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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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３２６

凯利泰

６５０ ６５０ ０６－０５ ０６－０８

３００３２７

中颖电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７

００２６８４

猛狮科技

６６５ ６６５ ０６－０１ ０６－０６

００２６８２

龙洲股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０６－０１ ０６－０６

６０１３３９

百隆东方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０５－３１ ０６－０５

００２６８３

宏大爆破

２７６０ ２７１６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３００３２４

旋极信息

７００ ７００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００２６８５

华东重机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６０１９６５

中国汽研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３００３２２

硕贝德

１１７０ １１６４．５ １４．３０ １．１０ １５．７３ ０５－２８ ０５－３１ ３７．６３

００２６８０

黄海机械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１．５９ １．００ ２１．５９ ０５－２５ ０５－３０ ２４．５３

００２６８１

奋达科技

１８７５ １８７５ １２．４８ １．８０ ２２．４６ ０５－２５ ０５－３０ ２４．４７

３００３２０

海达股份

８３３．５ ８３３．５ １９．８０ ０．８０ １５．８４ ０５－２４ ０５－２９ ２６．４０

００２６７９

福建金森

１７４０ １７２８ １２．００ １．７０ ２０．４０ ０５－２３ ０５－２８ ４３．８０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量

（万股）

占流通

Ａ

股

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按前日收盘价

计算解禁额度

（亿元）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收盘价

（元）

０００５３１．ＳＺ

穗恒运

Ａ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７１６８．５１ ２６．９０％ ２０．９３％ ８．７８ ４３３．５８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２．２５

００２１６７．ＳＺ

东方锆业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０．００ ３．６２％ ２．４１％ ０．００ ６９０６．２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７．６９

００２５８３．ＳＺ

海能达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３８８２．３８ ５５．４６％ １３．９７％ ５．６３ １６９１７．６２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４．５１

００２６５６．ＳＺ

卡奴迪路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９２ ７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８．４８

００２６５７．ＳＺ

中科金财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３４４．００ ２４．５５％ ４．９３％ ０．９８ ５２３４．７５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８．５１

３００２２１．ＳＺ

银禧科技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２６２５．００ ５２．５０％ １３．１３％ １．７８ １２３７５．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７９

６０００６９．ＳＨ

银鸽投资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１６３５７．４１ ２４．７２％ １９．８２％ １０．３２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３１

６０００８６．ＳＨ

东方金钰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１５６３２．２８ ７９．７７％ ４４．３７％ ２１．７３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３．９０

６００３２１．ＳＨ

国栋建设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１３４９２．００ ２９．６２％ ２２．８５％ ７．５８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５．６２

６００３８７．ＳＨ

海越股份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９．７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４８．７５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８．９７

６００４３５．ＳＨ

北方导航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３８２８９．８３ １０５．８４％ ５１．４２％ ３３．７７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８．８２

６０１５９９．ＳＨ

鹿港科技

２０１２－５－２８ ８５４１．４５ １０７．４４％ ２６．８６％ ６．０４ １５３０８．５５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７．０７

３００２９２．ＳＺ

吴通通讯

２０１２－５－２９ ３３０．００ ２４．６３％ ４．９５％ ０．５９ ５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７．７５

６０１５６６．ＳＨ

九牧王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２９３．００ ２．４４％ ０．５１％ ０．７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３．９８

６０１９９１．ＳＨ

大唐发电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１％ ６．７６％ ４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５．１０

３００２２３．ＳＺ

北京君正

２０１２－５－３１ ３６９２．９６ １４２．０４％ ３５．５１％ ５．８８ ４１０７．０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５．９３

３００２２４．ＳＺ

正海磁材

２０１２－５－３１ １４７２．４０ ２４．５４％ ６．１４％ ３．３３ １６５２７．６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２．５９

３００２２５．ＳＺ

金力泰

２０１２－５－３１ １２９８．２４ ７６．３７％ １９．３８％ ２．２０ ３７０１．７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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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忧内患不足惧

A

股调整或近尾声

符海问

上周，

A

股市场呈冲高回落态

势， 交投总体清淡， 酿酒、 券商、

民航、 高铁等板块皆有脉冲式异

动， 但持续性皆弱， 这是导致大盘

在没有主导板块引领下以阴线报收

的直接原因。 从周

K

线看， 大盘

已三连阴， 但跌幅明显收窄。 如果

单从技术面看， 情况似乎并不乐

观。 “红五月” 的期待似乎就要落

空了。

可是， 上帝总是喜欢捉弄人。

实际情况常常跟人们的预期相反，

这在股票市场中也是屡试不爽。 如

果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解决问题的

最佳着力点， 那么我们认为，

A

股

近期走弱， 主要受外围市场大幅波

动影响造成的心理恐惧所致。 上证

指数自

2132

点以来的上升行情， 其

趋势尚未改变， 这种属于上升初期

的波动是极其正常的， 不必恐慌。

随着外围因素影响的逐步弱化、 国

内扶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与基本面

的持续改善， 即便 “红五月” 落空，

接下来的行情未必不会有惊喜。

外围影响正在逐步弱化

应该说，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市场经受了较多利空打击。 内外因

素皆有： 外部主要是欧债危机； 内

部主要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不过， 我们认为，

A

股近期走弱的

主因是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股市

“感冒”， 以及惠誉突然下调日本政

府信用评级造成亚太股市的大幅下

跌。 欧债危机真有那么可怕吗？ 要

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有必要先

探究欧债危机是怎么来的。

2009

年底， 惠誉将希腊信贷

评级由

A-

下调至

BBB+

、 前景展

望为负面， 这是欧债危机出现的源

头。 而随后经过三大评级机构的

“穷追猛打”，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可是， 不争的事实是， 目前世界三

大评级机构已垄断全球评级市场，

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 而它们的中立性却值得怀

疑。 从它们的盈利模式来看， 更有

通过 “趁火打劫” 大捞 “昧心钱”

之嫌。 因此说， 欧债危机未必像它

们渲染的那么可怕。 而欧盟近期宣

布出台相关法规打破三大评级机构

的垄断格局体现出对它们客观性评

价产生了质疑。

退一步讲， 即便欧债危机情况

很严重， 也未必给市场带来更大冲

击。 我们看到， 欧盟各成员国已着

手准备应对最坏的结果， 即如果希

腊退出欧元区， 将给其他国家带来

哪些不良后果。 对此， 我们姑且不

去预测， 但有一点是可以看到的，

有关国家已在协力应对这场危机，

比如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纷纷带头

减薪、

G8

峰会和欧盟峰会都把应

对这次债务危机作为主要议题、 西

班牙政府和央行大力救助西班牙银

行、 各相关国家都在为希腊退出作

最坏打算等等。 通常的情况是， 事

情如果在大家都预见到并已着手应

对时， 最坏时刻或已过去。

而日本突遭惠誉降级， 很可能

是该评级机构故意制造恐慌以达

“浑水摸鱼” 之目的。 据日本政府

的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至

3

月日本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按年率计算

增长了

4.1%

， 连续第三个季度出

现增长， 这足以说明日本经济状况

是良好的， 是对该评级机构的有力

回击。 美日欧股市最近止跌或许就

是证明。 因而我们的判断是， 外围

因素的影响正在弱化， 将有利

A

股企稳。

基本面无需过度悲观

除了外围因素， 国内经济基本

面状况不佳也是

A

股市场走弱的重

要原因。 特别是近期公布的汇丰中

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创年内

新低， 更是加剧人们对国内经济的

担忧。 但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

假设近期行情走弱真是因为

经济不景气， 那为什么年初大盘

低点

2132

点附近时经济数据却比

现在好很多？ 这只能说明， 以当

时的经济数据判断当时的行情实

质是不科学的， 这两者通常有着

半年的时间差。 实际情况是， 年

初行情最低迷的

2132

点的情景，

是对未来半年的经济情况作出的

提前反应。 因此， 当前不管是经

济数据本身不佳还是人们对经济

不景气的预期， 都已经在股市的

下跌中提前反映出来了。 要想对

后市作出客观判断， 我们应当对

半年后的经济情况作出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 在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政策力度也

在不断加大。 温家宝总理近日提

出，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 各部委也在接力落实 “新非公

36

条”， 纷纷鼓励民间资金进入各

行各业， 以有力促进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 虽然我们尚无法拿这一政策

跟金融危机时的

4

万亿投资相比，

但基本可以判断， 这么大力度集中

民间力量参与到经济建设当中来还

是首次， 其作用不可小觑。 可以预

见， 随着 “新非公

36

条” 的逐步

落实， 半年后的经济情况乐观概率

大增。 对应到股市， 或许能印证我

们的判断， 即就当前而言， 行情向

上可能性较大。

技术面显示调整近尾声

虽然我们无法从外围市场和经

济基本面等方面精确研判后市， 但

通过技术面通常能弥补这一不足。

从技术形态上， 大盘近期的

两个高点和两点低点的连线， 形

成了比较标准的对称三角形形

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股指将在

更加狭小的空间运行， 形成不断

收敛的形态， 最后面临方面性选

择。 仅从技术形态看， 尚无法判断

当前股指是自

3186

点下跌以来的

中继三角形整理还是反转。 不过，

基于上述对外围市场和经济基本面

的分析， 我们认为出现反转形态的

可能性更大。 而上周股指刚好运行

到三角形的下侧边。 因此， 我们认

为， 股指调整或已接近尾声。 虽然

不排除由于市场的混沌可能会导致

股指仍有波动， 但跌势可能是强弩

之末。

展望本周， 就技术面而言， 上证

指数有望挑战

2400

点， 板块热点将

随着政策的落实力度而不断涌现。 从

当前最明确的政策落实情况看， 基建

投资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 高铁板块

近期成为资金频频关注的对象， 该板

块上涨行情有望持续。 随着产业转型

升级的不断深化， 节能减排板块也有

望继续受政策扶持。

（作者系五矿证券分析师）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数据来源： 本报网络数据部

新股发行提示

继续看好结构性机会

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

5

月

23

日， 国务

院召开常务会议， 强调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

微调力度， 加快前期确定领域项目的工作进

度，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策略角

度上看， 我们认为这对

A

股短期有一定的支

撑， 但中长期影响相对有限。

本次会议兑现了我们

5

月策略报告关于

政府主导投资增速恢复的预期， 并为结构性

机会的方向选择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参考。 基

建方面， 铁路建设、 农村和中西部基建、 光

纤通信、 信息化领域的政策确定性较高， 继

续建议超配铁路建设、 铁路设备、 工程机械、

电子信息等存在业绩改善预期的板块； 消费

方面， 尽管会议没有重审家电、 建材下乡政

策， 但节能家电、

LED

照明等依然有望受益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推广， 首次提出的自给

式太阳能产品也可能形成新的主题； 商品房

成交量升价稳的局面基本符合调控意图， 本

次会议也表示将维持现有房地产政策， 地产

板块配置建议依然谨慎。

市场风格向投资转化

华泰证券研究所：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

下， 政府逐渐释放 “稳增长” 的信号， 放松了

新投资项目的审批， 并将原定下半年开工的项

目可能提前到上半年尽快审批开工， 以加快重

大基建投资项目的审批速度。

对于本周的市场走势， 我们的观点是 “稳

增长信号频频释放， 市场风格向投资转化”。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已经引起管理层的高度重

视， 近期高层密集在各地调研频频释放 “稳增

长” 的信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3

日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国内外的经济环境错综复

杂， 要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会

议要求， 推进 “十二五” 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

施， 启动一批事关全局、 带动性强的重大项

目， 已确定的铁路、 节能环保、 农村和西部地

区基础设施、 教育卫生、 信息化等领域的项

目， 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我们认为随着稳增长信号的频频释放， 市

场开始关注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哪些板块最先受

益于政策的推动。 作为缓解经济下行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 投资提速符合当前迫切的需要， 警

惕风险仍然是当前行业配置关注的重点。 我们

建议阶段性关注政策结构性扶持的方向如与基

建投资相关的机械、 房地产、 建筑建材等。 另

外关注产业政策扶持的板块如医药、 证券、 文

化传媒等行业。

政策效力还看需求回升力度

西部证券研究所： 在实体经济增长疲弱与

物价压力下降的背景下， 货币宽松预期仍将持

续， 但其产生的效力大小还得看需求回升的程

度。 短期来看， 财政政策刺激力度是货币信贷

宽松能否对实体经济产生明显拉动作用的关

键。 中期来看， 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企稳，

外需环境的改善， 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进， 以及

宽松货币信贷环境的配合， 信贷需求与信贷供

给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有望出现。 因此我们认

为， 短期市场将继续区间震荡， 但中期上行趋

势不变。

由于我国就业压力明显下降， 实体经济增

长持续疲弱， 政策放松的必要性已明显增加。

而对于物价 （包括房价） 压力， 我们认为， 其

对政策放松的制约将继续回落， 货币放松预期

将在中期内持续。 特别是在

6

月份消费者物价

指数同比可能回落至

3%

以下的较低水平之

后， 代表银行间宽松程度的短期利率 （比如拆

借利率与回购利率） 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 未

来央行降息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此外， 需求低迷将制约货币宽松效果。 央

行通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不断投放流动性， 但

因为实际经济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持续低迷， 最终

导致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难以对实体经济产生明

显的刺激作用。 货币宽松要想对实体经济产生明

显作用需要长期贷款利率明显下行， 或者实体经

济需求， 尤其是投资需求明显回升。

（万鹏 整理）

18

家公司

20.44

亿股解禁流通，市值

159.03

亿元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环比增加近四成七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本周

两市共有

18

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

流通。 两市解禁股共计

20.44

亿

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27%

。

其中沪市

18.26

亿股， 占沪市限售

股总数

0.33%

； 深市

2.18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0.11%

。 以

5

月

25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

159.03

亿元， 其中沪市

8

家公司为

126.05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10%

； 深市

10

家公司为

32.98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

的

0.07%

。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是

前一周

24

家公司

8.75

亿股的两倍

多， 解禁市值比前一周的

108.25

亿元增加

50.78

亿元， 增加幅度为

46.91%

。 目前计算为年内中等偏

低水平。

深市

10

家公司中， 海能达、

银禧科技、 北京君正、 正海磁材、

金力泰共

5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

发原股东限售股； 穗恒运

A

、 东方

锆业共

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 卡奴迪路、 中科

金财、 吴通通讯共

3

家公司解禁的

是首发机构配售股。

深市周内有

3

家首发机构配售

股份解禁的公司，

2

家中小板公司

和

1

家创业板公司， 解禁股数占原

流通股的比例均为

25.00%

左右， 占

总股本比例均为

5%

左右； 以

5

月

25

日的收盘价来计算， 合计解禁市

值为

3.49

亿元， 占到深市解禁市值

的

10.58%

。 穗恒运

A

、 海能达、 北

京君正、 正海磁材、 金力泰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沪市

8

家公司中， 东方金钰、

海越股份、 北方导航共

3

家解禁

的是股改限售股； 银鸽投资、 国

栋建设、 大唐发电共

3

家解禁的

是定向增发限售股； 九牧王、 鹿

港科技共

2

家解禁的是首发原股

东限售股。

沪市周内没有首发机构配售股

份解禁的公司。 国栋建设、 海越股

份、 鹿港科技、 九牧王、 大唐发电涉

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此次

解禁后， 沪市将有国栋建设、 东方金

钰、 海越股份、 北方导航成为新增的

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18

家公司中，

12

家公司将在

5

月

28

日

解禁， 合计市值为

100.44

亿元， 占

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63.15%

， 解禁压

力集中。 周内

3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公司中，

2

家深市中小板公司于

5

月

28

日，

1

家深市创业板公司将于

5

月

29

日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

3.49

亿

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2.19%

。

3

家公司无一破发， 溢价幅度均在

30%

以上， 存在套现压力。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

上证指数周

K

线图 翟超

/

制图

稳增长利好落地 大盘走好还需量能配合

戴宏浩

上周，

A

股市场且战且退。 截至

周五收盘， 上证指数报收

2333.55

点， 全周下跌

0.47%

； 深成指报

9884.96

点， 全周下跌

0.18%

。 两市

日成交量较前一周继续萎缩。 期指主

力合约

1206

合约则以

2565.4

点报

收， 全周下跌

0.11%

。

从基本面来说， 随着希腊组阁的

失败， 市场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西班牙

等有类似债务危机的国家。 而欧美对

希腊退出欧盟可能性的讨论， 使得国

际资本市场在经历一番情绪宣泻之

后近期有所平静。 从整个希腊债务

事件的走向来看， 相关国家已在不

同程度上做好希腊退出欧元区后的预

案， 这对于经历暴跌之后的市场信心

恢复有一定帮助。 从相关方面的情

况来看， 对欧盟刺激计划的期待开

始占据上风。

国内方面， 最让市场关注的是

温总理在湖北调研时的讲话， 该讲

话再次释放了政策放松的信号。 从

相关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三大信

号： 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

信贷投向的严厉管控有望减弱， 信

贷投放可能加速； 地产调控的严厉

态度有所软化。

回想本轮下跌之初， 中国经济数

据停滞是市场最忧虑的问题。 在此影

响下， 以及欧债问题的雪上加霜， 共

同推动了本轮下跌。 因此将稳增长的

优先级别加以提升， 对市场来说就显

得重要。 更为关键的是， 在短短一周

之内， 新的家电补贴标准、 基建项目

的审批提速等较为实质性的经济刺激

计划也相继出台。 这也使得未来一段

时间信贷投放规模将有明显改观。

5

月前两周， 四大行新增贷款基本为

零， 而第三周四大行新增贷款有了明

显增长， 并有可能在月底会出现突击

放款的现象。

而令我们稍感意外的是， 在房地

产政策方面， 相关部门明确提出刺激

首套房刚性需求， 虽然同时还提到抑

制房市炒作不动摇的态度， 但相比前

期一刀切的严厉政策已是不小变化。

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上证指数

周线已经收出了三连阴。 特别是上周

五的一根中阴线， 令沪指失守半年

线，

5

日线错失向上金叉的机会， 说

明市场依旧没有摆脱弱势格局。 而中

短期均线的空头排列对指数形成了一

定压制作用。

从成交量上来看， 低迷的量能是

大盘的另一大隐忧。 在两市日均成交

额不足

1500

亿元的情况下， 大盘的

上涨一定会有不少顾虑。 鉴于目前沪

指

120

日均线被击穿后多头没能及时

收复， 从技术上来说， 谨慎观望是当

前较好的选择。

综合来看， 我们认为， 近期的政

策利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股市构成

刺激， 但短期内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

悲观预期仍占主导。 政策调整的滞后

性决定了实体经济短期内无法摆脱困

境。 政策的长期利好和短期实体经济

的回落是当下基本面的主要矛盾。

技术面上， 下档支撑的明确则和

指标的空头排列构成分歧。 面对国际

与国内经济形势， 市场后期更多将依

赖国家政策面利好的支持。 当前国内

宏观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已经引起管理

层的重视， 未来稳增长、 扩内需以及

加大基建投资等相关政策仍将密集出

台， 市场中长期走势取决于未来各项

政策的落实情况。

操作上， 我们认为， 股指短期尚

未摆脱弱势振荡格局， 短期大盘能否

摆脱不利局面， 关键要看成交量能否

有效放大。 板块上， 房地产和银行板

块可作为重点观察对象。

（作者系中证期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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