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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12

包钢股份募资不超

60

亿

购白云鄂博西矿

包钢股份今日公布非公开增发预案，

拟向包括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16.3

亿股

A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 用于

收购包钢集团优质矿山资产。

“两湖”合并

进入换股实施阶段

据盐湖集团、 盐湖钾肥今日公告， 公

司追加对价股份事宜已实施完毕， 现正式

进入 “两湖” 合并换股实施阶段。 相关手

续办理完毕后， 盐湖集团股份终止上市，

并予以注销， 同时盐湖钾肥股票复牌， 换

股新增股份上市流通。

投资者普遍期待

蓝筹股年报行情

本周与大智慧联合举行 《聚焦年报业

绩浪》 专题调查显示， 投资者对蓝筹股的

乐观态度较为显著。 从近期以银行、 地产

为代表的蓝筹股的整体表现来看， 由于具备

相对的估值优势， 波段性的机会较为丰富。

“两会”信息与宏观数据共振

长线机会与短线风险并存

“十二五” 开局之年召开的全国 “两

会” 即将落下帷幕。 “两会” 虽是短暂

的， 但它对股市的影响却是长远的。 我们

梳理了与资本市场相关的 “两会” 重要信

息并逐一点评， 希望能帮助普通投资者从

中发现 “两会” 揭示的股市新指向。

限购令趋严

深圳购房者进退两难

去年深圳出台限购令后， 市场上各种

规避手法层出不穷， 因此今年限购政策严

格规定补缴税或社保不能购房。 不少购房

者抢时间过户， 但仍有部分购房者交易只

进行了一半， 目前进退两难。

1.2

亿募投资金变道

中捷股份谋“新机”

备受关注的中捷股份募投项目终于有

了新进展， 公司拟变更

1.2

亿元募集资金

用途， 实施 “年产

5.6

万台高速直驱电脑

平缝机、 绷缝机技改项目” 和 “年产

3

万

台高速直驱电脑包缝机技改项目”。

又到“

3.15

”

理财需防“八大陷阱”

在全民理财时代， 名目繁多的理财方

式和投资途径背后可能暗藏着华丽的陷

阱。 时近 “

3.15

”， 作者总结了八个理财

领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揭露多

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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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利率调整不能只顾及物价指数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昨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就货币政策及金融问题回答了中外记

者提问。 他表示， 利率政策仍是当前

应对通胀的重要工具， 利率调整不能

只顾及物价指数。

周小川表示， 全球经济成功复苏

后， 通货膨胀也有所提高， 在这种情

况下， 利率政策肯定会是一个重要工

具。 而汇率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

国内的价格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并不

是特别大。 因此， 应对通胀的各项政

策工具中， 并不是特别侧重于汇率这

一项。 中国会坚持用渐进性的办法推

进汇率改革， 增强汇率的灵活性。

周小川认为， 目前通胀预期相对

比较平稳。 央行历来不排除使用各项

工具的可能性， 要根据具体的经济形

势、 市场流动性来掌握。

周小川同时表示， 从典型的存款

利率角度来讲， 央行在中期范围内应

该保持存款获得实际正利率， 也就是

说存款利率能够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 （

CPI

）。 但利率调整也不能只顾及

CPI

， 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政策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

并购重组拟分道审核 退市责任要追究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全国人大代表、 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部副主任欧阳泽华昨日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证监会正研究

并购重组分道制审核。 未来有望推

出并购基金， 丰富并购重组的功能

和方式。

欧阳泽华说， 分道制审核是一

项重大制度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

要注意依法合规、 市场导向、 公开

透明和标准客观。

“如何恰当实施分道是分道制的

难点所在， 目前正在组织交易所充

分论证。” 欧阳泽华说， 分道需要考

虑几个维度： 一是交易主体的规范

程度； 二是选择何种交易类型； 三

是标的资产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

一致； 四是财务顾问在并购重组中

的业绩、 履职尽责的状况等。

欧阳泽华指出， 按照目前的设

想， 将分

３

至

４

档。 最好的档次适

用快速审核的机制， 第二个档次是

常规审核， 第三个档次是差， 可能

采取审慎的审核。 目前相关指标正

在进一步论证中。

欧阳泽华透露， 证监会正在与

发改委等共同考虑推出并购基金，

丰富并购重组的功能和方式。 但并

购基金的资金来源、 组织方式以及

相应税收安排仍在考虑之中。

在并购重组定价市场化问题

上， 欧阳泽华说， 这涉及到并购主

体的市场化水平和财务顾问等相关

中介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 以及

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对于退市问题， 欧阳泽华指

出， 去年证监会已经成立了退市工

作指导小组， 研究完善退市制度，

证监会和交易所都参与其中。

欧阳泽华表示， 研究完善退市

制度， 要有短期、 中期和长期的考

虑， 包括： 如何完善退市的财务标

准； 提高退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准入

标准； 建立问责机制， 导致上市公

司退市的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

谈到关联交易时， 欧阳泽华表

示， 去年证监会对关联交易采取措

施， 摸清底细， 总结情况， 逐家制

定解决方案， 目前摸底情况基本结

束。 从去年情况来看， 确定有同业

竞争， 或有关联交易， 或两者兼有

的公司有

136

家。 通过证监会逐家

协调，

58

家上市公司通过各种方

式消除了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实

现了主业整体上市。 另外

78

家也

已经开始做计划， 按照要求和公司

的意愿逐步推进。 下一步， 证监会

将沿用经验继续推进。

欧阳泽华介绍， 证监会近期准

备对公司治理规则进行适当修订，

同时与相关部门协调推动出台独立

董事监管条例。 此外， 证监会正与

法律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上市

公司监管条例》， 预计今年推出。

对于打击内幕交易， 欧阳泽华

表示， 目前证监会已经起草了内幕

信息等级制度， 作为部门规章， 近

期将会发布。 据他介绍， 对内幕交

易加大打击力度之后， 从去年三季

度开始， 市场股价异动的情况有减

缓趋势， 无知违规已基本消除。

央行称继续推进

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昨

日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指出，

综合经营可以改变间接融资为主的

融资结构， 改善商业银行高度依赖

存贷款的业务结构， 推动业务产品

创新， 是实现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动力。 当前， 应按照温家宝

总理提出的 “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鼓励金融创新” 要求， 继续推进金

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针对部分金融机构跨业投资存

在一定盲目性、 各行业综合经营发

展不均衡、 监管真空等问题， 宣昌

能建议， 要从宏观整体的角度采取

审慎稳妥推进策略， 加强金融监管

协调， 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完善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 明确监管

主体， 弥补监管真空， 形成监管合

力， 推动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健康

发展。 （贾壮）

去年审结证券保险等

金融纠纷案近

58

万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昨日

下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称，

２０１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

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需求， 努力加

强对新类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调

查研究和监督指导。 先后制定涉及

金融期货、 外商投资、 劳动争议、

旅游纠纷等领域的

２０

个司法解释

和

４３

个指导性意见， 指导地方各

级法院依法审理借款合同、 企业破

产、 公司清算、 项目转让等纠纷案

件。

积极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供司法保障。 各级法院审结融

资、 证券、 保险、 票据、 担保等金

融纠纷案件

５７８９１９

件， 同比上升

１１．６３％

； 审 结 合 同 类 案 件

３２３９７４０

件， 同比上升

２．７１％

； 审

结企业兼并、 改制、 破产、 强制

清算、 股份转让等案件

１４６９４

件，

同比上升

５６．９０％

； 审结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等案件

１２０１８

件， 同比

上升

２．８３％

。 （据新华社电）

两部委要求必要时

对种子实行价格干预

近日， 国家发改委、 农业部联

合发出通知， 对于种子价格已经放

开由市场调节的地区， 要建立种子

价格应急调控监管预案， 必要时可

依法采取规定最高限价、 限制批零

差率等价格干预措施， 防止种子价

格出现大幅波动。

通知要求， 各地要建立和完善

种子市场和价格监测报告制度， 密

切跟踪监测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场和

价格走势变化， 着力加强春耕期间

重点地区、 重点品种的监测预警。

通知强调， 各地要切实加强种

子价格调控监管。 对主要农作物种

子收购和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管理的地区， 要合理制定种子指导

价格； 种子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调

节的地区， 要建立种子价格应急调

控监管预案， 必要时可依法采取

规定最高限价、 限制批零差率等

价格干预措施， 防止种子价格出

现大幅波动。 各地要加强种子市

场供需信息调度， 指导好种子调

运和区域间的余缺调剂， 确保春

耕生产用种需要。 （许岩）

日本强震伴海啸 拖全球股市大宗商品下水

日经指数昨下跌

1.72%

；深沪股指尾盘跳水；欧股盘中跌幅近

1%

；美股低开后震荡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昨日， 日本发生强烈地震，

并在该国东北太平洋沿岸引发巨

大海啸。 受此影响， 全球金融市

场产生动荡， 亚洲股市普遍下跌，

欧洲三大股指盘中跌幅接近

1%

，

美股小幅低开后震荡。 另外， 全球

商品指数———

CRB

指数盘中一度

跌逾

0.6%

。

地震发生后， 日本金融市场率

先反应， 股指出现断崖式下跌走

势， 且交易量骤增。 日经

225

指数

终盘报收于

10254.43

点， 跌幅

1.72%

。 日本国债期货则大幅走

高。 汇市方面， 美元兑日元进一步

走高， 一度突破

83

水平， 创下自

2

月

22

日以来的新高。

受日本遭遇强震、 欧债问题再

现以及中东和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影

响，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昨日亚太

股市也普遍下挫。 韩国股市综合指

数下跌

1.31%

， 收报

1955.54

点；

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55%

， 收

报

23249.78

点 ； 澳大利亚基准

S&P/ASX200

指数下跌

1.2%

， 创下

近

3

个月以来新低； 新加坡海峡时

报指数下跌

１．０４％

。

受

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数据略逊预期影响， 沪深股

指早盘冲高回落， 尾盘因日本强震

出现跳水行情， 前

3

个小时一直保

持涨势的

Ａ

股 “晚节不保”。 其中

深证成指失守

１３０００

点整数位， 跌

幅超过

１％

； 上证综指最终收报

２９３３．８

点， 跌

０．７９％

。

欧美股市方面， 欧洲股市三大

股指盘中跌幅接近

1%

， 保险商类

股票领跌， 世界最大保险公司之一

的瑞士再保险公司股价开盘更是暴

跌

8%

。 美国股市小幅低开， 道琼

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24%

， 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5%

， 标准普

尔

500

指数下跌

0.2%

。 国际金价

也在震荡整理中， 油价盘中则一度

跌破每桶

100

美元。

评级机构穆迪表示， 日本发生

的强烈地震不太可能影响该国的信

用评级。 日本财务省一高级官员表

示， 财务省将考虑动用本财年余下

的

2038

亿日元预算准备金， 以应

对强震带来的影响。 日本首相菅直

人随后发表电视讲话称， 地震和海

啸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 日本将

尽一切努力减少地震造成的伤害。

地震给日本经济复苏蒙上了一

层阴影。 新加坡行动经济学分析家

戴维·科根表示， 此次地震可能会

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降低

1%

， 重振经济或需

1

年的时间。

A2

昨日

１３

时

４６

分， 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亚太股市纷纷受累走低。

14

时

03

分， 深沪股市也从震荡

盘升急转直下， 上证指数从涨

0.31%

急剧跳水至最大跌幅近

1%

， 终盘仍跌

0.79%

。 翟超

/

制图

2

月

CPI

升

4.9%

上半年通胀压力仍大

PPI

同比上涨

7.2%

，创下

29

个月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CPI

） 同比上涨

4.9%

， 环比上涨

1.2%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

PPI

） 同比上涨

7.2%

， 环比上涨

0.8%

， 创下

29

个月来的新高。 此

外， 国家统计局首次将房地产开发

投资纳入月度投资统计， 以后将常

态发布。

受去年翘尾因素等影响， 今年

2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4.9%

， 涨幅

与

1

月份持平。 其中， 城市上涨

4.8%

， 农村上涨

5.5%

； 食品价格

上涨

11%

， 非食品价格上涨

2.3%

；

消费品价格上涨

5.4%

， 服务项目

价格上涨

3.8%

。

虽然

2

月食品价格涨幅并未加

速， 但仍上涨

11%

，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称， “总的来讲

大家对食品价格的判断有一定差

异。 如果单看

2

月下半月特别是后

一周食品价格指数， 很可能会低估

食品价格涨幅。”

2

月

PPI

同比上涨

7.2%

， 涨幅

比

1

月份扩大

0.6

个百分点， 更是

创下

29

个月的新高。 而近期国际

原油价格突破

100

美元大关， 金属

矿砂、 粮食价格涨幅都在

10%

左

右， 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输入型通

胀压力。

此外， 国家统计局首次将房地

产开发投资纳入月度投资统计， 以

后将常态发布。 数据显示，

1

—

2

月份，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4250

亿元， 同比增长

35.2%

， 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

8143

万平方米， 同比

增长

13.8%

。

2

月份， 全国房地产

开发景气指数为

102.9

。

1

—

2

月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较

快增长。 据统计，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17444

亿元， 同比增长

24.9%

。

1

—

2

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29018

亿元， 同比增长

15.8%

，

比去年

12

月份回落

3.3

个百分点。

2

月份经济数据披露后， 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经济学家均表

示， 今年上半年通胀压力仍然很

大， 不排除央行再度加息或上调存

款准备金率， 以进一步紧缩货币。

（更多报道见

A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