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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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２５８３

海能达

１４００ ５６００ － － － ０５－１８ ０５－２３ －

３００２２２

科大智能

３００ １２００ － － －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９ －

３００２２１

银禧科技

４９７ ２００３ － － －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９ －

３００２２０

金运激光

１８０ ７２０ － － －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９ －

６０１２０８

东材科技

１６００ ６４００ － － －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７ －

００２５８２

好想你

３７２ １４８８ － － － ０５－１２ ０５－１７ －

３００２１９

鸿利光电

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５０ ４０．００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３ ３２．０４

３００２１８

安利股份

５２８ ２１１２ １８．００ ２．１０ ３７．８０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３ ３２．７３

３００２１７

东方电热

４６０ １８４０ ２５．８８ １．８０ ４６．５８ ０５－１０ ０５－１３ ３１．１９

６０１２３３

桐昆股份

２４００ ９６００ ２７．００ ９．６０ ２６８．８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１０ １２．２２

００２５８１

万昌科技

５４０ ２１６８ １９．００ ２．００ ３８．０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１０ ３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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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熊伟 宏源证券大连友好路营业部

２．７５ ４４．５７

１

黄可 长江证券成都锣锅巷营业部

－ ８１．１５

１

黎健 中信建投福州市东街营业部

０．４１ ５．１５

主要持仓 泸州老窖、 山 下 湖、 广汇股份、 亚厦股份、 常铝股份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２

关雪飞 海通证券齐齐哈尔卜奎大街营业部

－２．８１ ３６．２３

２

董凤新 中信建投北京农大南路营业部

－０．９５ ６０．３１

２

赵杰 江海证券上海瑞金南营业部

０．１４ ４．２１

主要持仓 小商品城 主要持仓 江苏吴中 主要持仓 综指

ＥＴＦ

３

陈定 海通证券杭州文化路营业部

３．７８ ３３．１９

３

叶蕾 财通证券总部

－１．０３ ４７．８７

３

靳劲 德邦证券上海凉城路营业部

０．１ ３．６９

主要持仓 英特集团 主要持仓 鲁银投资 主要持仓 鹏华丰润

４

庄薇 中信建投长沙市蔡锷中路营业部

－ ３１．５３

４

侯国超 光大证券广州解放北路营业部

０．９１ ４１．３

４

陈婺恩 光大证券北京东中街营业部

－ ３．４

主要持仓 主要持仓 国风塑业 主要持仓

５

李琳 中信建投长沙市蔡锷中路营业部

１０．０１ ３１．２３

５

朱海文 南京证券总部

９．５３ ４０．１８

５

吴春红 江海证券深圳宝安南路营业部

－ ２．５

主要持仓 氯碱化工 主要持仓 广安爱众 主要持仓

６

闫少林 西部证券汉中东大街营业部

５．２１ ２８．０５

６

廖崇伟 中信建投重庆市南坪西路营业部

０．７１ ３９．９４

６

郭海龙 国海证券总部

－ ２．１９

主要持仓 大恒科技 主要持仓 数源科技 主要持仓

７

吴雪梅 东海证券深圳香梅路营业部

２．０１ ２６．８２

７

何志鹏 安信证券广州增城新塘营业部

－０．７４ ３８．２１

７

张春燕 中国银河证券北京望京西园营业部

０．３９ １．７１

主要持仓 向日葵 主要持仓 三爱富 主要持仓 申万收益

８

杨胜利 兴业证券北京马甸南路营业部

０．８５ ２６．１２

８

高虹 湘财证券沈阳绥化西街营业部

１．２５ ３７．１２

８

陆彬彬 方正证券杭州保叔路营业部

－ １．６８

主要持仓 济南钢铁 主要持仓 江苏吴中、 珠海中富、 海虹控股 主要持仓

９

高峰 西部证券咸阳西兰路营业部

４．４５ ２５．７４

９

邓大安 平安证券广州机场路营业部

５．９４ ３７．０８

９

陈继红 光大证券深圳新园路营业部

－０．０６ １．５１

主要持仓 广安爱众、 珠海中富 主要持仓 江淮动力 主要持仓

５０ＥＴＦ

１０

徐肃 上海证券高安路营业部

０．６１ ２２．７６

１０

牟致华 中信建投总部

－ ３５．７６

１０

武培林 中信证券唐山建设北路营业部

０．２４ １．４５

主要持仓 乐山电力 主要持仓 内蒙华电 主要持仓 富国天丰、 银华信用、 银华稳进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微博看市

MicroBlog

注： 按照总收益高低排行

C4

28

位市值超

2

亿

超级散户浮出水面

市场

Market

C2

“电荒”或将持续

电力股仍将看好

主编

:

李骐 编辑

:

成之 电话

:0755-83501664 2011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二

C1

新股发行提示

数据来源：本报数据部

� � � �

英大证 券 李 大 霄

（

@lidaxi鄄

ao

）：

我们认为

，

市场下行空间有

限而上行空间广阔

。

目前大盘股

的估值已经接近熊市低点

，

小盘

股虽有调整空间但是经过大幅下

跌后面临反弹机会

。

机会方面包

括

：

局部电荒引发水电股优势凸

现

；

夏季到来白色家电股迎来季

节性机会

；

被人遗忘的航运板块

具备长周期配置价值

；

铁路基建

股有望重新活跃

。

黄道林

（

@hdl886

）：

大盘这

次从

3067

点下跌到

2849

点

，

正好

处于收敛三角形的下轨

，

变盘的概

率越来越大

。

1999

年的

5

·

19

行情

让我想起了

IT

行业的美好时光

，

而从十二五规划和国家对新兴产业

的政策扶持来看

，

憧憬新的

5

·

19

行情还是符合逻辑的

。

好在中小板

创业板都跌出空间来了

。

丁大卫

（

@sfwettyyyu

）：

考虑

到周三开始将陆续公布国内宏观经

济数据

，

预计短期市场仍以震荡为

主

。

在震荡中构筑底部

，

等到数据

明朗

，

强反弹一触即发

。

操作方

面

，

重点关注蓝筹股的估值修复

，

也可在小盘股里沙里淘金

。

建议把

握低估值和景气提升两条主线

。

大 摩 投 资

（

@DMTZ2008

） ：

日线上

，

创业板指已经走出底部红

三兵形态

，

做多人气在集结

。

目前

股指的短周期指标并没有被破坏

，

所以市场仍在反弹的节奏中

。

大盘

唯一的隐忧来自严重萎缩的量能

，

成交量不足导致资金无法形成做多

合力

。

短期内只有快速放量向上突

破才能确立

2830

点一线的底部区

域性质

。

玉名

（

@wwcocoww

）：

从股

指期货来看

，

持仓继续下降

，

这说

明股指风险在继续降低

。

而从走势

来看

，

未来股指期货主力合约争夺

重要的区间在

3140～3180

点

，

对应

上证指数就是

2880～2930

点区间

。

这里是过去半年来股指重心所在

，

拿下这里股指就安全了

。

余克

（

@yukewb

）：

周一沪深

两市展开小幅缩量反弹

，

虽然大盘

走得仍然偏软

，

但我们认为沪指在

2850

点之下没有多少下跌空间

，

没有必要恐慌

。

何况市场经过调整

后投资者信心正在逐渐增强

，

预计

后市多空双方将展开窄幅拉锯

，

市

场将呈现重心小幅上移的态势

。

投

资者对近期活跃的个股仍可逢低买

进

，

轮动操作

。

（

成之 整理

）

关心您的投资

，

关注证券微

博

：

http://t.stcn.com

桂衍民

/

制表

数据截止时间：

２１

：

３０

2800

点是合理点位

国金证券研究所

：

从历史看， 尽管

A

股

的波动非常大， 但

A

股在下跌末端总是具备

基本的理性， 目前沪深

300

动态市盈率不足

15

倍， 和

2010

年的

2319

点基本处于同一水

平， 略高于

2008

年的

1664

点。 同时， 经过前

期的风格变化， 消费、 成长对周期股的高估现

象得到缓和； 消费、 投资、 金融服务的估值从

纵向来看， 都是比较合理的， 系统性看空任何

一个板块， 都不合适。

因此， 市场下行具有估值底的支撑， 进一

步下探的动力来源于盈利下调。 鉴于我们对宏

观经济中期趋势并不悲观， 对于市场盈利也保

持相对的乐观态度， 我们认为上证指数

2800

点是比较合理的点位。 不过， 由于受到经济下

滑、 海外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的压制， 当前

A

股的进攻性不足。

估值底是个伪命题

兴业证券研发中心

：

本周进入数据和政策

敏感期， 需警惕上调准备金率的风险。 民间资

金链持续紧张， 会持续压制估值。 当前， 压通

胀仍是调控的首要任务， 经济增长有所回落但

仍较活跃， 故紧缩调控仍将延续。

中期基本面风险仍未释放。 通胀和紧缩调

控累积效应之下， 未来一个季度甚至更久， 经

济增长和上市公司盈利继续回落的概率较大。

一季报净利润环比历史罕见地出现负增长； 但

二季度经济环比回落或引发需求回落， 高成本

对毛利率的负面冲击持续， 盈利预期仍面临继

续被下调的压力。

估值底是个伪命题， 据此抄底要小心。 近

期一些投资者因指数估值进入历史底部区域而

抄底， 我们郑重提醒， 更应关注决定估值的因

素而非估值本身， 不要重蹈

2005

年 “不信

A

股估值会低于港股” 的覆辙。 当前

A

股市场

在民间资金争夺战中沦为配角， 投资者仓位不

轻， 故贸然抄底只是消耗资金。

维持低仓位规避风险

渤海证券研究所

：

鉴于市场可能因经济数

据的发布而再现波动， 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维

持适度仓位以规避风险。 就品种而言， 既然近

期中小市值个股财报令投资者对高增长预期趋

于谨慎， 那么可预期性高且增长尚可的行业无

疑将重新得到资金的重视。 加之历史数据表明，

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之时， 中小市值个股业绩

将面临更大波动。 于是， 我们建议投资者继续

将 “低估值、 稳增长” 作为标的选择的核心，

重点关注医药、 商业零售等大消费概念股， 并

等待银行等蓝筹股企稳后进行梯度配置。

关注地产市场表现

平安证券研究所

：

影响市场运行的主导因

素正在悄然变化， 通胀仍在高位， 但其 “二季

度见顶， 三季度缓慢回落， 四季度稳步下行”

的趋势较为确定。 地产博弈进入关键阶段， 地

方政府财政、 保障房建设进度、 房地产量价表

现开始激烈碰撞。 在地产调控尚未明显见效，

而经济景气已然回落的背景下， 未来最大的政

策风险不在于通胀而在于房地产。 因此， 在二

季度末资金面压力有望缓解， 基本面风险有望

逐步释放的条件下， 建议重点关注地产市场表

现， 如未来

1~2

个月地产量价延续调整信号、

保障房建设开始见效， 则市场在

6~7

月份重新

步入上行趋势将是大概率事件。

（

成之 整理

）

险资集中看好金融机械食品股

连续四季大举增持创市值新高

张刚

数据显示， 保险机构在

2010

年

第二、 三、 四季度连续增仓之后，

2011

年第一季度继续增仓， 季度末

直接入市持股市值达到

5581.74

亿

元， 比上一季度增加

2.24%

， 创出

历史新高。 若剔除中国人寿集团所

持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深发展

A

这两个

因素， 保险机构

2011

年第一季度持

股市值为

1399.67

亿元， 比上一季

度增加

14.78%

， 相比第一季度大盘

涨幅， 有大幅增仓迹象。

保险机构

2011

第一季度所持股

票只数达到

551

只， 比上一季度多

53

只， 创历史新高。 其中， 保险资

金新进的股票数量为

179

只； 减持

的股票数量为

151

只； 增持股票数

量高达

160

只， 也创历史最高水平；

持平的股票数量为

61

只。 可见， 第

一季度保险机构进行了大幅增持和

新进建仓。

从行业偏好上看， 剔除中国人

寿和深发展

A

， 保险资金继续保持

对金融行业较高的持仓比重， 连续

20

个季度维持行业市值第一名的位

置。

2011

年第一季度持有的此类行

业股票数量为

16

只， 持仓市值为

521.42

亿元。 若剔除所持中信证券

增发的影响， 则调整为

2011

年第一

季度持仓

419.56

亿元， 比上一季度

增加了

117.11

亿元， 增加幅度为

38.42％

， 对比大盘有大幅增持迹象。

保险机构对金融股多数看好。

机械设备的持仓市值连续五个

季度维持第二名的位置。

2011

年第

一季度被保险机构持股的该类上市

公司有

90

家 ， 比上一季度多

16

家；

2011

年第一季度持仓市值为

107.95

亿元， 比上一季度增加

1.90

亿元， 增加幅度为

1.79%

， 对比大

盘累计涨幅呈现小幅减持迹象。

食品饮料的持仓市值由

2010

年第四季度的第七名上升至

2011

年第一季度的第三名。 被持股的上

市公司有

28

家， 比上一季度多

6

家； 持仓市值为

81.37

亿元， 比上

一季度增加

24.14

亿元， 增加幅度

为

42.18%

， 有大幅增仓迹象。 保

险机构对食品饮料类股多数看好。

和上一季度相比，

2011

年第一

季度保险机构持股市值较大的前十

家上市公司中， 工商银行、 农业银

行、 建设银行、 大秦铁路、 中兴通

讯、 中国建筑、 贵州茅台被增持，

中信证券、 民生银行被减持， 浦发银

行新进。

2011

年第一季度保险机构

持股占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前十只

股票控盘比例都在

10％

以上。 其中，

农业银行、 雏鹰农牧、 大北农、 建设

银行、 华映科技、 浙江众成被增持，

利源铝业新进建仓， 海大集团被减

持， 宝光股份、 精达股份持平。

总体看， 保险机构已经连续四

个季度大举增持， 持仓股数和市值

均创历史新高。 行业上看， 保险机

构对金融、 机械、 食品饮料集中性

看好。

（

作者单位

：

西南证券

）

宏观面风险有限 市场底有望形成

徐海洋

由于投资者心理由喜转忧后

尚未形成新的统一预期， 市场

弱势心态短期难以扭转， 上证

指数从

3000

点高位快速滑落。

不过我们认为， 当前宏观面风

险有限， 历史可比估值底具有

较强支撑作用， 指数有望在

2800

点的箱体下沿逐步完成底

部构筑过程。

经济硬着陆风险小

制约目前市场的主要问题仍

是通胀预期的不明朗。 虽然

3

月

份

CPI

环比回落， 且蔬菜价格回

落会对

4

月

CPI

（消费者物价指

数） 带来积极影响， 但市场的通

胀预期远远高于

CPI

读数。 尤其

在上游生产资料价格处于高位的

背景下， 通胀压力最高峰尚未到

来。 在此背景下， 政策紧缩手段

难以松动， 且实际紧缩力度可能

高于第一季度。

我们注意到， 始于去年下半

年的政策紧缩， 已经开始显现其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领

域方面， 资金供求处于偏紧状

态， 反映中期流动性的

SHIBOR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一

直处于偏紧状态， 票据直贴利率

与

2008

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而

上市公司一季报经营数据中的某

些特征， 可能也是宏观紧缩在微

观层面的最终反映。 例如， 制造

业出现 “高存货、 低现金流” 特

征， 下游终端行业需求增长动力

不足， 这都可能成为未来净资产

收益率 （

ROE

） 水平下滑的触发

因素， 也部分解释了一季报披露

结束后市场心态快速转弱的原因。

由于政策紧缩效果开始逐步

显现， 第二季度国内需求回落的

趋势比较清晰， 本周公布的

4

月

份宏观数据， 可能将进一步验证

经济阶段回落的趋势。

不过， 目前我们认为经济

“硬着陆” 风险很小。 实体经济

层面上， 钢铁、 水泥等中游制造

业产能利用率仍维持相对高位，

后续保障性住房、 西部开发等项

目投资， 也能够在宏观上维持投

资的稳定性。 外围经济缓慢复苏

的态势比较明确， 事件性冲击对

市场影响会相对有限。 同时， 政

策紧缩也始终在关注实体经济运

行指标， 对价格手段的谨慎使用

正是管理层温和紧缩的直观体

现， 类似

2008

年的政策超调可

能性很小。 经济回落可能表现为

阶段性调整， 回落幅度有限。

此外我们注意到， 美元反弹

造成大宗商品、 重金属期货价格暴

跌， 一度对

A

股市场人气形成打压。

但反过来看，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

落， 对缓解我国通胀压力有着重要的

积极作用。 之前持续上涨的大宗商品

价格对

CPI

非食品价格形成持续压

力，

3

月

CPI

非食品价格创历史新

高，

PPI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也

持续在

7%

以上高位运行。 如果商品

指数见顶回落趋势能够延续， 将为国

内物价走势、 政策调控提供更加明显

的腾挪空间， 并刺激新一轮上涨行情

的提前到来。

进入震荡寻底阶段

从市场层面来看， 在宏观经济风

险有限的前提下， 当前市场估值具有

明显支撑。 全部

A

股

13~14

倍的滚动

市盈率代表着历史上两次最悲观时期的

绝对底部 （

998

点和

1664

点）。 目前全部

A

股滚动市盈率位于

17.17

倍的相对低

位， 与

2010

年

6

月底市场担忧 “二次探

底” 时

2319

点

16.34

倍的滚动市盈率基

本相当。 没有实体经济硬着落，

16.0~

16.5

倍市盈率可能代表了市场情绪波动

所能到达的低位，

2700~2750

点可能就是

上证综指的底部。

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二季度市场仍

是区间震荡格局， 箱体下沿约在

2800

点

附近， 虽然目前市场总体弱势格局可能

难以迅速扭转， 但前期调整到位的大消

费、 超跌题材股重新活跃， 可能意味着

市场已经逐步进入震荡寻底阶段。 短期

建议关注

4

月宏观数据出台后市场心理

及政策预期的走向。

（

作者单位

：

日信证券研究所

）

静待经济数据指引后市方向

邓二勇 李冒余

4

月经济数据即将在本周陆续

公布。 从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 每

月中旬经济数据的公布都对市场是

一次考验。 在通胀不断攀升的周期

中， 数据公布前夕也惯性成为央行

政策货币操作的频率期与经济和政

策走向预期的交错期。 在错综的预

期和紧张的市场情绪， 加上海外因

素的干扰之下，

A

股已下跌至近两

个多月的最低水平。 当前市场的最

大疑虑在于， 这一波下跌是否到了

一个底部？ 相信本周经济数据的公

布将为后市指引方向。

从通胀数据来看， 市场对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走势的预期较

为一致， 普遍预期会较上月有所回

落。 一方面， 随着蔬菜产出旺季的

到来， 供给大幅增加导致蔬菜价格

明显回落， 食品价格这一推升

CPI

核心因素的上涨趋势出现了扭转；

4

月

PMI

购进价格指数分项连续两

个月下跌， 工业出厂品的价格回落

同样可期。 另一方面， 从

PMI

（采

购经理指数） 分项库存与新订单来

看， 下游需求较弱， 这也有助于价

格被动向下调节。 加上美国非农失

业人数高于市场预期， 海外大宗商

品价格上周出现跳水。 虽然大宗商

品是否就此走低还有待美国财政收缩

确认以及对经济一致预期的形成， 但

是如果上述因素逐步得到市场确认，

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也将逐步减弱。 短

期来看， 利于通胀缓解的因素较多。

在通胀形势有所缓解的同时，

经济增长的减速也正在逐步得到验

证。 历史上看， 历年

4

月

PMI

综合

指数均会较

3

月继续上涨， 而今年

却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 为

52.9

。 从

企业家预期的角度反映的紧缩政策

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 同时， 上

市公司一季报披露结束， 低于市场

此前预期的净利润增速也为市场继

续上行增添了压力。

通胀对市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紧

缩货币的预期， 而通胀上行阶段， 企

业的盈利不一定下降， 反而可能随产

品价格的上涨呈现出上升。 当经济的

悲观预期替代高通胀预期成为市场的

主导时， 其影响将不仅仅体现在市场

情绪导致的估值下降方面， 也将最终

反映在上市公司的盈利上， 进而股价

将承受来自估值下调与盈利下降的双

重压力， 这种影响对上游行业的企业

影响更加明显。 从历史数据来看， 通

胀上升阶段， 上游行业成分指数上涨

更大； 而随着通胀回落预期的明确，

上游行业指数回落调整的概率较大。

（

作者单位

：

长江证券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