的比照挑选

出三大结构性趋势， 并通过对相关行

业中净利润三年复合增速和估值

（

PEG

） 的排序筛选出最为受益的标

的，包括：

1

、装备及军备制造高端化：

金钼股份及洛阳钼业 （国家可能出台

钼资源整合细则、 钼价的晚周期特性

或随发达国家复苏开始演绎、军工

/

航

天

/

工业装备方面对钼需求的拉动）；

2

、消费升级：东方钽业（消费电子结构

性增长带动钽产品涨价）、 辰州矿业

（冷水江整合继续推升锑价、钨

/

锑

/

黄

金组合攻守兼备）、东阳光铝（家电和

电器需求持续高速增长推动电极箔需

求）；

3

、节能环保：格林美（高技术壁

垒、 循环利用电子废弃物和旧家电生

产超细镍钴粉和塑木型材）、宁波韵升

（稀土永磁需求的高增长）、 安泰科技

（非晶带材配电变压器推广带来的巨

大需求拉动、稀土永磁、高速工具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