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００１０１

国腾电子

－４５．５８

信息技术业

００２３８４

东山精密

－４５．７８

金属、 非金属

３００１３７

先河环保

－４６．２３

机械、 设备、 仪表

３０００４４

赛为智能

－４８．０９

信息技术业

３０００８７

荃银高科

－４８．４６

农、 林、 牧、 渔业

３０００９２

科新机电

－４８．４７

机械、 设备、 仪表

３０００７７

国民技术

－４８．５１

电子

００２２００ *ＳＴ

大地

－４８．７０

农、 林、 牧、 渔业

３０００８６

康芝药业

－５１．９３

医药、 生物制品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４５．５６

机械、 设备、 仪表

代码 简称 涨跌幅 （

％

） 行业

代码 简称 涨跌幅 （

％

） 行业

６００４６６

迪康药业

１９４．６５

医药、 生物制品

０００７５２

西藏发展

１９０．４１

食品、 饮料

６００６３６

三 爱 富

１４２．１９

石油、 化学、 塑胶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１２０．５８

金属、 非金属

６００６４５ ＳＴ

中 源

１１４．８２

社会服务业

００１８９６

豫能控股

１０６．５９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

００００５６

深 国 商

１０１．９８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００１７９ ＳＴ

黑 化

１０１．１０

石油、 化学、 塑胶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方 源

９７．６７

石油、 化学、 塑胶

６００６１８

氯碱化工

９７．４１

石油、 化学、 塑胶

不足四成个股上半年跑赢上证指数

证券时报记者 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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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半年筑“拱桥” 政策松紧成关键

见习记者 唐立

昨日是

6

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随着上证指数以

1.23%

的涨幅报收

2762.08

点， 上半年沪指下跌

1.64%

，

半年行情就此定格。

A股半年筑“拱桥”

上证指数于

1

月

4

日跳空高开， 报

收

2852.65

点， 以

1.59%

的涨幅开局， 可

谓录得 “开年红”。 不过， 受困于春节前

加息的强烈预期， 股指之后出现了大幅

回调， 并在

1

月

25

日摸低至

2661.45

点。 随后， 股指出现反弹， 并启动

2

、

3

、

4

月的结构性牛市。

3

月

7

日， 上证

指数首次触摸

3000

点， 正式打响

3000

点争夺战。 纠结一个多月之后，

4

月

18

日终于创出半年

3067.46

点高点。 自此，

1

月

4

日以来， 上证指数累计涨幅达

7.53%

。 岂料， 来之不易的

3000

点在

4

月

19

日即惨遭破位， 并拉开了之后股指

一轮历时两月调整的序幕。

直到

6

月

20

日上证指数探出半年

低点

2610.99

点之后， 市场终于放量反

弹， 阶段性底部才渐获确认。 在半年高

点与低点之间， 经过

3

浪下跌， 上证指

数累计跌幅

14.88%

。 尽管股指近几日

出现强劲反弹， 但上证指数昨日报收的

2762.08

点， 与年初的

2852.65

点相比，

差距尚达

3.17%

。 从上证指数

K

线看，

前期低点

2661.45

点， 中期高点

3067.46

点， 后期低点

2610.99

点， 三点筑起市

场单拱拱桥形态。 有分析人士认为， 如

果比照

1

月份为筑桥所做的左端铺垫来

看， 那么

6

月下旬已经完成的右端铺垫，

或许将带来后市可期的行情。

洗礼与炒作

在半年的 “拱桥” 行情里， 所有

的市场元素无不接受了洗礼。 一向以

“三高” 发行遭市场诟病的创业板， 本

轮调幅最大。 创业板指数

6

月

23

日创

出了该板问世以来

783.86

点的新低，

汉王科技、 海普瑞等多只个股股价惨

遭腰斩， 直接殃及一级市场的发行，

导致新股上市破发成潮， 中国股市

“打新不败” 的神奇帽子被甩飞。 由于

市场人气过度低迷， 主板的庞大集团

及中小板的双星新材分别创下

21.5%

、

65.5%

的

A

股中签率纪录， 而八菱科技

甚至因询价对象不够数直接被中止发

行， 引起市场轩然大波。 市盈率在

8

倍左右的银行股始终未能持续估值修

复行情， 让投资者不免挠心。

另外， 相关题材和概念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炒作， 也是上半年行情绕不

过的特征。

3

月

11

日， 日本大地震引

发的核电危机直接殃及中国核概念股，

不过同时也导演了 “抢盐” 闹剧， 云

南盐业等个股获益不浅。

4

月

27

日

B

股暴跌， 日资的釜底抽薪始终被市场

质疑为是头号 “罪人”。 国际板推出热

议， 使得

B

股被推上无比尴尬的地位，

由此引发 “国际板” 概念炒作， 联美

控股等涉外个股一度炙手可热。 在上

半年的行情中， 涉矿股依然是不可多

得的炒作题材， 大成股份、 华阳科技等

涉矿股不仅 “闻” 矿起舞， 七个连续的

涨停板更颇为壮观。 沉寂的稀土概念，

不甘寂寞， 前来凑热闹。 此外， 旱情和

涝灾题材也颇受关注。 当然， 最值得关

注的， 非保障房概念的再度出鞘莫属。

受益于下半年保障房建设的加速推进，

水泥、 钢材、 建材等行业出现强劲涨

势， 直接带动股指抽离底部， 并形成了

近日的反弹行情。

关注下游行业机会

今年以来， 由于美元的极度宽松

政策， 导致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大涨，

国内经济遭到了强大的输入型通胀挑

战。 加上之前天量信贷的发酵， 使得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迭创新高， 而

CPI

的居高不下， 也直接催生了一波紧

似一波的严厉货币政策。 在资金面日益

紧缩下， 股指欲创新高， 其实难为。 今

年以来， 央行基本上保持每月提准、 隔

月加息的频率， 尽管

6

月未见加息的靴

子落下， 但市场并未因此庆幸， 相反却

一致预期

7

月加息。 通胀已成为了股市

温柔的杀手， 虽然目前中小企业闹 “钱

荒” 或已空前， 但只要通胀的高压不降，

那么期望货币政策方面的松动大多只能

算是幻想。 不过， 针对下半年的股市环

境， 大部分机构表示相对乐观。 他们认

为， 除了昨日已有超过

7

成的上市公司

半年报业绩预喜之外，

6

月

CPI

可能见

顶回落， 从而促使资金政策方面有所松

动， 而通胀在逐步回落过程中， 一些下

游行业将容易获得超额收益。

央行上半年两度加息六次提准

� � �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2

月 9 日起，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

准利率分别上调 0.25 个百分点， 其他

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4

月 6 日起，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

准利率再次上调 0.25 个百分点， 其他

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1

月 20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至此，

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19% 的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2

月 24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至此，

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19.5% 的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3

月 25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大型

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 20% 的历

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4

月 21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大型

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 20.5% 的

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5

月 18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大型

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 21% 的历

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2011 年 6

月 20 日起，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至此，

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

21.5% ， 再创历史新高。 （言心 整理）

上半年限售股减持同比大增超6成

张刚

2011

上半年结束， 上证综合指数

累计下跌

2.83%

， 而

2010

年上半年则

累计下跌了

26.82%

。 那么， 上半年上

市公司限售股解禁情况以及减持和增持

的情况如何呢？

同比解禁股数相近

市值减近一成

根据

Wind

统计，

2011

年上半年沪

深两市共

674

家上市公司出现限售股解

禁， 同比去年的

543

家增加

132

家， 增

幅

24.31%

。 其中， 深振业

A

、 华映科

技、 同力水泥等

29

家公司现

2

次解禁，

中福实业现

3

次解禁。 从公司分类看，

深市主板公司

99

家， 深市中小板公司

263

家， 深市创业板公司

128

家， 沪市

公司

184

家。 而

2010

年上半年， 深市

主板公司

121

家， 深市中小板公司

144

家， 深市创业板公司

65

家， 沪市公司

213

家。

2011

年上半年解禁公司中深市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家数显著增加，

接近翻倍。

2011

上半年 合计 解禁股 数为

1090.22

亿股， 同比去年的

1077.67

亿

股增加了

12.55

亿股， 增幅

1.16%

。 其

中，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股数

360.07

亿股， 占所有解禁股数的

33.03%

， 而

2010

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为

58.45%

。 股

改限售股解禁股数为

342.20

亿股， 占

总解禁股数的

31.39%

， 而去年上半年

为

14.73%

。 和去年同期相比， 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股数占比大幅下降， 但股改

限售股股数占比则显著上升。 合计解禁

市值为

13569.08

亿元， 比

2010

年上半

年的

14787.66

亿元减少了

1218.58

亿

元， 减幅为

8.24%

。

按月看解禁市值，

2010

年上半年

分布不均， 解禁市值最大的

1

月份为

6458.81

亿元， 最低的是

2

月份

824.26

亿元。 而

2011

年上半年各月份解禁市

值分布较平均，

1

至

5

月份均在

2000

亿元至

2900

亿元之间，

6

月份解禁市

值最低为

1508.88

亿元。 不过， 比较凑

巧的是

2010

年全年的最高点

3306.75

点， 便是在解禁市值最高的

1

月份形成

的， 截至目前

2011

年的高点

3067.46

点是在

4

月份形成的， 而

4

月份位列单

月解禁市值第二高。

上半年解禁的

674

家公司中， 解禁

市值在

100

亿元以上的公司

23

家， 最高

的前十家公司分别为中煤能源、 中国铝

业、 金钼股份、 中国铁建、 华能国际、

鞍钢股份、 紫金矿业、 广发证券、 武钢

股份、 包钢股份， 均在

200

亿元以上。

减持股数同比增6成

市值增8成

据

Wind

统计，

2011

年上半年发布

限售股解禁后减持公告的上市公司有

225

家， 而

2010

年为

223

家， 数量相

近。 从公司分类看， 深市主板公司

56

家， 深市中小板公司为

61

家， 深市创业

板公司

33

家， 沪市公司

75

家。 而

2010

年上半年， 深市主板公司

58

家， 深市中

小板公司为

61

家， 深市创业板公司没

有， 沪市公司

104

家。 和去年同期相比，

深市创业板成为新增的减持群体， 而沪

市公司的减持家数下降两成多。

2011

年上半年根据上市公司公告

计算的限售股解禁减持股数为

30.82

亿

股， 同比去年的

19.17

亿股增加了

11.65

亿股， 增幅

60.77%

， 占

2010

年

全年减持股数

62.51

亿股的

49.30%

。

减持市值合计为

427.03

亿元， 比

2010

年上半年的

231.05

亿元增加了

195.98

亿元， 增幅

84.82%

， 占到

2010

年全年

减持市值

766.02

亿元的

55.75%

。

按月看，

2011

年

1

至

6

月份减持

市值分别为

78.57

亿元、

34.20

亿元、

91.35

亿元、

86.03

亿元、

80.57

亿元、

56.31

亿元。 结合大盘走势看，

2

月份

减持市值最低， 恰巧是涨势最凌厉的

时间， 而减持市值最高的

3

月份和

4

月份则是大盘构筑顶部的阶段。

原限售股股东减持的

225

家上市公

司中， 减持市值在

1

亿元以上的公司有

96

家。 减持市值最大的前十家上市公

司分别为海螺水泥、 海通证券、 中信证

券、 宏达股份、 航天机电、 天龙光电、

晋亿实业、 攀钢钒钛、 昊华能源、 泛海

建设， 减持市值均在

7

亿元以上。

增持股数、市值同比

均减少两成

2011

年上半年被增持上市公司家

数为

61

家， 比

2010

年上半年的

43

家

增加

18

家， 增幅

41.86%

。 从公司分

类看， 深市主板公司

13

家， 深市中小

板公司

13

家， 深市创业板公司

1

家，

沪市公司

34

家。 而

2010

年上半年，

深市主板公司

8

家， 深市中小板公司

为

11

家， 深市创业板公司没有， 沪市

公司

24

家。 可见， 沪市公司、 深市主

板公司同比被增持家数明显增加。

上半年上市公司股份获得增持市值

共计

45.60

亿元， 同比去年的

57.81

亿元

减少

12.21

亿元， 减幅

21.12%

。 增持股

数共计

3.58

亿股， 而比

2010

年上半年的

4.85

亿股减少

1.27

亿股， 减幅

26.19%

。

按月看，

1

至

6

月份增持市值分别

为

6.53

亿元、

2.32

亿元、

4.08

亿元、

3.09

亿元、

15.59

亿元、

13.99

亿元。 其

中，

5

、

6

月份增持市值显著增加。

被增持的

61

家上市公司中， 增持

市值在

1

亿元以上的有

14

家。 最大的

前十家上市公司分别为鄂武商

A

、 华谊

兄弟、 中国石油、 上海医药、 中天科

技、 海南椰岛、 津劝业、 力合股份、 江

淮动力、 长春经开， 增持市值均在

1.6

亿元以上。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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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情倾折价买入

大宗交易额渐超二级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2011

年上半年大宗交易市场出

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如， 房地产企

业以大宗交易大额减持套现补充现

金流、 前十大流通股东清仓所持股

份套现、 中小盘个股的大宗交易额

逐月增多且高折价成交、 个股大宗

交易成交额大于当日二级市场成交

额等等。

中小盘股减持力度大

截至

6

月

29

日， 上半年大宗交

易累计成交

2218

笔， 涉及

460

只个

股， 成交额共计

679.76

亿元， 成交

量达

71.43

亿股。 其中， 主板个股成

交额共计

495.72

亿元， 成交量共计

62.07

亿股； 中小板个股成交额共计

115.76

亿元， 成交量共计

6.35

亿

股； 创业板成交额共计

68.27

亿元，

成交量共计

3.06

亿股。

5

月大宗交易成交金额最高， 共

155.33

亿 元 ； 其 次 是

3

月 ， 共

143.79

亿元；

1

月成交额

86.15

亿

元。

5

月大宗交易成交量激增的背

后是解禁股股东的抛售潮， 原因是

随着

4

月中旬的市场大跌， 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趋势明显。 这一现象尤

其体现在创业板和中小板股票上，

其减持额逐月增加。 尤其是随着年

报和一季报业绩低于市场预期， 创

业板股票的成交金额显著增多。

1

月创业板股票成交总额

7.63

亿元，

成交总量为

0.31

亿股；

2

月成交总

额为

6.79

亿元， 成交量总计

0.24

亿

元；

3

月成交总额激增至

17.21

亿

元， 成交总量为

0.58

亿股；

4

月成

交总额为

5.29

亿元， 成交量为

0.21

亿股；

5

月成交总额达

16.16

亿元，

成交总量为

0.88

亿股；

6

月成交总

额达

15.18

亿元， 成交总量为

0.84

亿股。

在全部的

2218

笔大宗交易中，

有

1177

笔为折价交易， 折价率最高

的是宁波

GQY

，

5

月

31

日该股当日

大宗交易成交价为

13.50

元， 而当

日涨停收盘价为

16.50

元， 折价率

18.18%

。 此外， 还有东晶电子、 朗

科科技、 大连热电、 国统股份

4

只

个股的折价率都超过了

18%

； 而折

价率在

15%～18%

之间的大宗交易共

8

笔； 折价率在

10%～15%

的大宗交

易

411

笔 。 而在以上折价率超过

10%

的

424

笔大宗交易中， 创业板

个股占比最大， 上半年创业板个股

的 大 宗 交 易 共 有

186

笔 ， 占 比

43.87%

；

主板股票的大宗交易共

173

笔，

占比

40.80%

； 中小板股票的大宗交

易共

65

笔， 占比

15.33%

。

另有

143

笔大宗交易为溢价

（或者平价） 交易， 有

10

笔交易的

溢价率超

8%

； 其中康强电子以

13.62%

的溢价率成为上半年溢价最

高的股票。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 创业板和中

小板股票在上半年的大宗交易中多以

折价率成交且折价率居高， 因为以中

小板、 创业板等为代表的小盘股估值

较高， 所以一旦没有良好业绩支撑，

再伴随着市场的调整， 这些个股解禁

后的抛售意愿更为强烈。

机构多折价买入

证券时报数据统计， 沪深交易所

大宗交易平台买入席位的机构在上半

年出现

77

次， 总成交量为

1.49

亿

股， 总成交金额为

25.68

亿元。 其

中， 主板个股交易

36

笔、 中小板

33

笔、 创业板

8

笔。 从数据看， 机构买

入意愿逐渐降低， 其中，

1

月买入席

位中机构买入金额最大， 在

29

笔交

易中总共成交

13.92

亿元；

2

月买入

席位没有出现机构身影；

3

月份

8

笔

大宗交易共计成交

2.02

亿元；

4

月份

仅

1

笔大宗交易成交了

1.03

亿元；

5

月份有

13

笔大宗交易成交了

2.09

亿

元； 而随着上证指数

4

月中旬调整以

来做空动能的逐步释放， 机构买入意

愿开始回升， 在

6

月份机构身影出现

在

26

笔大宗交易中， 共计买入金额

为

6.61

亿元。

而卖出席位中， 机构身影上半年

共计出现

40

次。

1

月卖出机构共计

出现

30

次， 其中机构套现资金也最

多， 共计套现

13.99

亿元；

3

月机构

套现

8064

万元；

4

月机构套现

1.58

亿元；

6

月机构套现

2.37

亿元。

发生的

77

笔机构买入交易中，

17

笔交易为溢价 （或者平价） 成交。

1

月， 机构通过大宗交易进行溢价

（或者平价） 买入的次数有

16

次， 涉

及鄂武商、 美的电器等个股， 但

3

月

到截至

6

月

29

日的时间里， 除了

5

月

12

日的天山纺织以

2.40%

的溢价

率成交外， 其他

59

笔交易全部为折

价成交。 其中，

TCL

集团折价幅度最

高， 在

3

月

30

日成交时折价率达

10.73%

。

大宗交易额渐超二级市场

数据显示， 有

252

笔大宗交易的

成交金额超过了当日二级市场的交

投， 比例达

19%

。 大宗交易额较二级

市场成交额达

10

倍以上的交易共计

8

笔， 其中差距最大的是

*ST

源发，

其

3

月

16

日大宗交易成交金额是当

日二级市场成交额的

41.76

倍。 其

次， 海默科技

6

月

9

日大宗交易成交

额是当日二级市场的

26.97

倍。

数据还显示， 随着市场步入调

整， 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的成交

金额较二级市场成交额之间的差距

有渐增趋势。 在

1

月， 有

45

笔大宗

交易成交额超过了二级市场；

2

月份

有

22

笔；

3

月份有

38

笔；

4

月份有

28

笔；

5

月份有

50

笔；

6

月份多达

69

笔大宗交易的成交额超出二级市

场交投。

仔细分析大宗交易成交额超过

当日二级市场的

252

笔大宗交易，

可以看出以流通盘较小的中小板品

种为主， 有

151

笔超过二级市场交

易额的大宗交易， 涉及股票均为中

小板品种， 占比达

59.9%

， 其中， 中

小板个股有

91

笔交易， 创业板个股

有

60

笔交易。 而出现了这种现象，

一方面反映出二级市场交投清淡流

通性差， 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套现更

易。 另外也说明了， 市场不活跃时，

通过大宗交易的卖出， 不会对二级

市场形成较大冲击。

上半年涨幅最大的前

1０

只股票

上半年跌幅最大的前

1０

只股票

（本版数据由证券时报数据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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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月

4

日上证指数开启今年行情， 到昨天整整运行半年。 张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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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