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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萍：继续深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昨日强调， 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基础性制度， 是从根本

上保护投资者的举措， 在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改革、

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深交所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适当性管理。

证券公司收紧创业板开户条件

投资经验不足两年的投资者此前通过签订 《创

业板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 自愿承担市场风险并抄

录 “特别声明” 就可以 “过关”， 而今后这种情况将

因券商近日被要求严格执行创业板开户要求而改变。

中小企业私募债两会后或现曙光

有关监管部门对债券创新不遗余力， 新品种的

研究与酝酿高潮迭起， 国债期货、 债券指数基金、

市政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等有望问世。 业内人士乐

观预计，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 中小企业私募债有可

能横空出世。

上市公司年报显露基金调研轨迹

随着上市公司年报渐次公布， 基金调研足迹也

显露出来， 安防、 地理信息系统 （

GIS

）、 石油钻探

等细分行业龙头频频获得基金调研， 从持股情况

看， 这些公司亦是基金重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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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股市巨量急跌 沪指失守

2400

点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昨日深沪股市午后放量杀跌， 沪指

失守

2400

点， 创出自去年

11

月

30

日

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截至收盘， 上证

综指报

2391.23

点， 跌

64.56

点， 跌幅

2.63%

， 成交

1707

亿元； 深成指报收

于

10094.89

点 ， 跌

332.35

点 ， 跌幅

3.19%

， 成交

1569

亿元。 两市合计成

交

3276

亿元， 创出本轮反弹行情以来

的天量。

从盘面看， 两市昨日早盘走势平

静， 深成指一度站上

10500

点高位， 再

创反弹新高， 沪指也向前期高点

2478.38

点发起冲击。 午后市场风云

突变， 房地产板块率先开始疯狂杀

跌， 小盘地产股全线重挫， “万保招

金” 也无一幸免， 四大地产龙头股收

盘跌幅均超过

2.5%

， 其中金地集团

跌幅更是达到

5.92%

。 受地产板块溃

败影响， 市场恐慌情绪进一步向煤

炭、 有色等权重板块蔓延， 前期大涨

的题材股也纷纷跳水， 板块指数悉数

翻绿。

据证券时报网络数据部统计，

昨日沪深两市资金净流出

241.43

亿

元， 其中沪市资金流出

115.34

亿元，

深市资金流出

126.09

亿元。 两市仅有

黑色金属、 银行两个行业资金净流入，

其余

23

个行业均表现为资金净流出，

资金流出排名前

5

位的行业分别为家

用电器、 餐饮旅游、 交运设备、 采掘

和保险。

分板块看， 题材概念股重挫， 前

期强势的触摸屏及传媒娱乐板块跌幅超

过

6%

， 电子支付、 船舶制造、 环保行

业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 权重股方面，

房地产板块领跌， 煤炭行业、 有色金属

板块均跑输大盘， 仅银行及钢铁板块相

对抗跌。 两市个股普跌， 仅有不到

140

只个股上涨， 其中

13

只非

ST

个股逆势

涨停； 另有

3

只个股跌停。

广发证券的盘后策略点评认为， 此

次下跌主要源于情绪恶化， 大盘调整空

间和时间可能均有限。 从目前环境看，

市场仍处在底部区域， 下跌空间有限，

突发消息反而缩短了调整的时间。

受

A

股跳水影响， 昨日早盘一度上

涨

1.4%

的香港恒生指数下午也大幅跳

水。 而截至昨晚

10

点

25

分， 美股道指

再涨

0.29%

， 创出

2008

年

1

月

2

日以

来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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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表示

房价远没回到合理价位 调控不能放松

据新华社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１４

日上

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 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

见中外记者， 并回答记者提问。 温家宝

表示， 一些地方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

理价位， 因此， 调控不能放松。

房地产调控不放松

应鼓励更多人租房

《人民日报》 记者： 最近一轮房地

产市场调控， 大家都非常关注， 中央的

决心很大， 力度也很大， 一些城市的房

价已经开始回落。 请问总理， 住房价格

回落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调控目

标？ 另外，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财

政压力， 楼市调控会不会半途而废？

温家宝： 出于一种责任感， 我最近

把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认真地

回顾了一下。 其实我们在

２００３

年已经

提出了

６

条调控措施，

２００５

年又制定

了 “国八条”，

２００６

年又制定了 “国六

条”。 但是， 为什么调控不见成效？ 群

众也在责怪我们， 说房价越调越高， 政

策不出中南海。 我听了感到十分痛心。

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 金融、

土地等各项政策， 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

利益关系， 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

业的利益， 调控的阻力相当之大。

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在艰难中

看到一点曙光， 有所进展， 首先是我们

调控的决心坚定而不动摇； 其次， 我们

抓住了抑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这个要害

问题， 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对于房地产市场， 我有个基本看

法， 那就是： 中国有

１３

亿人口， 又处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对

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 而且将会是持

续的。 当然， 我们说住有其居， 并不

意味着住者有其屋。 从方向上看， 应

该鼓励更多的人租房。

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 我有几个观

点： 第一， 要保持房地产业长期平稳健

康发展。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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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 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

/

供图

钱颖一陈雨露宋国青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 � �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称，

同意钱颖一、 陈雨露、 宋国青担任货

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周其仁、 夏斌、

李稻葵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职务。

钱颖一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院长，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任

教于斯坦福大学、 马里兰大学、 伯克

利加州大学。 陈雨露现任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 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宋国青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教授。 （贾壮）

前两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６．７％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全社会用电

量，

１

至

２

月， 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累

计

７４９７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６．７％

。

其中， 第一产业用电量

１２３

亿

千瓦时， 减少

４．７％

； 第二产业用电

量

５３１６

亿千瓦时， 增长

４．８％

； 第

三产业用电量

９４０

亿千瓦时 ， 增长

１０．３％

；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１１１７

亿千

瓦时， 增长

１４．９％

。

数据显示，

２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３８６３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２２．９％

。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