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视点

Opinion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量 （万股） 占流通

Ａ

股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按前日收盘价计算解禁额度 （亿元）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收盘价 （元）

００００５９

辽通化工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２１４２８．１２ ２１．７３％ １７．８５％ ２４．８４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１．５９

０００５６４

西安民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５１８０．５２ ２４．１５％ １７．０２％ ４．３７ ３７９９．０４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８．４４

０００５７６ ＳＴ

甘化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３１７１．３９ １２．４１％ ９．８２％ ４．２２ ３５６４．１８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３．３０

００２３６６

丹甫股份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５３６５．３１ １６０．１６％ ４０．１９％ ９．８９ ４６３４．６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８．４３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３７６９．２０ ９３．７６％ ２３．５３％ １１．２３ ８２３０．８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９．８０

００２３６８

太极股份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２２５９．７５ ９０．３９％ ２２．８７％ １１．３８ ５１１９．１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５０．３８

３０００２４

机器人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７９５．２５ １０．４５％ ５．８８％ ５．２２ ４２７３．１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５．７０

６０００５９

古越龙山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２２６５３．３６ ６８．１９％ ３５．６８％ ２９．２２ ７６１３．６４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２．９０

６００１３５

乐凯胶片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９５６９．２５ ３８．８５％ ２７．９８％ １６．４４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７．１８

６００７１８

东软集团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９００２９．４０ ２７５．０７％ ７３．３４％ １３４．３２ ０．００

其他类型

１４．９２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２７０．００ ２４．５９％ ４．９４％ ３．２５ ４１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２０．２０

３００１４７

香雪制药

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６１６．００ ２４．８０％ ５．０１％ ２．３４ ９２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８．０６

３００１４８

天舟文化

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３６０．００ ２３．３８％ ４．８０％ ０．９０ ５６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５．１２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２０１１－０３－１５ ２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８６％ ６．３７ ６５７９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８．９７

００００２３

深天地

Ａ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６９３．７８ ７．０２％ ５．００％ ０．６５ ３３０４．８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９．３３

００２３６９

卓翼科技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１１２１．３８ ４４．８６％ １１．２１％ ４．４５ ６３７８．６２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９．７２

００２３７０

亚太药业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１５９３．００ ５３．１０％ １３．２８％ ３．３７ ７４０７．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１．１７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２００．５０ １２．１１％ ３．０８％ １．８３ ４６４３．５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９１．５１

６００５８０

卧龙电气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１４２．１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００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１７．８６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３６１．７３ １．３９％ １．３４％ ０．７９ ６１６．５５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２１．８４

００２０２３

海特高新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３１７８．００ １２．６９％ １０．７７％ ５．４８ １３００．５５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７．２３

００２１３８

顺络电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２７５．６８ １．６６％ １．４２％ ０．６９ ２５０９．２７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２５．０５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４５０．００ ２４．８６％ ４．９８％ １．４２ ６７７８．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１．５３

００２５２６

山东矿机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１３２８．００ ２４．７２％ ４．９７％ ３．６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７．０８

６０００５９

古越龙山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４５２６．６８ １３．６３％ ７．１３％ ５．８４ ３０８６．９６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２．９０

００００１７ ＊ＳＴ

中华

Ａ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１３２６４．５３ １１４．２１％ ２４．０６％ ７．６７ ５４１９．３４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５．７８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１７５０．００ ９．３３％ ７．９１％ ５．４６ １６２９．６３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１．２０

００２３７３

联信永益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３２７７．６６ １８７．２９％ ４７．８３％ ８．９７ １８２５．３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７．３６

００２３７４

丽鹏股份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１３００．００ ９６．３０％ ２４．３０％ ４．３７ ２７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３．６１

日本地震对我国相关行业影响有限

葛军 吴云英

3

月

11

日 日 本 发 生 大 地 震

，

其对于我国相关行业的影响

，

点

评如下

：

我们认为

，

本次地震对大宗商

品价格影响较为有限

（

主要是情绪

影响

），

短期仍维持对金属价格调

整震荡走势的判断

。

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

此次地震将短期影响日本的经济增

长预期

，

从而影响全球经济缓慢复

苏的信心

，

因此将压制国际大宗商

品的总体走势

。

此外

，

由于日本是

全球锡和镍的主要需求国

，

地震对

镍和锡的短期需求造成一定负面压

力

，

从而压制价格

。

我们认为

，

对于大宗商品价格

来说

，

此次日本地震只是雪上加

霜

，

根本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仍是

全球流动性

、

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

进程

、

美元走势等

。

在日本地震之

前

，

我们即认为此轮大宗商品价格

可能面临一波中级调整

，

这主要取

决于我们认为美元短期会走强

，

全

球经济复苏尤其是中国

2011

年上

半年

“

补库存

”

不太可能出现

。

日本钕铁硼制造和新能源动力

汽车相关产业比较发达

，

目前我们

尚未得知地震后住友金属

、

信越化

学等钕铁硼生产企业所受损失的消

息

，

但下游汽车生产商的停产将影

响钕铁硼下游的需求

。

日本汽车厂商停产从理论上来

说

，

将影响新能源动力汽车锂动力

电池的需求

，

但由于汽车厂商并不

会长期停产

，

加之锂动力电池配套

新能源动力汽车目前尚未大量商业

销售

，

因此对于国内的新能源动力

汽车相关零件生产商影响甚小

。

总

体上

，

我们仍强烈看好新能源动力

汽车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

。

就交通运输行业而言

，

我们维

持海运短空长多

，

航空影响有限

，

对国内公路铁路无直接影响的判断

。

干散货市场方面

，

短期日本几

大钢厂停产

，

同时因地震导致的封

港

，

使得日本对矿石和煤炭的进口

需求停滞

。

我们估计短期对散货市场

需求的影响约为全球的

1/10

。

但考虑

到灾后需要重建

，

将带来额外的钢材

需求

，

中期可显著促进全球散货货量

上升

，

但不改变散货行业周期原有运

行格局

。

油轮市场方面

，

原油海运需求受

阻

，

可能使刚有起色的原油运输市场

再次受挫

，

而成品油运输则可能受

益

。

集装箱市场方面

，

日本国内的出

口需求和本国集运船队受到抑制

，

但

由于日本占总体集装箱运输市场份额

不大

，

对整个集运市场影响不大

；

对

中国北方港口影响大于南方港口

。

对航空机场行业的影响有限

。

首

先

，

因地震导致航班取消的影响仅有

1-2

天

。

第二

，

对日本旅游市场短期

有所冲击

，

但长期无影响

，

中期影响

有限

。

第三

，

国际油价先跌后涨

，

长

期看成本压力犹在

，

而机场凭借其强

防御性将受到市场关注

。

日本地震对我国的公路铁路物流

等行业均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

（

作者系长江证券分析师

）

新股发行提示

28

家公司

20.11

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市值仅为上周规模的

36.89%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

318

亿元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本周

两市共有

28

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

流通。 两市解禁股共计

20.11

亿

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28%

，

其中沪市

12.91

亿股， 占沪市限售

股总数

0.23%

； 深市

7.20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0.46%

。 以

3

月

11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

318.85

亿元， 其中沪市

5

家公司为

192.45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13%

； 深市

23

家公司为

126.39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23%

。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

仅为上周

31

家公司的

97.84

亿股

的

20.56%

， 而本周解禁市值仅为

上周的

864.31

亿元的

36.89%

。 本

周的解禁市值目前计算为年内的适

中水平。

深市

23

家公司中，

*ST

中华

A

、 深天地

A

、 西安民生、

ST

甘化

共

4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性质是股改

限售股份， 丹甫股份、 康力电梯、

太极股份、 卓翼科技、 亚太药业、

七星电子、 联信永益、 丽鹏股份、

机器人共

9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性质

是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辽通化工、

海特高新、 诺普信解禁股份是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光正钢构、 山

东矿机、 汤臣倍健、 香雪制药、 天

舟文化共

5

家公司解禁股份是首发

机构配售股， 华神集团、 顺络电子

解禁股份是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其中， 辽通化工的限售股将

于

3

月

14

日解禁， 解禁数量为

2.14

亿股， 是解禁股数最多的公

司， 按照

3

月

11

日

11.59

元的收

盘价计算的解禁市值为

24.84

亿

元， 占到了本周深市解禁总额的

19.65%

， 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

多的公司。 联信永益是解禁股数

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

司， 比例高达

187.29%

。 解禁市值

排第二、 三名的公司分别为太极

股份和康力电梯， 解禁市值分别

为

11.38

亿元和

11.23

亿元。

5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份解禁的

公司中，

2

家为深市中小板公司，

3

家为深市创业板公司， 解禁股数

占原流通股的比例均为

25%

， 占

总股本比例均为

5%

左右， 存在较

大的套现压力。 以

3

月

11

日的收

盘价来计算， 这

5

家公司的解禁市

值合计为

11.51

亿元， 占到深市解

禁市值的

9.11%

。

此次解禁后， 深市的辽通化工

将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沪市

5

家公司中， 古越龙山、

乐凯胶片共

2

家公司解禁的是股权

分置改革限售股， 古越龙山还有定

向增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永辉超市

解禁的是首发机构配售股， 东软集团

解禁的是其他类型， 卧龙电气解禁的

是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其中， 东软集

团在

3

月

14

日将有

9

亿股限售股解

禁上市， 是沪市解禁股数最多的公

司， 按照

3

月

11

日

14.92

元的收盘

价计算， 解禁市值高达

134.32

亿元，

为沪市解禁市值最大的公司， 占到本

周沪市解禁市值的

69.80%

， 也是解

禁比例最高的公司， 解禁股数占解禁

前流通

A

股比例为

275.07%

。 解禁市

值排第二、 三名的公司分别为古越龙

山和乐凯胶片， 解禁市值分别为

35.06

亿元和

16.44

亿元。

此次解禁后， 沪市将有乐凯胶

片、 卧龙电气、 东软集团共

3

家公司

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28

家公司中，

3

月

14

日

10

家上市公司

合计解禁市值为

251.14

亿元， 占到

全周解禁市值的

78.77%

， 解禁压力

集中。 周内

6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

的公司，

3

家深市创业板公司和

1

家

沪市公司在

3

月

15

日解禁，

2

家深

市中小板公司在

3

月

17

日解禁， 市

场价格均高于发行价。 汤臣倍健的市

场价格比发行价溢价幅度小于

10%

，

套现压力不大。 香雪制药、 天舟文

化、 永辉超市、 光正钢构、 山东矿机

共

5

家公司的市场价格比发行价溢价

幅度高于

10%

， 套现压力较大。 光正

钢 构 的 溢 价 幅 度 最 大 ， 达 到

107.71%

。 除此以外， 周内存在 “小

非” 持股解禁的丹甫股份、 康力电

梯、 太极股份、 机器人、 卓翼科技、

亚太药业、 海特高新、

*ST

中华

A

、

诺普信、 联信永益、 丽鹏股份、 东软

集团、 古越龙山， 需谨慎对待。

（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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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解禁

Conditional Shares

从宏观基本面

、

市场估值水平以及技术形态来看

A

股受日本强震影响深幅调整概率较小

陈伟刚

继上周三上证指数在连贯上行

收出了高位十字星之后， 周四一根

光头光脚的中阴线又将指数压制到

周一形成的跳空缺口上沿， 市场的

目光焦点集中到了上周五上证指数

能否守住跳空缺口下沿也就是

2940

一线。 上周五下午

14

：

00

之

前， 上证指数始终险守

2940

短线

多头形态的最后支撑位， 并隐隐有

反弹之势， 但在日本本州岛东海岸

发生

8.8

级超强地震 （美国地震局

的震级修正结果） 的影响下， 日经

指数和恒生指数在

13

：

40

左右开

始出现同步跳水走势， 上证指数在

14

：

00

之前的良性走势最终被击

溃，

2940

点这一前期跳空缺口下

沿的支撑位被击破。

我们认为， 虽然前期跳空缺口

下沿已被击破， 但后期下行的空间

和时间都将相对有限。 投资者宜采

用逢低吸纳的策略， 或耐心等待未

来大盘以时间换空间调整的结束。

主要原因在于， 上周后半段的指数

调整应归结为技术性回调和受商品

期货总体回落所带来的偏空氛围两

方面影响， 上周五日本大地震这一

突发因素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技术面上， 上证指数从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 即从

2300

点上行到

3186

点、 再回到

2660

点

一线的运行过程， 可以视为一轮日

线级别的完整波浪结构。 从

1

月

25

日的

2660

点一线到上周初的走

势， 可视为一轮新的浪型结构。 随

着上证指数击穿

2940

点， 也意味

1

月下旬以来第三浪上涨的结束，

股指将继续下行， 进入第四浪的整

理， 接下来的第一支撑位在

2900

点一线。

2010

年股 指期 货上市 后 ，

“股指带着商品走” 一直是整个期

货市场运行中所呈现的一种常态，

在日内趋势方面尤其如此。 而观察

近期期指主力合约的短线走势却可

以发现， 有色金属、 棉花、 白糖、

橡胶等诸多商品期货重要品种的连

续下行显著影响了期指的走势， 构

成了期指走弱进而牵制现货指数走

势的作用。 在本轮市场的下跌过程

中， 商品明显先于股指做出幅度较

大的调整， 尤其是在某些重要的日

内行情关节点上。 这也是上周后半

段股市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 我们认为， 虽然短

期内市场在形态上已陷入弱势， 但

下方空间其实有限。 无论从总体宏

观基本面、 市场估值水平还是技术形

态来说， 市场的中期走势仍然值得看

好， 下行空间和时间均无需过度悲

观， 当前进行的第四浪调整的延伸幅

度或将有限。

“两会” 中提出的提高个税起征

点、 年内落实

1000

万套保障房建设、

对多个国家级经济区的规划等举措，

都是能对经济发展带来切实良性促进

作用和为相关行业个股提供确切多头

故事的政策性利好因素。 另外， 当前

商业银行在信贷方面的利差水平， 由

于对大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房

贷普遍取消利率折扣并做适度上浮，

甚至对某些行业实施利率大幅上浮的

措施， 使得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获得

了实质性扩大。 这就意味着银行股这

个最大权重， 且低市盈率的板块， 后

期呈现稳中偏强走势将是大概率事

件。 在上述背景下， 市场发生深幅调

整的概率较小。

从股指期货市场来看， 近期股指

期货主力合约

IF1103

和次主力合约

IF1104

的总体走势相对沪深

300

现指

始终偏弱， 期指的升水幅度始终处于

稍有抬高便被迅速打压的状态之中。

上周五收盘时

IF1103

仅有微弱升水，

而

IF1104

的升水幅度亦不足

20

点。

近期股指期货的运行中有以下值

得关注的要点： 一是近期持仓排名前

20

的会员净空持仓已呈现总体逐步回

落的状态； 二是下周前两个交易日股

指期货将迅速完成从

IF1103

到

IF1104

的移仓过程， 在移仓过程中出现远期

合约的升水拉升是一种常态； 三是股

指期货的升水水平被压抑的时间长度

已经较长， 从历史规律来看已有反弹

的可能。 综合来看， 股指期货的持仓

和升水特征演变， 在后期的行情运行

中将有可能成为一项偏利多的因素。

从当前调控楼市和抑制通胀的宏

观经济政策主线来看， 将楼市投机资

金挤出楼市后， 不可避免会有部分资

金流入股市， 而管理层在商品期货市

场的频繁调控动作也已经发挥了作

用。 总体而言， 管理层 “挺股市， 压

商品” 的中期政策意图今年以来已经

产生了一定效果。 在这种背景下， 股

票市场的后期走势仍是值得期待的。

就下周初期的操作而言， 由于上

证指数在上周五已经击穿了重要支撑

位， 而从不断上升的遇难者人数和福

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冷却氢气爆炸等情

况来看， 日本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恐怕

也会大于市场各方最初的想象， 投资

者也应对下周初国内市场的可能反应

做一定心理准备。

（

作者系华泰长城期货分析师

）

数据来源：本报数据部

物价压力较大

经济增长无忧

平安证券研究所

：

上周，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1

年前两月经济运行数据。 我们维持经济

增速的回落过程将在一季度完成的判断， 并对

未来月份经济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

2

月经济数据显示， 高基数使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回落，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

消费同比增速维持较高位置， 但受物价上涨的

影响， 实际增速有所降低。

2

月份消费者物价

指数 （

CPI

） 略超预期， 表明一季度整体物价

压力较大。 由于翘尾因素在

3

月份重新回升，

食品价格和房租价格上涨趋势不改， 一季度

CPI

上行压力较大。

我们预计， 政府将采取更加灵活审慎的货

币政策， 力求在经济增长和调控通胀之间取得

平衡。 由于食品和房租价格上涨从长期来看是

必然的趋势， 同时国内政策对输入性的涨价因

素影响极其有限。 因此从政策的角度看， 单纯

控制物价的努力不一定有效， 寻求更积极的应

对方法将是未来政策的方向。

贸易顺差仍是常态

广发证券研究所

：

海关总署上周发布的数

据显示， 今年

2

月我国出现

73

亿美元贸易逆

差。 我们认为， 中国贸易逆差仅会在个别月份

发生， 顺差仍会是未来的常态。

一般而言， 一国贸易顺差短期发生逆转的

情况可能是由于经济发生剧烈波动 （如金融危

机）， 或者本币大幅升值而生产的。 显然， 这

两个条件对中国来讲， 皆未出现。 第一， 中国

经济与全球经济并未发生剧烈的波动； 第二，

从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期间， 人民币升

值约

3.4%

。 这种升值幅度在

2007

年与

2008

年出现过。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 汇率的这种缓

慢升值过程并不会对出口造成较大的影响； 第

三， 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时滞效

应， 而且一般认为是 “

J

曲线” 效应， 即顺差

先提高， 再下降。 但是顺差连续

4

个月下滑并

不符合这种效应。 因此， 中国的顺差状态还未

被逆转，

2

月的逆差状态不足以形成趋势。

从主要进口商品的数据可以注意到， 大宗

商品等原材料、 汽车和飞机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速快速提升。 这依然说明了中国内需能力在

提高。 从主要出口商品的数据可以看出， 出口

增速下滑最快的是： 钢坯及粗锻件、 成品油、

集成电路、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 纺织

纱线、 织物及制品等产品， 这可能反映了诸如

集成电路等行业的巅峰期已过。

房地产建设仍将小幅增长

瑞银证券

：

我们认为今年政府对保障性住

房建设的大力推进， 应能充分抵消近期房地产

紧缩政策所导致的普通商品房建设活动可能出

现的下滑。

2011

年计划新建

1000

万套保障性住房，

估计新开工面积在

5

亿平方米左右， 比

2010

年增长了

60%

。 假设由于

30

多个大城市限购

令的出台，

2011

年的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下跌

10%

， 则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总的新开工面积

增速将从

2010

年的

40%

大幅回落至

2011

年

的

5%

。 然而即便如此， 城镇整体住房新开工

面积仍可实现正增长。

考虑到

2010

年住房新开工面积表现强劲，

2011

年实际建筑量 （在建面积） 不太可能出现

新开工面积那样增速骤降的情况， 我们估计其

增速将从

20%

降至

15%

左右。 城市住宅整体竣

工面积增长应快于

2010

年 （仅为

1.6%

）， 当然

前提是商品房开发商的建设周期不会拖延太多。

因此， 如果按照政府的规划、 保障性住房

建设大规模铺开， 那么相比

2010

年， 今年的

房地产整体建设尽管有所放缓， 但仍将出现小

幅增长。 即使针对商品房市场的紧缩政策继续

实行， 建设活动大幅滑坡的可能性也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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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１９７

铁汉生态

３１０ １２４０ － － － ０３－２１ ０３－２４ －

３００１９６

长海股份

６００ ２４００ － － － ０３－２１ ０３－２４ －

３００１９５

长荣股份

５００ ２０００ － － － ０３－２１ ０３－２４ －

００２５６８

百润股份

４００ １６００ － － －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１ －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７００ ２８００ － － －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１ －

３００１９４

福安药业

６６３ ２６７７ ４１．８８ ２．６５ １１０．９８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７ ４６．０２

３００１９３

佳士科技

１１００ ４４５０ ２６．５０ ４．４０ １１６．６０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７ ６３．１０

３００１９２

科斯伍德

３７０ １４８０ ２２．８２ １．４０ ３１．９５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７ ４９．０２

６０１１９９

江南水务

１１７６ ４７０４ １８．８０ ４．７０ ８８．３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５８．０８

００２５６６

益盛药业

５５２ ２２０８ ３９．９０ ２．２０ ８７．７８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５２．５０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６７０ ２６８０ ３１．２０ ２．６０ ８１．１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４１．２２

官兵

/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