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恒铁路

３．４８ ３６５ １２７０．２

东 吴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沙 人 民 中 路

证券营业部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天 津 市 解

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京东方

Ａ ３．０１ ３１１５．５ ９３７７．６６

西 南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惠 工 路 证

券营业部

华 创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北 京 新 兴 桥 证

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

３９．２６ ２００ ７８５２

国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沿 江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

３９．２６ １１７ ４５９３．４２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

３９．２６ ３５ １３７４．１

长 城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广 州 天 河 北 路

证券营业部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发证券

３９．２６ ２３ ９０２．９８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黄 埔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广宇集团

５．９５ ２４９．０７ １４８１．９４

中 信 金 通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杭 州 定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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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通科技

２８．６ １７１．６１ ４９０８．０８

长 江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绵 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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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科科技

２４．２５ ３７ ８９７．２５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红 荔

西路证券营业部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江 浔 阳

路证券营业部

沪市

证券简称

成交价

(

万元

)

成交金额

(

万元

)

成交量

(

万股

)

买入营业部 卖出营业部

中纺投资

１２．５５ ７５３ ６０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开 远 灵 泉 东

路营业部

太 平 洋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开 远 灵 泉 东

路营业部

广安爱众

１４ ２２４０ １６０

西 南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沧 白 路 证

券营业部

南 京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上 海 新 华 路 证

券营业部

马应龙

４１．７４ ６０５２．３ １４５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经纪总部

东 北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三 里 河 东

路证券营业部

中航黑豹

１６．４４ ７７２６．８ ４７０

申 银 万 国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经纪总部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天 平 路 营

业部

正泰电器

１８．８ ３６０．４ １９．１７

国 盛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南 昌 八 一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国 盛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南 昌 八 一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正泰电器

１８．８ ７５２ ４０

国 盛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南 昌 八 一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国 盛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南 昌 八 一 大 道

证券营业部

证券简称

成交价格

(

元

)

成交量

(

万股

)

成交金额

(

万元

)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深市

3

月

15

日， 有

4

家公司限售股解禁。

汤臣倍健 （

300146

）：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 占总股本

4.94%

。 该股的套现压力较大。

香雪制药 （

300147

）：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 占总股本

5.01%

。 该股的套现压力较大。

天舟文化 （

300148

）：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 占总股本

4.80%

。 该股的套现压力较大。

永辉超市 （

601933

）： 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 占总股本

2.86%

。 该股的套现压力较大。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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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为反弹主力

程荣庆

周一两市大盘探底回升， 股指短线止跌，

但成交有所萎缩。 当天权重板块表现低迷， 中

小市值个股活跃， 其中医药板块领涨大盘。

沪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涨幅居前的个股

有美罗药业和包钢股份。 美罗药业， 开盘涨

停， 虽盘中涨停打开， 但午盘前涨停封住， 游

资在湘财证券上海枣阳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

位买入居多， 看高。 包钢股份， 当天复牌交易

以 “一” 字型涨停

K

线报收， 机构和游资买

入明显居多， 看高。

深市交易公开信息显示， 涨幅居前的个

股有四川九州、 丰原药业和深国商。 四川九

州， 国泰君安海口金龙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

席位游资继续增仓， 继续看高。 丰原药业，

盘中数度冲击涨停， 两席机构席位卖出居前

且抛售明显， 机构和游资获利减仓， 注意见

好就收。 深国商， 连续大幅上涨， 广发证券

辽阳民主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游资获利

回吐明显， 有赶顶迹象， 见好就收。

（作者单位：国盛证券）

危中有机 关注日本地震对

A

股行业影响

事件

：

3

月

11

日的日本地震区域为日本重要

的工业区

，

集中了大量钢铁业

、

石化业

、

制造

业

、

核电工业等日本重点产业和支柱行业

。

目

前已经有三井化学

、

三菱化工

、

JFE

制铁公司

、

住友金属工业

、

丸善石油

、

索尼

、

东芝等公司的

工厂停工

，

将会对多个行业造成影响

，

并对我

国

A

股市场相关行业产生联动影响

，

其中有危

有机需要甄别

。

限售股解禁

Conditional Shares

龙虎榜

Daily Bulletin

3

月

14

日大宗交易

遭遇连续减持

马应龙却逆市走强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阔别大宗交易平台超过

5

年之久的马应龙

(600993)

， 在今年

3

月份开始连续出现在大宗

交易榜单上。 自

3

月

1

日到

3

月

14

日， 公司

在

4

个交易日里发生

4

笔大宗交易。 值得注意

的是， 在

3

月

10

日、

11

日、

14

日连续减持的

3

个交易日里， 该股股价逆市连续上涨，

3

个

交易日涨幅达

8.62%

， 且成交显著放大， 而大

盘同期涨幅为

-2.16%

， 可见有资金看好在不

断介入。

公司于

3

月

12

日发布了持股变动公告：

公司于

3

月

11

日接到公司股东武汉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通知，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1

日下午收盘时， 武汉国资的一致行动人武

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马应龙流通股

350

万

股。 而资料显示， 公司公告所提及的

3

笔大宗

交易里， 卖出营业部均为东北证券北京三里河

东路证券营业部， 买入营业部均为申银万国证

券有限公司经纪总部， 而昨日发生的第

4

笔大

宗交易买卖营业部均同前

3

笔， 因此， 可推断

昨日抛售马应龙的仍为武汉华汉投资， 在

4

笔

交易里， 武汉华汉投资共计抛售马应龙达

495

万股， 共计套现超过

2

亿元。 根据公司去年三

季度报告显示，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马应

龙第二大股东。

上述减持公告是今年以来马应龙第二次公

告华汉投资的大幅减持， 公司此前于

2

月

17

日公告： 自

2009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下午收盘时， 武汉国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华汉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出售马应龙流通股

170.0922

万股。

化工 部分子行业有交易性机会

安信证券

日本地震对我国化工企业的影响

是利弊参半： 我国从日本进口的主要

为精细化工品， 出口则多为初级的大

宗产品。 日本地震导致国内供电不

足， 对化工企业影响颇大。 我们判断

日本企业停工将改变部分化工品的供

需状况， 我国对日出口的化工大宗初

级产品短期需求将面临下降， 部分化

工行业可能会出现交易性机会， 具体

分析如下。

环氧丙烷涨价势在必行： 日方受

影响的生产商包括旭硝子和

NOC

公

司， 两家的环氧丙烷总产能约

40

万

吨。

2010

年我国该产品进口量达

36.2

万吨， 占表观消费量的

25%

左

右。

2008

年从日本进口的环氧丙烷

约占进口总量的

58%

。 需求上， 下

游聚醚行业产能今年预计有

40

万吨

左右将投产， 新增环氧丙烷需求约为

30

万吨。 我们判断环氧丙烷涨价是

大概率事件， 受益最大的上市公司是

滨化股份。

电容器纸供给紧张： 日本电解电

容器纸生产商

NKK

约占全球产能

55%～60%

， 凯恩股份拥有产能

5000

吨， 约占全球

25%～30%

， 仅次于日

本

NKK

。 凯恩股份是国内能够系列

化生产电解电容器纸的唯一厂家。 此

次日本地震可能将对全球电解电容器

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凯恩股份有望

从中受益。

电荷调节剂存在机遇： 日本是世

界电荷调节剂的最大生产国， 保土谷

株式会社和东方化学株式会社合计占

84%

。 保土谷株式会社的郡山工场位

于受灾严重的福岛县， 鼎龙股份有望

提升市场占有率。

甲乙酮受益：

2009

年世界甲乙

酮生产能力为

165.8

万吨， 其中日本

丸善

17

万吨、 东燃化学

9.5

万吨，

两家日本企业产能合计占世界产能

16%

。 日本此次地震将对原本供需平

衡的全球甲乙酮价格产生正面推动作

用， 齐翔腾达 （已有产能

12

万吨、

在建产能

4

万吨）、 天利高新 （产能

4

万吨） 将受益。

TDI

出现供给缺口： 日本三井在

鹿岛的

12

万吨

/

年

TDI

装备受到影

响。 我国

2010

年

TDI

进口量为

11.5

万吨， 日本进口量为

2.6

万吨， 韩国

进口量为

3

万吨。 日本供给消失将加

剧目前供应紧张的局面， 价格可能会

上扬。 同时考虑到日本灾后重建的需

求， 我们判断

TDI

涨价将是趋势。 受

益公司为北化股份、 沧州大化。

钢铁 利好影响偏多

东方证券

我们认为， 日本地震对国内钢铁

市场影响如下：

1

、 对日本钢铁产量直接影响有

限， 间接影响有待后续估计。 此次日

本地震没有直接影响日本钢铁主要产

区， 因为海啸间接影响， 东京湾部分

钢厂的矿石废钢码头无法使用。 我们

估计影响约

1600

粗钢产能， 占日本

2010

年粗钢产量

1.1

亿吨的

14%

，

占全球

1%

。

2

、 利好中国外需。 日本作为

2010

第一大钢材出口国， 地震后钢

厂减产所带来的缺口可能由中韩弥

补。 我们假设由此带来中国每月新

增出口订单

240

万吨， 加之和

4

月、

5

月旺季重合， 国内或存在

600

万吨

钢材的需求缺口， 钢价和企业盈利

有望提升。

3

、 从日本钢材需求看有好有

坏。 一方面， 灾后重建将增加钢材

需求， 尤其是螺纹钢线材等建筑用

钢的需求。 另一方面， 日本汽车等

工业部门的停产减少了钢材需求，

当然从中长期看， 这部分需求将逐

步恢复。

4

、 日钢厂减产将减少矿石焦煤

需求。 短期内铁矿石等原材料需求将

有所下降， 其价格也受交易心理影响

可能出现超跌， 不过地震对全球原材

料平衡影响有限， 日本需求的下降可

由其他国家和地区弥补。

5

、 从历史上看，

1995

年

1

月阪

神地震后， 钢材价格曾大幅上涨， 当

时新日铁股价有所下跌， 不过对国际

钢铁股没有明显影响。 我们认为在未

来几个月日本钢材价格或出现震荡上

升趋势。

6

、 总体上看， 我们判断日本地

震对国内钢铁行业偏利好， 不排除市

场短期炒作的可能。 但具体的影响量

化测算还有待于数据的验证。

7

、 目前国内钢价可能继续惯性

下跌， 不过预计在

4

月、

5

月旺季到

来之后将出现上涨走势， 在内外需叠

加效应下， 钢厂盈利也将有所改善。

8

、 我们看好钢铁行业未来相对

市场的表现。 依据主要基于以下三

点： 支持供需改善的驱动因素在增

强， 预计外需改善和季节性内需旺季

叠加效应将超市场预期； 从历史盈

利看， 行业处于周期近底部区域，

在悲观情景下下行空间已不大； 从

估值看， 目前股价已接近反映行业悲

观预期。

9

、 看好基于产品优势和成本优

势属性公司： 宝钢股份、 大冶特钢、

华菱钢铁、 凌钢股份、 八一钢铁、 新

兴铸管、

*ST

钒钛等。

证券时报记者 余子君

上周， 日本发生

9

级大地

震，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基

金公司均表示， 由于日本是全球

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以及半导体、

汽车、 钢铁和其它产品的重要生

产国， 这次地震除对日本经济造

成严重损害外， 短期内对全球资

本市场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但从

长期来看， 日本灾后重建， 将会

增加水泥、 建材、 工程机械、 医

药以及农产品的进口， 未来水

泥、 食品、 医药、 电子等多个板

块将存在投资机会。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

德龙表示， 短期内日本经济必

然受到负面影响， 但从长期来

看， 灾后重建有望拉动日本内

需， 促进其经济复苏。 对全球

经济而言， 日本震后重建将使

进口大幅上升， 如水泥、 建材、

工程机械、 医药以及农产品的进

口， 未来市场热点将围绕这些板

块展开。 而由于福岛核电站爆

炸， 核电板块的表现将受到较大

负面影响。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认为， 日

本地震引发了核爆炸事故， 从而

使全球笼罩在核安全担忧中， 对

于核电安全性的质疑， 可能使政

策偏向其他可再生能源， 如光伏

等， 但长期来看核电重要地位不

可替代， 对中国核电业影响不会

太大。 对于航运业， 日本地震短

期内对航运市场总体略有负面影

响， 主要是短期生产中断将减少

大宗原材料进口， 但日本集装箱

吞吐量仅占全球

3.5%

， 因此影响

很有限。 从中长期看， 日本灾后

重建将额外增加大宗原材料和设

备需求， 对散货、 油轮和多用途

市场偏正面； 对电子板块来说，

由于日本是全球电子产品输出大

国， 地震使行业短期供应减少，

A

股电子板块将出现投资机会。

新华基金认为， 云南地震加

上日本强震， 对

A

股市场的影响

更多是心理冲击。 而震后重建工

作， 将增加原材料、 能源及基础

建设等市场需求， 由此带来的板

块机会值得关注， 如食品、 医药、

农林牧渔、 医药、 通信、 机械设

备、 煤炭、 钢铁、 建材等。

建材 实质影响有限

东北证券

此次日本大地震对国内建筑

建材行业的影响， 我们认为心理

影响重于实质影响。 理由如下：

1

、 日本是建材大国， 以水泥

为例， 根据日本水泥协会公布的

数据，

2009

年日本水泥产量为

5836.8

万吨， 同比下滑

11.4%

，

出口约

1000

万吨， 而受到企业削

减设备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建设的影响， 预计

2010

年需求约

4000

万吨， 需求逐年下滑。 由此

可以看出： 日本国内水泥行业整

体存在产能过剩和产能利用率不

高的状况， 而此次地震或会对日

本国内疲弱的水泥市场造成一定

的刺激， 对日本国内的水泥企业

形成产量提升； 日本本身是水泥

净出口国， 国内水泥供给情况相

对于需求来说并不是处于紧张状

况， 其本身的水泥需求应该可以

从自身的供给中得到满足。

2

、 我国国内

2010

年水泥产

量

18.68

亿吨， 而

2010

年

1～10

月出口仅

1414

万吨， 占比很小，

而且主要以非洲、 孟加拉、 东盟

等为主。

3

、 同样，

2010

年我国平板

玻璃出口

1.7

亿平米， 出口占产

量比不到

6%

， 主要出口市场集

中在东盟、 韩国、 尼日利亚、 印

度、 南美等， 出口到日本的仅占

出口量

2.1%

。 因此， 我们认为此

次大地震对国内水泥行业和玻璃

行业的影响不大。

4

、 对建筑行业的影响同样

不大， 日本的建筑施工行业同样

非常发达， 因此无需大力借助周

边国家的建筑施工来帮助其完成

灾后的施工重建工作。 而出于对

灾后的安置需求考虑， 市场或将

对国内生产集成房屋的企业雅致

股份 （主要出口中东、 东南亚、

非洲等， 出口收入占比

6%

不到）

产生一定的联想和热情。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

现， 日本大地震对国内建筑建材

行业的影响不大， 对相关上市公

司的业务和业绩改善也不明显，

整体来看是心理影响大于实质影

响， 但不排除市场借机对行业进

行炒作， 存在一定的交易性机

会。 我们维持之前的行业策略观

点， 水泥 “优于大市”、 玻璃“同

步大市”。

电子元器件 供应紧张将推升价格

申银万国

我们认为， 由于抗震标准较

高， 日本多数工厂在地震中没有

受到严重的损毁， 估计大部分工

厂具有较快时间恢复产能的潜力，

但实际产能仍将因为物流和电力

供应而受到影响 （东京电力已实

行轮换限电）。

日本是全球电子制造重镇， 在

上游半导体， 尤其是上上游的关键

材料方面具有非常强的全球地位，

所以我们预计电子元器件将进入

供应紧张状态， 并导致产品价格

上升。 目前已有部分领域厂商开

始控货的迹象， 可能加剧短期供需

的紧张。

由于上游的供应紧张， 可能导

致上游电子元器件供应瓶颈以及价

格上涨，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下游电

子制造领域而言， 地震将有偏向负

面影响， 我们认为偏上游公司存在

交易性机会。

被动元件领域， 日本强于高端产

品， 包括铝电解电容、 片式电感和晶

体振荡器类产品。 被动元件大厂村田

有关闭

6

家工厂， 主要受益公司有江

海股份、 顺络电子、 法拉电子。

半导体领域， 日本是大国， 供

应链紧张将加剧， 价格趋向上升，

涉及分立器件和材料领域 。 其中

NAND

（闪存） 价格预计将上涨 （东

芝掌握了全球超过

40%

的产能）， 这

可能成为下游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瓶

颈。 对于国内厂商而言， 芯片生产

企业将因为产能吃紧而受益， 封装

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在日本以外地区

整体受益并不明显。 主要受益公司

是士兰微、 华微电子、 东光微电、 中

环股份。

面板领域， 日本是关键材料和面

板基地。 目前有个别面板产线产能受

到损失， 但大厂本身受到的损失轻

微， 玻璃基板产能也保持， 但由于其

在关键材料方面具有非常强的产业地

位， 所以我们还需要观察是否存在特

定公司对于日本厂商的依赖。 我们认

为， 短中期因为供应链受损将导致面

板开工率上升和产品价格上涨， 所有

的零配件厂商都会在概念上受益， 主

要受益公司是京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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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 短期回避

华创证券

受日本地震影响， 福岛第一、

第二核电站冷却系统瘫痪， 放射

物质外泄， 发生爆炸， 日本政府

定性为 “轻微核泄漏”， 定量为

4

级事故， 现事故仍在处理之中。

短期来看， 本次事件对日

本、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核电事业

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 特别是群

众对核电的恐惧心理将会蔓延和

发酵， 各国对建新核电站将会采

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步调放缓是

大概率事件。

从中期来看， 核电将进入信

心修复期， 然而在电力缺口和

15%

可再生能源占比的能源结构

制约的双重要求下， 在水电风电

资源有限， 火电发展受到约束的

情况下， 核电重要地位不可替代，

现行规划修改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

信心培养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而

核电的性能最终也需要时间来检验。

从长期来看， 随着核能技术的

进步， 核电慢慢还是会被大家重新

接受， 最终平稳健康发展。 而中国

核电短期受压， 其中安全性较高的

三代技术

AP1000

呼声提高， 可惜

其在制造技术上仍有难度， 短期不

可行。

二级市场来看， 建议短期内注

意核能概念股的投资风险， 不排除

有杀跌动能的存在， 回避谨慎对

待， 但注意在可能出现的悲观行情

中的投资性机会。 风能、 太阳能、

水能等替代能源的投资机会值得关

注。 而中长期我们仍然看好核电板

块， 但需要静待拐点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