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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２７９

和晶科技

３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３

３００２８２

汇冠股份

２３０ ９２１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２

３００２８１

金明精机

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２

３００２８０

南通锻压

６４０ ２５６０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２

００２６４７

宏磊股份

８４０ ３３８３ １２－１９ １２－２２

００２６４８

卫星石化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２－１６ １２－２１

００２６４６

青青稞酒

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４．８０ ７６．８００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６ ５３．３３

００２６４４

佛慈制药

３９０ １６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 ２５．６００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６ ４６．９２

００２６４５

华宏科技

３３０ １３３７ ２７．００ １．３０ ３５．１００ １２－１２ １２－１５ ４０．６０

００２６４３

烟台万润

６８０ ２７６６ ２５．００ ２．７０ ６７．５００ １２－１２ １２－１５ ３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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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斌

（

@danbin

）

：

沪指本周

二最低探至

2245.87

点

，

而在

2001

年

6

月

14

日

，

最高见到

2245.43

点

，

十年归零

。

但十年经过了两个

大熊市和一个大牛市

，

至今也有许

多股票的涨幅超过了

10

倍

。

找到

这些优秀乃至伟大的企业

，

不理会

大盘涨跌

，

长期投资

，

就能胜出

。

红周刊

（

@hongzhoukan

）

：

A

股十年

“

上涨零

”， “

圈钱

”

成为

祸根

。

股市这一融资平台

，

一晃已

有

20

余年历史

，

既成企业高速发

展

“

助推器

”，

也成了企业圈钱腐

败的

“

帮凶

”。

上市企业

，

有的不

断成长壮大

，

有的自毁前程

。

融资

频频

“

出轨

”，

企业热衷圈钱

，

融

资变味

，

股民真的

“

伤不起

”。

抑 扬 中

（

@zq276732024

）

：

2245

点重现江湖

，

十年涨幅归零

，

很有噱头

。

据说有

4

成网友看低到

1664

点

，

是勇气

，

还是无奈

？

或许

4

成还不够

，

因为还不够大多数

！

张兆伟

（

@zzw4140

）

：

周二

股指跳空低开放量下行

，

机构资金

流出大幅增加

，

推论

：

或是新一波

下跌的开始

。

如果真如所判

，

苦日

子要长了

。

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了

。

邓 学 文

（

@dengxuewen鄄

boshi168

）：

豪赌底部

！！

期指市场

周二持仓创下历史天量

，

5.55

万

手

，

近

70

亿元资金博傻一个底部

：

一派认为底部应到

、

已到

，

所以会

涨

；

一派认为底部还早

、

还应下

跌

。

机构做空

，

散户做多

，

70

亿

元 资 金 谁 主 沉 浮

，

近 日 即 将 揭

晓

———

历史上

，

天量持仓多数预示

继续下跌

，

这一次能否例外

，

散户

的血泪将告诉我们答案

！

玉名

（

@wwcocoww

）

：

阴跌

格局是近期市场的写照

。

在

11

月

30

日后期指再也没有出现过盘中

放量砸盘的空头动作

，

而是持续

的缓跌创新低

。

这说明并不是资

金在刻意做空

，

而是市场出现了

一种近乎崩溃的心理

：

资金不再

追求赚钱效应而只想着避险

、

撤

离

，

这样带来了信心与市场弱势

的恶性循环

。

（

成之 整理

）

关心您的投资

，

关注证券微

博

：

http://t.stcn.com

2200

点附近会有弱反弹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 根据目前行情， 弱

势调整格局难改， 再度缩量后在

2200

点一线

将有技术性反弹， 只是反弹力度有限。

首先， 目前市场弱势特征显著， 技术破位

后跌势加剧， 短期也没有转折性因素的信号。

从环境看， 虽然本周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但

政策基调已经明朗， 不会出现重大改变和戏剧

性转折。

其次， 新股扩容节奏不减， 本周又有

5

家

公司上会， 年末供求紧张的局面难以缓解。 从

资金面看， 本周央行提前锁定净回笼， 这已是

央行连续第三周净回笼， 回笼总量将近

2000

亿元， 占到存准金率下调所释放的资金一半。

供求关系短期难有改观。

第三， 中小盘股纷纷补跌， 杀伤力巨大。

科力远、 大元股份、 重庆啤酒等个股地雷频频

炸响， 加剧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

最后从技术面看， 股指仍在下降通道当中

运行， 且出现恐慌性放量下跌， 未来在量能萎

缩后， 有望在

2200

点附近企稳反弹。 只是，

这一反弹的力度有限。

市场处于黎明前黑暗

西部证券研发中心

： 周二两市继续探底，

而市场成交量随股指跳水而明显放大， 说明有

恐慌盘杀跌出局。 考虑到多数个股的技术指标

出现严重超卖， 市场有望迎来技术性反抽。 但

在政策和消息面的重大变化出现前， 市场弱势

格局不会发生改变。 当前市场仍处于黎明前最

黑暗的时期。

当下对全球市场都有重要影响的两件事分

别是， 欧元区危机何时结束以及中国何时放松

政策。 于

9

日闭幕的欧盟峰会所强调的未来两

方面工作， 即达成新的财政协约和开发稳定工

具来应对短期内的挑战， 并未使投资者满意，

相反由于担心欧洲债务危机将持续至明年、 并

仍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 欧美市场均出现

大跌。 这对本已疲弱的

A

股市场无疑是雪上

加霜。

同时， 本周一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对明年

经济政策的定调是 “稳增长”， 这和今年 “保

增长” 的差异或在于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速度

仍处于政府的预期和容忍度之内， 因此政策上

很难出现类似于

2008

年底

4

万亿投资的经济

刺激强心针。

从技术上看， 大幅杀跌后沪指在

60

分钟

线上已出现底背离， 后市有望迎来技术性反

抽。 但面对政策大幅放松预期的落空和经济增

速下滑趋势的形成， 以及欧债危机迟迟看不到

解决的积极因素， 反弹空间和力度都将有限，

市场将继续在黑暗中徘徊等待。

破位之后着眼中长期布局

银河证券研究部

： 我们认为， 向下突破之

后不应恐慌， 更应思考中长期布局。 首先， 从

全球主要国家来看， 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正逐

步成为主流， 全球性的宽松势必对市场形成支

撑。 其次， 从全球通胀前景来看， 由于通胀因

素导致货币不断贬值， 尽管股票对应的实际资

产价值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下滑， 但通胀推高了

资产的名义标价， 股票指数这一名义指标在货

币的推动下有支撑。 第三， 从中国的政策态度

来看， 尽管当前的定调从 “稳” 的角度出发，

但过往一年来的紧缩基调已经逆转， 正面的情

绪反馈正在积累。 第四， 尽管经济不会再回到

“保增长” 的老路， 但稳定还是压倒一切的。

虽然中国经济长期下台阶是不争的趋势， 但也

不应过分悲观。 第五， 从大类资产配置来看，

股票的相对吸引力大增， 配置价值开始显现。

（

成之 整理

）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2001

年上证指数最高见

2245.43

点，昨日该指数盘中最低见

2245.87

点

2245

点再出发

A

股迈向何方？

见习记者 邓飞

距离

2001

年

6

月

14

日上证指

数触及

2245

点已经过去十年有余。

昨日上证指数重回

2245

点， 十年再

现一轮回，

A

股画了一个巨大的圆。

2001

年

6

月

14

日上证指数触

及

2245

点， 在随后的

4

年多时间，

A

股震荡盘下逐级走低， 这与高速

增长的中国经济背道而驰。

2002

年以前，

A

股市场还是沪深主板的

天下。 在当时没有如今的沪深

300

等指数， 投资者关注的只有上证综

指和深证成指。 当时甚至有不少投

资者抱怨

A

股投资标的太少， 上

市公司要么是大型国企， 要么就是

拿着指标上市的老企业。 如此黯淡

前景让投资者感到迷茫。

到了

2004

年， 中小板开闸，

中小企业蜂拥而至，

A

股打开了一

片新天地。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正式

启动， 将困扰

A

股市场多年的阴

霾一扫而空， 上证指数在

2005

年

6

月

6

日确立

998

点的历史大底。

随着投资标的不断增多， 市场机制

逐步健全， 投资渠道愈加完善， 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投身股市， 在融

资与投资双轴驱动的良性发展下， 空

前但未必绝后的大牛市序幕拉开。

借助如此大好契机，

A

股展开了

一波持续时间超两年的大牛市， 上证

指数一举在

2007

年

10

月

16

日创出

6124

点的历史新高。 这波涨幅逾

6

倍， 时间跨度近

28

个月的大牛市，

让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A

股

受到市场各方高度关注。 但不可否认

的是， 在众多投资者分享到中国经济

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盛宴的同时，

A

股市场的融资规模也在屡创新高，

天平似乎开始向融资平台倾斜。

在随后的

4

年中， 因为金融危机

爆发及债务危机蔓延等外因， 大小非

解禁及重融资轻分红等内患也被市场

悲观情绪无形之中放大， 内外交困之

下，

A

股从神坛陨落并跌破十年前的

原点， 向

998

点的牛市起点靠近。 虽

然

2008

年管理层祭出

4

万亿投资、

宽松的货币政策、 停发新股等利器，

让

A

股得到喘息机会并于次年重回

3478

点高地。 但是在创业板开闸，

众多中小上市公司顶着 “三高” 光环

登陆

A

股市场， 加上随之而来的新

股发行加速及大小非集中解禁压力，

也让投资者情绪波动加剧，

A

股市场

重回弱势寻底之路。

今年以来随着欧债危机愈演愈

烈，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及消费物价指

数 （

CPI

） 走高也加剧了投资者的担

忧，

A

股市场被悲观氛围笼罩， 投资

者的情绪陷入低谷。

纵观过往十年， 中国经济高速增

长， 股市晴雨表功能却消失殆尽， 如

此反差值得深思。 昨日上证指数重回

2245

点， 这是一个轮回的终结， 也可

以是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A

股流通市值

10

年

10

倍

证券时报记者 万鹏

昨日， 上证指数最低跌至

2245.87

点， 逼近

2011

年

6

月

14

日的最高点

2245.43

点， 这也意味

着，

10

年后上证指数又回到了原

点。 不过从

A

股市场的各项指标来

看， 无论从市场的总规模还是上市

公司家数， 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

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显

示，

2001

年

6

月

14

日， 上证指数

创出此前的历史新高。 当日，

A

股

市场上市公司总数为

1064

家， 总

市值为

48740.81

亿元。 昨日， 上证

指数再次回到

2245

点， 而

A

股上

市公司总数已增至

2329

家， 总市

值达到

219942.09

亿元， 为

10

年前

的

4.5

倍。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顺

利完成，

A

股市场流通市值的增长

更为明显。 昨日，

A

股流通市值为

167685.81

亿元， 为

2001

年

6

月

14

日 （

16284.55

亿元） 的

10.29

倍。

随着一大批大型蓝筹公司的上

市，

A

股市场的 “核心资产” 也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数据显示，

2001

年

6

月

14

日，

A

股市场总市

值最大的

3

只个股分别为宝钢股

份、 浦发银行和宁沪高速， 总市值

分别为

671.89

亿元、

486.82

亿元

和

358.68

亿元。 昨日，

A

股总市

值最大的

3

只个股依次为中国石

油、 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 总市值

分别为

15479.75

亿元、

10884.72

亿元和

5650.67

亿元。 目前，

A

股

市场规模最大的

10

只个股的总市

值就已达到

58163.91

亿元， 超过

10

年前

A

股

1064

家上市公司的市

值总和。 而这

10

只个股均是

2011

年

6

月

14

日之后上市的。

10

年来，

A

股市场的行业构

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统计显

示，

2001

年

6

月

14

日

A

股总市值

排名前

3

位的行业依次为机械设备

仪表、 金属非金属、 石油石化， 占

比分别为

11.71%

、

9.77%

、

9.27%

。

而昨日，

A

股市场总市值最大的

3

个行业依次为金融保险、 采掘、 机

械设备 ， 占比分别为

22.73%

、

15.79%

、

11.46%

。

尽管上证指数重回

2245

点，

但个股平均股价却较

10

年前有所缩

水。 昨日， 两市个股平均股价为

13.34

元， 而

2001

年

6

月

14

日则高达

16.94

元。 从股价分布来看，

2001

年

6

月

14

日， 两市

680

只个股的股价在

10

至

20

元之间， 占比高达

65.26%

，

另有

223

只个股股价在

20

至

30

元之

间， 占比为

21.40%

， 二者合计占比达

到

86.66%

。 昨日， 两市

34.20%

的个股

股价在

5

至

10

元之间，

35.24%

的个股

股价在

10

至

20

元之间。

市场信心丧失 底部仍需探寻

王参合

周二上证指数最低探至

2245

点， 而

2245

点正好是十年前上证

指数的最高点。 不少投资者惊呼，

股市重回十年前！ 十年来， 中国经

济社会文化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但股指却兜了一个大圈子重回

原点。 那么， 这个原点有支撑吗？

当前的调整会不会演变成一个更大

级别的调整？ 我们认为， 不排除这

种可能性。

从上证指数月线图可以看出，

在

2319

点这一前期低点跌破之后，

曾出现两周的快速反弹行情， 在月

线上表现为

10

月份的百点阳线和

11

月份的上影线， 之后市场开始

继续下跌，

12

月可能有效跌破

2319

点。 而在有效跌破

2319

点

后， 在技术上便确立了半年多以来

的调整并不是针对

2319

点反弹的

调整。 不仅如此， 目前沪市已经跌

破前期重要低点

998

点和

1664

点

连线的支撑 （约在

2280

点附近），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佐证， 当前的调

整是更大级别的调整。 从技术分析

的角度而论 ， 如短期不能收回

2319

点， 则下方的底部难测。

不过， 底部难测并不等于没有底

部， 只是这一底部的到来需要多方面

的配合及长时间的磨合。 从上证指数

来说，

2245

点是十年前的高点， 从心

理上会形成一个支撑。 但从目前市况

来看， 除非有非常的政策举措立即出

台， 这一点位很难坚守。 从短期趋势

线来分析，

2180

点附近也可能有支撑

出现， 届时市场自身的力量会推动指

数展开一个弱势反弹。 而中期的底

部， 还要看监管层面对指数下跌的容

忍度， 以及能否采取更为积极的救市

对策。

市场的深幅调整， 不仅是对投资

者的一种考验， 同时也是对新一届证

监会领导的考验。 中国股市历来重视

政策的引导， 因此后市要进一步考验

监管层面的 “容忍度”， 即所谓的政

策底。 同时， 我们期待会有更为积极

的因素出现， 如政策层面的呵护力

度、 积极的股市政策能否推出、 产业

资本对市场估值的态度、 来年经济的

走势能否好于预期等。 只有新的利多

因素不断积累以及市场下跌带来的更

多投资机会， 才会真正形成一个市场

底。 而这一过程， 可能是较为漫长而

曲折的。

（

作者单位

：

天源证券

）

十年证券市场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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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

14

日

，

国有股

减持办法出台

，

沪指创下此前

11

年来新高

2245

点

。

7

月

26

日

，

国

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实施

，

股市开始暴跌

。

2002

年

6

月

23

日

，

国务院

决定

，

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

，

对

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

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

，

并不再

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

6

月

24

日

，

市场爆发井喷式

“

6

·

24

”

行情

。

2004

年

1

月

31

日

， 《

国务

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

出台

，

史称资

本市场

“

国九条

”。

2005

年

4

月

29

日

，

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

2005

年

6

月

6

日

，

证监会推出

《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

(

试行

)

》。

上证综指当日盘中跌破

千点

，

最低见

998.23

点

。

2006

年

7

月

5

日

，

中国银行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

掀开大型国有

商业银行国内上市序幕

。

2007

年

5

月

30

日

，

财政部上

调印花税税率导致

“

5

·

30

”

大跌

，

多

数股票出现连续跌停

。

2007

年

10

月

15

日

，

上证综指

突破

6000

点

。

10

月

16

日盘中最高

见

6124.04

点

，

创出历史新高

。

2007

年

11

月

5

日

，

中国石油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

首日开盘价

48.6

元成其历史次高价

。

2009

年

10

月

30

日

，

创业板正

式揭开帷幕

，

首批

28

只股票同日挂

牌

，

刷新了中国股市多股齐发的历史

纪录

。

2010

年

3

月

31

日

，

融资融券试

点正式启动

。

2010

年

4

月

16

日

，

筹备多年的

股指期货合约正式上市交易

，

挂牌基

准价定为

3399

点

。

2010

年

9

月

12

日

， 《

关于深化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

正式

发布

，

包括

“

摇号制度

”、 “

扩大询价

对象范围

”

等具体举措一并实行

。

2011

年

11

月

28

日

，

深交所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版创业板退市制

度

(

征求意见稿

)

。 （

言心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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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重回

224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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