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板块 资金净流入量

资金净流入量

板块当日表现 板块近日表现 资金流入前三个股

趋势分析

特大户 大户 中户 散户 基本面 技术面

１

证券信托

１．９２ ０．６０ ０．５１ ０．１８ ０．６４

下跌居多 资金连续流入 方正证券 （

０．９８

亿）， 中信证券 （

０．５８

亿）， 长江证券 （

０．４０

亿） 价值低估 冲高回落

２

保险

０．６３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２５

全线下跌 资金连续流入 中国太保 （

０．５５

亿）， 中国人寿 （

０．１８

亿）， 中国平安 （

０．０８

亿） 股指偏低 获利回吐

３

交通运输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１４

跌多涨少 资金连续流入 中国远洋 （

１．３７

亿）， 申通地铁 （

０．０６

亿）， 亚通股份 （

０．０５

亿） 景气降低 强弱分化

４

餐饮旅游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３０

普跌 资金进出频繁 西藏旅游 （

０．４３

亿）， 新都酒店 （

０．００

亿）， 西安旅游 （

０．００

亿） 假日预期 冲高回落

５

黑色金属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３４

下跌居多 资金进出频繁 宝钢股份 （

０．１３

亿）， 首钢股份 （

０．１１

亿）， 玉龙股份 （

０．０３

亿） 成本压力 强弱分化

序号 板块 资金净流出量

资金净流出量

板块当日表现 板块近日表现 资金流出前三个股

后市趋势判断

特大户 大户 中户 散户 基本面 技术面

１

医药生物

－１１．２３ －１．２８ －２．９４ －１．４７ －５．５５

下跌居多 资金进出频繁 天士力 （

－０．８８

亿）， 云南白药 （

－０．８０

亿）， 紫鑫药业 （

－０．４９

亿） 抗周期 回吐明显

２

机械设备

－９．４６ －０．３４ －１．９４ －１．３８ －５．８０

下跌居多 资金进出频繁 国电南瑞 （

－０．６７

亿）， 精功科技 （

－０．５８

亿）， 大族激光 （

－０．３１

亿） 景气降低 强弱分化

３

采掘

－８．５８ －１．２４ －２．２７ －１．１３ －３．９４

普跌 资金进出频繁 恒源煤电 （

－１．５７

亿）， 阳泉煤业 （

－１．４０

亿）， 中色股份 （

－０．６８

亿） 行业景气 回吐明显

４

信息服务

－８．４６ －０．５８ －１．４４ －１．４０ －５．０５

全线下跌 资金进出频繁 拓维信息 （

－０．５１

亿）， 乐视网 （

－０．４６

亿）， 华谊兄弟 （

－０．３９

亿） 政策支持 冲高回落

５

化工

－８．３４ －０．３１ －２．０６ －１．３０ －４．６６

下跌居多 资金进出频繁 六国化工 （

－０．６７

亿）， 三爱富 （

－０．５３

亿）， 佰利联 （

－０．２７

亿） 景气下降 分化明显

龙虎榜

Daily Bulletin

创业板指数

昨创

621.67

点历史新低

� � � �昨日， 中小板指及创业板指双

双重挫。 截至收盘， 中小板指报收

4062.33

点， 下跌

125.44

点， 跌幅

3%

； 创业板指报收

624.91

点， 下

跌

37.78

点， 重挫

5.7%

。 其中创

业板指数盘中再创

621.67

点的历

史新低， 走势明显弱于沪深主板。

据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昨日中小板共有

58

家公司上涨，

576

家公司下跌，

5

家公司平盘。

其中西部材料、 利源铝业及亚太科

技

3

只个股涨停， 皇氏乳业、 杰瑞

股份、 兴民钢圈等

12

只个股跌停。

创业板仅有

5

家公司上涨，

278

家

公司下跌，

1

家公司平盘。 其中汉

威电子、 三丰智能、 通源石油、 恒

顺电气、 华测检测

5

只个股勉强翻

红， 恒信移动、 国腾电子、 乐视网

等

24

只个股跌停。 同时数据显示，

昨日沪深两市小盘股资金净流出高

达

65.89

亿元， 中小板及创业板分

别流出

22.89

亿元及

14.16

亿元，

资金出逃情况尤为突出。

（邓飞）

沪市

1

月

18

日大宗交易

深市

获利资金大量净流出

时间：

2012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三 资金流出流入单位： 亿元

限售股解禁

Conditional Shares

动向

Trend

C2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主编

:

肖国元 编辑

:

谭恕 电话

:0755-83517114

� � � �点评： 周三两市大盘放量回落， 板

块资金大多净流出。 证券信托、 保险板

块， 因有资金护盘， 出现资金净流入，

但机构和散户资金净流入量不大， 只可

择强关注。 交通运输板块， 个股呈现明

显分化， 择强逢低关注。 餐饮旅游和黑

色金属板块， 资金有少量净流入， 择强

关注。 从周三资金净流出数据来看， 医

药生物板块， 资金出现大量净流出， 多

只个股跌停， 观望为宜。 机械设备和化

工等权重板块， 近日少有资金关照， 资

金出现净流出， 机构和散户资金兑现积

极， 择强关注。 周二领涨的采掘板块，

周三因获利资金兑现， 资金出现大量净

流出， 择强关注。（以上数据由本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国盛证券分析师成龙点评）

资金流向

Capital Flow

增减持潮同现

产业资本现重大风格转换征兆

冯伟

增持公告次数、 增持额、 净增

持额是产业资本增持的三大显著标

志。 产业资本从

2005

年

7

月和

2008

年

9

月开始的两次大规模集

中增持， 都是在市净率的低点发生

的， 时间上大约领先

3

个月左右，

而之后股市都有一个回升的过程。

历史经验表明， 这种大规模、 一致

性的增持行为， 对大盘走出估值底

部会有一个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级市场产业资本增持明显

从近期增持的情况来看， 产

业资本出现

2008

年来首次净增

持。

1

月第一周增持金额

1.27

亿，

减持

2.66

亿， 净减持

1.39

亿； 增

持公告数

66

个， 减持公告数

66

个， 差值为

0

。 以月度数据来看，

2011

年

12

月产业资本增持

28.75

亿， 减持

24.57

亿， 净增持

4.17

亿， 为

2008

年

10

月以来首次；

增持公告数为

289

， 减持公告数

496

， 差值为

-207

； 公司类投资者

主体净增持， 高管、 个人类主体

净减持； 净增持资金行业共

13

个， 净减持资金行业

10

个， 差值

3

， 差值为正是

2008

年

11

月来首

次。

12

月出现增持的行业为： 采

掘、 餐饮旅游、 电子、 房地产、

纺织服装、 公用事业、 黑色金属、

化工、 家用电器、 建筑建材、 轻

工制造、 有色金属、 综合。

我们认为在

2011

年底出现的

产业资本增持额环比上升和净增

持现象， 对于二级市场而言是一

个积极的信号， 在目前大多数股

票估值普遍低估的情况下， 很可

能成为中期推动估值向上修复的

催化剂。 在短期来看， 货币政策

未显著放松和禁售股解禁高峰的

即将到来使得估值修复动力的持

续性存疑， 但是对于目前的反弹

有实质性支撑。

主板净增持

中小创业板净减持

从板块增减持情况来看， 主

板市场呈现产业资本净增持， 但

中小板和创业板依然是净减持。

事实上， 中小板和创业板目前的

估值水平依然较高， 而解禁股套

现的现象相比主板市场依然突出，

大量的减持盘制约了产业资本增

持对于其估值向上修复的动力，

因此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产业

资本增持效果不会非常明显。 反

观主板市场， 目前估值水平已经

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产业资本的确

有足够的理由进行增持， 再加上相

关政策的行政引导性， 从

2011

年

12

月开始主板市场开始出现

2008

以来的第一次净增持状态， 增持额

环比大幅提高， 这对于市场而言是

一个明显的积极信号。 数据上显

示，

2011

年

12

月到今年年初， 主

板市场产业资本增持额约

32

亿，

同期的减持额为

18

亿， 呈净增持

状态， 而中小板市场产业资本增持

额约

7.2

亿， 同期的减持额为

14

亿， 依然为净减持状态， 至于创业

板市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净减持

的状态。 上周产业资本另一显著变

化是增持公告数量显著增加， 为

2009

年

2

月以来最高， 减持公告

数则减少， 导致二者之差为

2003

年来历史新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大市值

上市公司的股东背景多少有着央

企和国企的影子， 有实力在上市

公司估值被低估时选择增持， 而

中小市值上市公司的股东因流动

性匮乏等原因， 选择少增持不增

持， 甚至是通过减持获得一定的流

动性， 因此产业资本增持潮的发生

除了要基于低估值的情况还同市场

资金面的情况挂钩， 在目前资金面

偏紧的局面没有好转之前， 大规模

的产业资本增持潮很难出现。

风格转换现征兆

虽然大规模的产业资本增持潮

的催化因素不能完全满足， 但是从

目前增持的结构来看， 市场投资风

格在发生着一定的转变， 大市值上

市公司获得了产业资本较多的增持，

而中小市值上市公司无法摆脱净减

持的状况， 周期性行业被增持的力

度要大于非周期性行业。 从历史数

据来看， 股市由熊转牛的重大拐点

发生前， 都会出现产业资本增持潮

和投资风格转向周期性行业的现象，

而现阶段出现的主板市场净增持和

周期性行业被增持力度加大无疑给

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虽然

资金流动性层面没有太大的改善，

但是种种迹象的出现值得我们引起

重视， 如果整体情况继续转好， 这

波反弹可能演变为产业资本增持驱

动的中级反弹。

（作者系华泰联合证券分析师）

游资机构大举兑现

程荣庆

周三大盘冲高回落， 个股获利回吐明显。 有色

金属、 煤炭等领涨板块， 当天分化加剧。 跌停个股

又大面积出现， 当天有

48

只非

ST

个股跌停。

沪市振幅居前上榜的个股为中珠控股、 明泰铝

业和广晟有色， 基本为资源类个股。 中珠控股， 因

签署稀土资源开发消息， 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涨

停， 华泰证券扬州文昌中路证券营业部等券商席位

游资买入居多， 看高。 明泰铝业和广晟有色， 有色

金属板块连续涨停个股。 龙虎榜显示， 明泰铝业，

湘财证券杭州教工路证券营业部席位， 游资有高达

4663

万元大额增仓， 华龙证券上海中山北二路证

券营业部、 信达证券上海铁岭路证券营业部等席位

游资均有超过千万元的增仓， 还可看高， 建议及时

见好就收。

沪市跌幅居前上榜的个股为梅花集团、 康缘

药业和华芳纺织， 均为尾盘跌停个股。 龙虎榜显

示， 卖出席位当中， 均有机构席位现身其中。 梅

花集团， 卖出居前的机构席位和中金公司北京建

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卖出金额均超过

9000

万

元， 机构和游资获利抛压明显， 规避。 康缘药业，

机构席位两买三卖且卖出居多， 申银万国上海陆

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 游资卖出金额高达

3078

万

元， 占当天的成交总额的三成多， 机构和游资争

相抛售， 规避。

深市涨幅居前上榜的个股为深信泰丰、 江南红

箭和石油济柴。 深信泰丰， 高开高走， 尾盘封住涨

停。 龙虎榜显示， 游资在上海和北京的券商席位博

弈激烈， 国泰君安北京金融街证券营业部等席位，

游资大额获利减仓， 高抛为好。 石油济柴， 前市一

度涨停， 中信建投武汉中北路证券营业部等席位，

游资合计买入金额占当天成交总额两成多， 增仓明

显， 还有上升空间。

深市跌幅居前上榜的个股为海南海药和中润投

资， 均为尾盘跌停个股， 呈现覆盖性阴线走势。 龙

虎榜显示， 海南海药机构席位三卖两买且卖出居首

的机构席位， 当天卖出金额高达

1176

万元， 占当

天成交总额的两成多， 获利抛压明显， 规避。

（作者系国盛证券分析师）

� � � �

1

月

19

日

A

股市场有两家公司限售股解禁。

广晟有色 （

600259

）： 股改限售股， 解禁股东

2

家， 即广东广晟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分

别为

50.02%

、

9.64%

， 分别为第一、 二大股东， 均

为国有股股东， 无关联关系。 前者首次解禁， 后者

此前未曾减持。

2

家股东所持限售股全部解禁， 合

计占流通

A

股

104.55%

， 占总股本

51.11%

。 该股

套现压力不确定。

金隅股份 （

601992

）：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解

禁股东

2

家， 即邯郸太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均低于

1%

，

属于 “小非”， 均为首次解禁， 持股合计占流通

A

股

0.04%

， 占总股本

0.003%

。 该股套现压力很小。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张刚）

话事权提升

产业资本正成为

A

股市场的重要力量

证券时报记者 言心

近期的两个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 一是 1 月 9 日晚， 中国联通、 中

国石化和中国神华大股东宣布在二级

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次日， 沪深 A 股

同步大涨。 三家公司增持股份数和市

值总体占比并不高， 但其大股东增持

行为迅速撬高上证综指 2.69%。 二是中

小板创业板持续出现大面积个股跌停。

同时， 大小非减持风声鹤唳。 这两个

现象源自同一个事件———产业资本增

减持。

近年来，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A 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正悄然发生重

要变化。 目前 A 股投资者主要是产

业资本、 机构投资者， 以及个人投资

者。 产业资本更多的以大股东、 私募

投资者和关联投资人的身份出现。 产

业资本地位正在迅速提升。

数据表明， 中国产业资本占流通

市值比例已从 2005 年的 5%逐年上升

至超过 50%， 二级市场机构投资者从

2007 年的 20%占比回落到目前不足

10%。 产业资本正凭借其影响力的逐

渐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二级市

场的估值体系， 并逐渐掌握了二级市

场定价的话语权。

不仅是市场占比和地位的提升，

研究表明， 产业资本的增减持行为

已经与 A 股的走势高度相关并具一

定先导性。 数据表明， 产业资本从

2005 年 7 月和 2008 年 9 月开始的两

次大规模集中增持， 都是在 A 股市

净率低点发生， 而之后股市的估值

都有一个回升过程。 华泰联合证券

的钱恺研究发现， 产业资本增持潮往

往发生在消费物价指数（CPI） 处于

下滑且快见底的时期， 并且同期的狭

义货币（M

1

） 和广义货币（M

2

） 同

比增速也处于下滑筑底的阶段。 产业

资本增持潮不仅领先估值， 同时也领

先于经济指标， 其对于实体公司和经

济基本面的回暖具有一定的领先性和

敏感性。 对于 A 股而言， 越来越多

的数据表明， A 股的估值底有效性的

判断便在于产业资本的增持潮。

产业资本增持的另一面是减持。 产

业资本的增持目的不一， 但减持却多为

套现。 近年来大小非解禁带来的巨额减

持弱化了市场对股票估值的合理判断，

产业资本的减持套利行为也带上了一层

非理性的面纱， 这成为去年以来A股非

理性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曾经在 2011 年 8 月 24 日本

版中关注过《创业板平均估值超 50

倍》 的话题。 由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在

近几年融资扩容的速度很快， 个股首

发市盈率相对偏高， 产业资本有明显

的减持套现倾向。 在接下来的时间，

中小板和创业板被产业资本持续减持。

尤其是近期中小板和创业板的连续大

跌， 产业资本减持成为重要抛盘。 证

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显示， 2010年

11月份开始， 中小板及创业板开始解

禁， 此后大小非减持逐步增加。 中小

板 2011年的 3月、 7月、 10月的减持

股数均超过当月解禁股数的 10%； 创

业板 2011年的 3月、 7月、 11月的减

持股数均超过当月解禁股数的 21%，

而同期中小板指数及创业板指数同步

大跌。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产业资本在

中小板创业板减持潮出现的同时主板

市场同步增持。 在创业板和中小板的

三年解禁期接近尾声之际， 这一新的

产业资本动向或许意味着新的风格转

换。 在货币政策未全面放松、 流动性

整体偏紧的背景下， 话事权日渐提升

的产业资本是否将主导 A 股市场主

流热点和投资理念的切换呢？ 这值得

市场密切关注。

中小板创业板连跌 产业资本减持是主因

大小非解禁峰值将至，今年中小板将累计解禁

188.72

亿股，创业板将解禁

67.19

亿股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小盘股解禁洪峰将至

从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看， 中小板今年

1

月份即迎来首

波解禁洪峰， 本月中小板共计解

禁

14.51

亿股。 在随后的

4

个月

中， 解禁压力逐波减弱， 但是从

6

月份开始， 中小板将再度迎来超

过

14

亿股的解禁洪峰考验， 而且

随后的解禁压力将一浪高过一浪，

直至

11

月份达到

34.21

亿股的高

峰 。 今 年 中 小 板 将 累 计 解 禁

188.72

亿股， 约占目前该板块总

流通股数的

16.52%

。

相比中小板来说， 创业板今年

的解禁压力更大， 全年共计将有

67.19

亿股解禁， 约占目前该板块

总流通股数的

47.93%

。 从每月的

解禁股数来看， 创业板解禁压力较

为分散， 在上半年每月集中在

2.2

亿股至

5.2

亿股不等，

7

月份至

9

月份是相对低谷， 但是在

10

月份

将迎来超过

34

亿股的解禁顶峰，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全年解禁总和的

半数， 相当于月均解禁股数的

6

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不少创业

板公司都是以高溢价发行， 原始股

东普遍获取了超乎想象的超额回

报， 这批股份上市流通后套现压力

巨大， 很可能加剧今年创业板市场

的波动。

大小非减持加速挤泡沫

值得一提的是， 中小板及创业

板自

2010

年底以来的调整， 其时

间之长、 幅度之深、 走势之弱历史

罕见。 这一方面与中小板及创业板

个股的高股价及高市盈率有关， 另

一方面也与解禁股对投资者构成的

心理压力及大小非减持对股价的冲

击有一定关系。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 从

2010

年

11

月份开始， 中小板及创业板

启动解禁浪潮， 自此大小非的减

持力度也开始逐级走高， 中小板

指数及创业板指数则开始了同步

的阶梯式下行。 在

2010

年

11

月

至

2011

年

12

月这

14

个月中， 中

小板每月解禁股数基本保持在

11

亿股以上，

2011

年

5

月达到

44.65

亿股的峰值； 从每月大小非减持

占比来看，

2010

年的

11

月，

2011

年的

3

月、

7

月、

10

月的减持股

数均超过当月解禁股数的

10%

。

同期创业板情况更为复杂， 在上

述

14

个月当中， 创业板每月解禁

股峰值出现在

2010

年

11

月， 达

到

11.66

亿股， 其他时间则保持

在

2.2

亿股至

4.4

亿股之间； 从每

月大小非减持占比来看，

2011

年

的

3

月、

7

月、

11

月的减持股数

均超过当月解禁股数的

21%

，

2011

年 的

5

月 及

6

月 也 达 到

15.7%

及

13.6%

。

细心的投资者不难发现， 上述

大小非减持力度较大的月份基本都

是中小板指数及创业板指数阶梯式

下跌的重要时点， 在大小非减持影

响下， 中小盘股的挤泡沫过程逐步

加速。 记者统计发现，

2011

年中

小板共计解禁

250

亿股， 大小非累

计减持

12.21

亿股， 约占全年解禁

股数的

5%

。 同期创业板共计解禁

37.56

亿股， 大小非累计减持

3.93

亿 股 ， 约 占 全 年 解 禁 股 数 的

10.5%

。 而今年创业板的解禁股数

接近去年的

1.8

倍， 市场承接压力

可见一斑。

有数据显示， 目前中小板动态

市盈率仍达到

25.73

倍， 高于

2005

年

22.86

倍的低点， 也高于

2008

年

16.20

倍的低点。 而创业板动态

市盈率为

32.71

倍， 压力仍然较

大。 而当前沪深

300

、 上证

180

、

深证指数的动态市盈率仅为

10.80

倍、

10.04

倍、

15.46

倍， 已经低于

或接近

2005

年的

13.66

倍、

13.81

倍和

13.4

倍， 也低于

2008

年的

12.41

倍、

12.54

倍和

11.60

倍。 广

发证券最新的中小盘研究周报也认

为， 反弹主要集中在低估值的大盘

蓝筹， 而中小盘仍处于 “估值去泡

沫过程”， 下行风险依旧， 建议投

资者继续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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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元科技

（

０００５５１

）

８．５９ ３１０．００ ２６６２．９０

中信证券 （浙江） 有限

责任公司杭州定安路证

券营业部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山北路证券营业

部

特 尔 佳

（

００２２１３

）

７．２４ ８０．００ ５７９．２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乳山路证券营业部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景德

镇新村西路证券营业部

特 尔 佳

（

００２２１３

）

７．２４ ５６．００ ４０５．４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乳山路证券营业部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深圳

金田路证券营业部

洪涛股份

（

００２３２５

）

１３．７３ １７０．００ ２３３４．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江宁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华富路证券

营业部

国创高新

（

００２３７７

）

９．１８ ３００．００ ２７５４．０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芙蓉路证券营

业部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

超日太阳

（

００２５０６

）

１３．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华灵路证券营

业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华灵路证券营

业部

山东矿机

（

００２５２６

）

１１．９５ ４０．００ ４７８．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钥桥路证券营业

部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宿迁黄河南路证券

营业部

山东矿机

（

００２５２６

）

１１．９５ ３８．００ ４５４．１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钥桥路证券营业

部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宿迁黄河南路证券

营业部

天顺风能

（

００２５３１

）

１１．６４ ５０．００ ５８２．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漕溪北路证券营业

部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陵东路证券营业

部

金杯电工

（

００２５３３

）

７．３０ ８０．００ ５８４．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深圳

吉祥中路证券营业部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胶南

珠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林州重机

（

００２５３５

）

１０．５８ ３０．００ ３１７．４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金一路证券营业

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兴鹤大街证券营业

部

西泵股份

（

００２５３６

）

１５．３７ ３５．２０ ５４１．０２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钥桥路证券营业

部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峡世纪大道证券营业

部

数码视讯

（

３０００７９

）

１９．７０ ４２．００ ８２７．４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青岛

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井冈山路证券营业部

证券简称

成交价

（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量

（万股）

买入营业部 卖出营业部

广钢股份

（

６００８９４

）

５．７６ ２８８０ ５０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先烈中路证券营业

部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先烈中路证券

营业部

华业地产

（

６００２４０

）

７．７９ １９１３．２２ ２４５．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江宁路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东风西路营业

部

昊华能源

（

６０１１０１

）

１８．５４ ３１７２．３８ １７１．１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 （非营业场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 （非营业场所）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３．６２ ３６７７．４ ２７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芙蓉路证券营

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４ ３２２ ２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甬江大道证券

营业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４ ３７８ ２７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３．６２ ４９０．３２ ３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４ ５８４．５ ４１．７５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河中路证券营业

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风范股份

（

６０１７００

）

１４ ７００ ５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气象台路证券

营业部

广汇股份

（

６００２５６

）

２０．５ １４３５ ７０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

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

广汇股份

（

６００２５６

）

２０．５ １４３５ ７０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

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

广汇股份

（

６００２５６

）

２０．５ １４３５ ７０

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

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

广汽长丰

（

６００９９１

）

１６．９ １４７６．０５ ８７．３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同泰路营

业部

创业板指数昨日再创新低

翟超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