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购代码 申购简称

发行总量

申购价格

（

元

）

申购上限

（

万股

）

申购资金上限

（

万元

）

申购日期

中签结果

日期

发行市盈率

（

倍

）

网下发行量

（万股）

网上发行量

（万股）

３００２０７

欣旺达

９４０ ３７６０ － － － ０４－１３ ０４－１８ －

３００２０６

理邦仪器

５００ ２０００ － － － ０４－１３ ０４－１８ －

３００２０５

天喻信息

３９６ １５９５ － － － ０４－１３ ０４－１８ －

００２５７３

国电清新

７６０ ３０４０ － － － ０４－１１ ０４－１４ －

３００２０４

舒泰神

３３０ １３４０ ５２．５０ １．３０ ６８．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１ ６３．２５

３００２０３

聚光科技

９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０ ７２．００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１ ６０．８９

３００２０２

聚龙股份

４２４ １６９６ ２２．３８ １．６５ ３６．９３ ０４－０６ ０４－１１ ６０．３２

００２５７２

宁基股份

２７０ １０８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５ ９０．３０ ０３－３０ ０４－０６ ５５．４８

００２５７１

德力股份

４３８ １７６２ ２８．８０ １．７０ ４８．９６ ０３－３０ ０４－０６ ４２．９９

００２５７０

贝因美

８５８ ３４４２ ４２．００ ３．４０ １４２．８０ ０３－３０ ０４－０６ ４２．４２

００２５６９

步森股份

４６０ １８７４ １６．８８ １．８０ ３０．３８ ０３－３０ ０４－０６ ３７．８１

股票稳健型 股票灵活型 基金型

名次 姓名 所在营业部

日收益

（

％

）

总收益

（

％

）

名次 姓名 所在营业部

日收益

(％

）

总收益

（

％

）

名次 姓名 所在营业部

日收益

（

％

）

总收益

（

％

）

１

王 刚 江海证券大庆龙凤大街营业部

－ ２５．６６

１

候国超 光大证券广州解放北路营业部

－２．７ ７５．０４

１

黎 健 中信建投福州市东街营业部

－０．７１ ５．５３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民生投资 主要持仓 双禧

Ｂ

２

关雪飞 海通证券齐齐哈尔卜奎大街营业部

－４．５２ ２３．８６

２

叶 蕾 财通证券总部

－ ４３．２

２

胡力豪 华鑫证券总部

－０．９６ ３．６４

主要持仓 大连控股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双禧

Ｂ

３

辛建涛 平安证券总部

２．３５ １９．９２

３

赵晨肄 西部证券西安未央路第一营业部

６．２１ ３６．７７

３

靳 劲 德邦证券上海凉城路营业部

－ ２．７７

主要持仓 宁波联合

、

尚荣医疗

、

天房发展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４

陈 希 中信证券武汉建设大道营业部

４．６９ １９．５６

４

孙向忠

上海证券北京东直门南大街营业

部

１．８７ ３４．４８

４

李海涛 申银万国襄樊人民广场营业部

－ ２．３４

主要持仓 广弘控股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５

傅 育 中信建投证券济南市泺源大街营业部

１．４６ １７．１６

５

张 代 中信建投广元市利州东路营业部

０．６１ ３４．３１

５

陈继红 光大证券深圳新园路营业部

－０．５ ２．３３

主要持仓 泰山石油 主要持仓 宝泰隆 主要持仓

５０ＥＴＦ

６

庄薇 中信建投长沙市蔡锷中路营业部

－４．７９ １６．４９

６

梁翠兰

中信建投佛山市禅城区南庄营业

部

－４．３ ３１．８６

６

杨 颖 华龙证券上海中山北二路营业部

－０．１７ ２．０５

主要持仓 四环生物

、

三爱富 主要持仓 海王生物 主要持仓

７

李 琳 中信建投长沙市蔡锷中路营业部

－ １６．４

７

鲁 艺 中信建投长春市人民大街营业部

－２．７２ ３０．５３

７

黄晓军 西部证券总部

－０．１２ １．６１

主要持仓 西北轴承 主要持仓 鹏博士

、

永安林业 主要持仓 银华锐进

８

韦青梅 国海证券南宁教育路营业部

４．７９ １６．２９

８

曹 纲 光大证券镇海城关营业部

－ ２８．４３

８

田 阳 中信建投北京望京中环南路营业部

－ １．５７

主要持仓 宁波富达 主要持仓 西藏发展 主要持仓

９

司徒睿 国信证券广州天河北路营业部

－０．７１ １５．３７

９

曹 晖 湘财证券岳阳南湖大道营业部

－４．６２ ２７．０６

９

邢元征 中信建投济南市经四路营业部

－０．９ １．５１

主要持仓 东方通信

、

美罗药业 主要持仓 标准股份 主要持仓 双禧

Ｂ

１０

张 杨 东海证券北京安立路营业部

－５．０１ １４．４

１０

董凤新 中信建投北京农大南路营业部

－７．６９ ２５．５５

１０

夏 臣 光大证券南京中山东路营业部

－１．９７ １．４９

主要持仓 星河生物

、

沈阳机床

、

濮耐股份 主要持仓 包钢股份

、

西藏发展 主要持仓 双禧

Ｂ

注： 按照总收益高低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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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视点

Opinion

桂衍民

/

制表

震荡上行 重心提升

国海证券研究所： 我们坚持年度策略报告

的分析，

2011

年市场 “非牛非熊”， 宽幅震荡

为主。 乃因货币政策趋于稳健， 宏观经济尚处

于新一轮朱格拉周期之初。

2010

年四季度货

币政策正式确认转入 “稳健”， 其后到今年一

季度， 是 “紧缩政策的密集期”， “通胀上行”

和 “经济下行” 的最差组合使得市场出现调

整。 春节后， 政府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的表

态提振了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

此外， 证券市场流动性趋势有改善。 货币

供应量下行将阶段性结束， 货币市场收益率水

平将回落， 并保持低水平， 减轻证券市场的上

行压力。 高通胀水平下， 居民消费意愿创十年

低点， 暗示居民资产配臵需求高涨， 将改善证

券市场的流动性。

展望二季度， 密集紧缩政策即将告一段

落， 政策逐渐进入观察期。 宏观经济形势趋于

稳定， 证券市场外围条件好转， 有利于出现阶

段性的投资机会。 我们预计， 二季度市场整体

趋势是震荡上行， 重心提升， 波动区间为

2700

点至

3300

点。 投资主题为： 原油价格高

企推进下的煤化工和替代能源投资机会。

以钢为纲 周期为王

华宝证券研究所：

4

月影响市场情绪的关

键点有以下几点： 高油价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将

加剧国内中长期通胀的压力， 央行在

4

月中上

旬经济数据公布之前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很大，

担忧紧缩情绪升温将对近期

A

股市场造成一

定压制； 目前市场已经对经济下滑风险提前作

出反应， 估值处于价值与价格相对应的平衡状

态， 市场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我们认为， 国内房市资金进入股市逐步形

成趋势， 积极看好下半年的

A

股市场，

4

月份

的市场在消化加息预期之后值得继续看好。 具

体品种上看好以有色、 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品，

受益于保障房建设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中西

部钢铁企业和部分新型节能建材类公司。 一季

度业绩有望超出市场预期的银行板块值得逢低

买入。 明确获得国家政策扶植的高铁、 中西部

西藏新疆等区域振兴、 智能电网特高压等热点

值得持续关注。 航天军工板块中有资产注入和

重组预期的公司值得持续重点关注。

产业升级加速技术革新

中金公司研究部： 经济增速放缓而能源、

环境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 “十二五” 期间

商业环境趋势已经确立， 这一新时代下， 就工

业领域而言， 尽管已经延续几十年的 “外延式

扩张” 理念在实际工业运行中目前仍占主导地

位， 但未来几年将逐步转变为 “内生效率提

升”， 技术创新及推广的步伐都将大大加快。

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具有更快的推广速度

和产业影响。 尽管趋势相同， 但商业环境变化

对技术革新的推动力在不同工业领域间差异依

然很大。 相对而言， 那些传统发展粗放、 产能

持续过剩、 市场竞争极为充分的细分领域将对

技术、 工艺革新有着更快的吸收速度， 并可能

借此技术变革重塑产业格局、 走出低端恶性竞

争的泥潭。

就

A

股层面， 建议重点关注电焊机、 电

石

/

铁合金、 陶瓷制造等领域的工艺革新。 沿

着上述传统行业中寻找关键性技术革新的思

路。 更重要的是， 基于自下而上的产业观察。

我们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逆变焊对电焊机行

业、 密闭矿热炉对电石

/

铁合金行业、 清洁燃

煤气化对陶瓷行业的产业升级推动。

（万鹏 整理）

二季度有望出现全年最佳买点

万文宇

紧缩效果进入观察期

我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密集通

过货币政策工具收缩流动性， 从货

币政策外部时滞角度来看， 今年二

季度应进入政策效果观察期。

对于流动性与政策紧缩的理

解， 我们认为上半年央行持续使用

货币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 但也意

味着期间资金流动性充裕， 市场的

担忧并不在于由政策紧缩而产生的

流动性不足 （最近一次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上升幅度小于前两次）， 从而对证

券市场资金产生负面影响， 而更多

的在于对政策预期层面。 从相对乐

观的角度来说， 如果二季度物价指

数有所回落， 内外部流动性压力有

所减缓， 下半年紧缩性政策工具使

用将减少甚至不使用， 但同时也意

味着市场利率水平回升， 市场资金

面已相对收紧。 而对证券市场较为

有利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减少， 投

资信心的稳定。

等待政策预期明朗

一季度上证综指在

2600

点

~

3000

点之间维持箱体震荡格局。

风格特征方面， 亏损板块、 小盘板

块、 高市盈率板块表现仍然超越绩

优板块、 大盘板块及低市盈率板块，

因此大小盘股表现发散特征并未出

现有效收敛。 行业方面， 家用电器、

交运设备、 黑色金属、 建筑建材等

行业表现相对强势； 而医药生物、

农林渔牧、 食品等防御性行业表现

相对较弱。

观察

3

月份以来

20

个交易日市

场资金流向， 行业涨幅居前及有资金

流入迹象的品种以权重品种居多。

3

月底中小盘股的大幅下跌与大盘股的

抗跌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二季度初期

应关注资金加大对大盘股关注力度后

对小盘股资金的挤出效应， 即短期市

场可能呈现风格转换， 而中期风格转

换能否形成则需要进一步观察。

关注四大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二季度市场将震荡蓄

势， 不排除二季度出现全年最佳买点

的可能， 但趋势性的拐点能否到来我

们将根据货币供应量指标结合政策及

其他因素进一步观察。 可关注以下四

个方面的投资机会。

一、

4

月份为年报密集公布期，

在银行、 地产等权重板块有较好业绩

增长预期的背景及目前大小盘股表现

仍未出现风格收敛的情况下， 可关注

低估值权重品种投资机会， 如银行、

地产。

二、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

二季度人民币升值趋势将延续， 可关

注相关受益行业， 如银行、 地产、 造

纸等行业。

三、 食品饮料、 生物医药等防御

性行业经过一季度的调整后估值明显

回落， 在看好全年消费增速度的背景

下， 中长期可考虑择低点适当布局。

四、 中长期我们依然看好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 “两会” 后的二季度

可能成为产业政策出台的相对密集期，

从而给市场带来结构性机会。

（作者系世纪证券分析师）

地产板块领涨一季度

证券时报记者 万鹏

昨日是

2011

年一季度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 深沪股市仍延续了近期的

调整走势， 双双下跌。 不过， 从整个

一季度来看， 上证指数和深成指分别

较去年年底上涨了

4.27%

和

0.84%

，

而房地产则以

6.12%

的涨幅高居各行

业榜首。

进入

3

月份以来， 金融、 地产等

低估值蓝筹股逐步走强， 中小企业板

和创业板的中小盘个股普遍出现大幅

下跌， 市场风格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从

A

股市场主要股指一季度的表现

来看， 中小企业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较 去 年 底 分 别 下 跌 了

11.37%

和

6.32%

， 排名跌幅榜前两位。

数据还显示， 今年一季度两市

融资总额为

2127.05

亿元。 具体来

看， 今年以来共有

90

家新上市公司

加盟， 融资总额为

959.91

亿元。 此

外， 增发和转债的融资总额分别为

586.79

亿元和

295.20

亿元， 配股和

公司债融资额分别为

150.15

亿元和

135.00

亿元。

个股方面， 一季度共有

33

只个

股涨幅在

50%

以上， 其中， 西藏发

展、

*ST

黑化、 海南橡胶

3

只个股涨

幅超过了

100%

。 这些涨幅前列的个

股主要集中在资源和重组板块。 而

跌幅居前的则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个

股为主。

新一轮循环展开 撤退还是防御？

李俊

周四沪深股市继续弱势下跌，

个股整体表现乏力。 从大类板块

来看， 食品饮料行业略有上涨，

其他板块全线下跌。 金融、 地产、

钢铁以及家电等低估值蓝筹股跌

幅居前， 部分具备防御性的洒类

股逆势飘红。 我们认为， 随着国

内经济增速的逐步回升， 政策收

紧预期将再度升温， 新一轮循环

正在展开， 二季度前期的

A

股市

场下行风险在上升。

经济向上 政策向下

从历史经验来看， 二季度是传

统的投资旺季， 市场对春季施工旺

季到来对投资的拉动寄予希望， 我

们也认为投资的全面铺开将有效减

缓经济下滑的风险。 从数据上来看，

2

月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14.90%

，

体现淡季不淡的特征。 同时，

3

月

份汇丰

PMI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 开始触底回升， 先行指标预示

二季度经济有望结束下行。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目前房

地产投资占比

25%

左右， 制造业

投资占比

30%

左右， 再加上新兴

产业投资， 年内

60%

以上的固定

资产投资将得到足够的保障， 经

济大幅下滑的风险将会明显减

轻。 而考虑到消费在快速回落后

的趋于平稳、 海外经济持续复苏

对国内出口的拉动，

GDP

（国内

生产总值） 增速有望在二季度再

度回升。

不过， 从

2010

年四季度的经

验来看， 在经济环比增长较快的情

况下， 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逐渐加

大， 政策收紧的力度随之强化， 期

间

A

股会出现明显的调整。 此外，

无论是

2009

年三季度还是

2010

年

二季度， 经济环比触底回升的过程

中，

A

股都出现较为明显的调整，

并产生阶段性的市场底部。

政策收紧信号出现

今年春节之后， 政策进入短

暂的观察期， 期间公开市场的资

金面呈现出持续宽松的格局， 投

资者对政策的担忧逐渐减轻。 不

过， 自

3

月下旬开始， 政策收紧

的信号已开始显现： 一、

3

月汇丰

PMI

触底回升， 预示

3

月下旬以

来国内经济增速有止跌启稳的可

能， 政策收紧具备了宏观的基础。

二、 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 央行

已经结束长达

4

个月的净投放，

最近

4

周连续出现净回笼， 规模

接近

3000

亿元。 由于

3

月存款准

备金率上调冻结资金接近

3600

亿

元， 央行单月流动性回收达

6600

亿元。

此外， 我们认为二季度存款

准备金率将再度上调。 一方面，

4

月央票有

4980

亿元到期， 考虑到

3

月份大量的

28

天正回购， 公开

市场操作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

从历史经验来看，

4

月份

~6

月份

外汇占款的规模将有所上升， 动

用存款准备金对冲的可能性较大。

从利率的角度来看，

4

月中旬加息

的概率也在上升。 在翘尾因素的

影响下， 二季度

CPI

同比增速将

持续高位运行，

3

月份有望创出

2009

年以来的新高； 近期部分消

费品纷纷涨价， 通胀预期面临再

度升温的可能。

因此， 就宏观调控而言， 我们

认为政策收紧已经开始。 就目前来

看， 上证综指自

2667

点以来的反

弹先是政策收紧预期淡化的结果，

但也可能来自于

3

月中下旬国内经

济回升的再度推动。 如果仅是前

者， 市场应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如果已经包含了后者的预期， 未来

市场将面临向下调整的压力。

新一轮循环正在展开

从

2010

年以来的宏观经济、 政

策调控与

A

股市场的关系来看， 我

们认为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第一阶

段， 经济向下、 政策向上， 市场见

底。 经济向下，

A

股先以回落的方

式反应基本面的下滑， 但随后市场

预期政策转向，

A

股再以盘升的方

式来反应未来政策面的改善。 在此

期间， 市场先跌再涨， 容易见到市

场的底部。 第二阶段， 经济向上、

政策向下， 市场见顶。 经济向上，

A

股将以上升来反应基本面的改观，

但市场预期政策出台，

A

股随后将

以回落来反应政策面的收紧。 在此

期间， 市场先涨后跌， 容易见到市

场的顶部。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轮番转化，

构成一个大的闭循环。 在两者的转

化之间， 最核心之处是区分出政策收

紧预期淡化 （强化） 与经济向上

（下） 推动的影响。 以

2011

年以来的

市场为例，

2

月市场反应政策收紧预

期淡化， 随后经济向上预期增强再度

推动市场上行， 但后者的正面影响最

终将被政策收紧迹象所终结。 从这个

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新一轮的循环将

逐渐展开， 市场向下调整的可能性在

上升。

不过， 目前上证综指的估值水平

与

1664

点、

2319

点相差无几， 权重

股较大的

A/H

折价也封杀了市场向下

的空间。 预计二季度上证综指主要运

行区间为

2600

点

-3200

点。 因此，

二季度是防御还是撤退便成了一个问

题。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短期的以

退为进不失为比较安全的选择； 而对

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避免市场的结构

性风险已经提上日程。

（作者系中原证券分析师）

未来走势还看银行股

当前股市调整有两大原因： 一

是银行板块有调整要求， 今年以来

银行板块震荡走高， 目前股价在位

于第

4

次波峰的位置， 理论上需要

调整； 二是年报披露已是最后一个

月了， 板块和个股的业绩情况市场

已有大致掌握， 资金需要适应抓大

放小的市场风格， 调仓换股， 导致

股市下跌。 第一个原因是主因。 在

当前小市值股票惯性下行的过程

中， 银行板块的调整对市场杀伤力

是比较大的。

有人把未来大盘上涨的希望放

在煤炭、 有色等资源股上。 理由是

国家局势动荡， 石油价格高企， 美

元在低位徘徊， 存在通货膨胀预

期， 煤炭、 有色等资源类股票对资

金有吸引力。 由于煤炭、 有色板块

的权重也不小， 很可能拉动大盘上

涨。 实际情况则比较复杂， 不一定

如市场的期望。 我们发现， 国际市

场除石油和黄金外， 稀有金属上涨

比较明显， 但多数有色金属品种并

没有上涨， 处于盘整状态。 考虑到

美国经济好转、 避险等因素， 美元

指数有上升预期， 商品价格走向不

确定， 所以有色、 煤炭等资源类股

票方向不是很明确， 需要观察。

笔者认为， 未来大盘的走势还

要看银行板块的脸色。 我们很难想

象银行和房地产板块的行情会戛然

而止， 这显然不是市场主力的初

衷， 也不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 因

此， 银行和房地产板块经过调整蓄

势还将带领大盘上行。

（雨晴 证券时报网博客）

警惕二季度大幅震荡

昨日， 大盘呈现大幅震荡走

势， 个股全面回落，

3000

点冲击

失败后市场的恐慌情绪开始升温。

从盘面上看， 创业板个股在连续几

日下跌后出现反弹， 而其余板块大

都处于调整态势。

昨日是

3

月份和一季度的收官

之战， 意义重大。 但多头根本无意

组织任何反击， 股指出现了短期破

位迹象。 从市场的主流声音看， 似

乎都还认为这是上升过程中的调

整， 甚至认为是主力有意而为的下

蹲动作。 当然， 对于每一种观点，

我们首先都是欢迎的， 只要是在正

常的分析层面， 任何言论， 都应该

被广泛听取。 但是， 市场的基本面

的确较为恶劣， 尤其是适度从紧的

货币政策和市场充足的流动性仍然

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 而中东和北

非的局势不稳仍然是未来一大不确

定性因素。

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季度， 相信

还有不少人信心满满， 但笔者不敢

苟同， 越是对趋势充满敬畏， 就越

要对市场接下来的走势保持谨慎。

当然， 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

择， 一旦你的选择不能代表你真实

的想法， 则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事与

愿违。 （余岳桐 东方财富网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