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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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００３２８

宜安科技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０６－０８ ０６－１３

３００３２９

海伦钢琴

８４０ ８３７ ０６－０８ ０６－１３

３００３３０

华虹计通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７ ０６－１２

３００３２６

凯利泰

６５０ ６５０ ２９．０９ ０．６５ １８．９１ ０６－０５ ０６－０８ ４５．９６

３００３２７

中颖电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０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７ ２６．６０

００２６８４

猛狮科技

６６５ ６６５ ２２．００ ０．６５ １４．３０ ０６－０１ ０６－０６ ３０．５６

００２６８２

龙洲股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６０ ２．００ ２１．２０ ０６－０１ ０６－０６ ２２．０８

６０１３３９

百隆东方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１２．５０ ０５－３１ ０６－０５ １３．７９

００２６８３

宏大爆破

２７６０ ２７１６ １４．４６ ２．７０ ３９．０４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２６．７８

３００３２４

旋极信息

７００ 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０．７０ １８．９０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３６．９９

００２６８５

华东重机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９．９９ ２．５０ ２４．９８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２７．００

６０１９６５

中国汽研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８．２０ ９．６０ ７８．７２ ０５－３０ ０６－０４ ２８．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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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０００６３１．ＳＺ

顺发恒业

２０１２－６－４ ８０３５９．６０ ３３２．１８％ ７６．８６％ ４６．１３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５．７４

００２２５１．ＳＺ

步步高

２０１２－６－４ １８３８４．５７ ２１２．５０％ ６８．００％ ４２．１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２．９０

００２２９９．ＳＺ

圣农发展

２０１２－６－４ ９０９０．００ ３２．１６％ ９．９８％ １３．３８ ５３７３１．０６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４．７２

００２５８４．ＳＺ

西陇化工

２０１２－６－４ ２２４３．２１ ４４．８６％ １１．２２％ ２．４１ １２７５６．７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０．７３

００２５８６．ＳＺ

围海股份

２０１２－６－４ ９６０．００ ３５．５６％ ８．９７％ ２．３７ ７０４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４．６９

６００７１０．ＳＨ

常林股份

２０１２－６－４ ４７３７．００ ９．７４％ ８．８８％ ３．４６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７．３０

６０１０１０．ＳＨ

文峰股份

２０１２－６－４ １２８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２．６０％ １．９０ ３７０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４．８１

６０１３１１．ＳＨ

骆驼股份

２０１２－６－４ １３３３３．１１ ８０．３２％ １５．８６％ １４．１２ ５４１４６．２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０．５９

０００５０６．ＳＺ

中润资源

２０１２－６－５ ４７４５７．００ １６９．２４％ ６１．３０％ ４６．７０ １９１９．６７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９．８４

０００６３８．ＳＺ

万方地产

２０１２－６－５ ６６３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２．８６％ ４．５７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８９

００２４９５．ＳＺ

佳隆股份

２０１２－６－５ ９００．００ １４．７１％ ４．７７％ ０．８９ １１８５３．６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９．９４

０００９８８．ＳＺ

华工科技

２０１２－６－８ ３７９５．０５ ９．３１％ ８．５２％ ６．１３ ０．８２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６．１６

３００２２６．ＳＺ

上海钢联

２０１２－６－８ ９８９．００ ４９．４５％ １２．３６％ １．４０ ５０１１．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４．１８

３００２２７．ＳＺ

光韵达

２０１２－６－８ １７２５．００ １０１．４７％ ２５．７５％ ２．２３ ３２７５．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２．９１

３００２２８．ＳＺ

富瑞特装

２０１２－６－８ ２４１２．６３ １４１．９２％ ３６．０１％ １０．４７ ２５８７．３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４３．３８

３００２９３．ＳＺ

蓝英装备

２０１２－６－８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０．７５ ４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５．１５

３００２９４．ＳＺ

博雅生物

２０１２－６－８ ３７９．０３ ２４．８９％ ５．００％ １．２４ ５６７７．９７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２．７０

６００４９７．ＳＨ

驰宏锌锗

２０１２－６－８ ５６１．１４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９０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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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行情：上旬维持震荡 下旬突破向上

薛树东

5

月份， 上证指数月线最终以

小阴线报收， 显示市场整体仍维

持震荡调整格局。 由于市场热点

始终没有成功切换到蓝筹股， 使

得大盘缺乏挑战新高的动力， 特

别是银行股板块的整体调整， 对

指数形成较大拖累。 而两只沪深

300ETF

基金挂牌后出现净赎回，

显示出市场内在的谨慎情绪。 我

们认为，

6

月上旬内外围不确定因

素依然较多，

A

股市场将继续呈

现平衡震荡格局。

我们认为， 目前

A

股市场的

定价权并不在二级市场投资者手

中， 产业资本对股价有着绝对的话

语权， 而他们的持股成本极低， 博

弈上占据压倒性优势。 与此同时，

二级市场机构投资者比例过低， 连

基金都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 因

此， 中国股市的价值投资之路的确

是任重道远。

5

月份产业资本的减

持量大增， 规模远远超过

4

月份。

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 很多价

值、 成长性都不错的个股， 因为

“大小非” 减持， 欲振乏力。

5

月行情的新动力来自于稳增

长， 面对经济数据连续下滑的趋

势， 决策层提出稳增长的政策方

针， 加强了预调微调力度。 在人心

思涨的情绪下， 各媒体对新一轮经

济刺激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解读， 甚

至与

2008

年底的

4

万亿经济振兴

计划相提并论。

我们认为， 既然政策仍属于

预调和微调的范畴， 其力度就不

可能与

2008

年时相比。 稳增长的

涵义和保增长、 促增长有着严格

的区别。 稳增长首先承认经济继

续下滑的趋势， 任务是防止过快

失控下滑， 十二五的国内生产总

值 （

GDP

） 增长目标为

7%

，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GDP

的增长

目标为

7.5%

， 而一季度

GDP

增速

已经跌到

8.1%

， 二季度第一个月

（

4

月） 更出现全线超预期下滑。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 出台了稳

增长的措施。 换句话说， 要稳住

经济过快下滑的势头， 使未来几

个月

GDP

增速平稳回落至

7%

到

8%

的区间并企稳， 这才是稳增长

所要达到的目的。 很显然这与大

家理解的保增长、 促增长有很大

区别。 上周发改委称， 加快项目

审批与经济刺激计划无关， 对此，

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股市熊途漫漫， 大盘已经经历

了超过

4

年半的熊市， 大家都盼望

着

2012

版的 “

1664

行情” 上演，

所以， 我们非常理解舆论的做法，

这确实反映出二级市场投资者人心

思涨的迫切愿望。 但客观来说， 我

们一定要认识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

差距。 目前的财政状况决定了， 即

使想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 也

是很不现实的。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

没钱了， 不仅没钱， 上次的

4

万亿

经济刺激政策所背负的债务还有待

偿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基本

上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发改委加速

项目审批， 多批项目肯定有稳定经

济的考虑， 但因为地方财政没钱，

所以， 更大的背景是民进国退， 推

动 “非公经济” 的发展， 在更多领

域引入民间资本， 一方面缓解了地

方财政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刺激了

经济发展。

从上述分析内容我们不难看

出，

5

月份行情最大的制约因素，

从内部来看就是热点切换失败以及

2.0

版 “

4

万亿” 落空的失望情绪，

这些因素至少在

6

月上旬还将困扰

着市场走强。

从外部来看， 希腊问题悬而未

决， 尽管希腊股市近期一度出现强

劲反弹， 但在是否留在欧元区问题

上， 没有人愿意去冒险， 毕竟一旦

希腊退出欧元区， 没有人知道全球

股市到底会怎样。

6

月

17

日希腊

组阁是否成功以及新政府如何抉

择， 仍是所有资本市场投资者最为

关注的， 这对于市场做多动力形成

明显压制。 不仅如此， 西班牙的银

行最近也出了问题， 西班牙股市近

期连续重挫， 虽然西班牙并不像希

腊那么脆弱， 但欧债危机对全球股

市的影响并没有减弱。

从内外部的情况综合来看， 预

计

6

月上旬，

A

股市场继续呈现区

间震荡的概率较大， 但对于向下的

空间也会相对有限。 原因在于， 希

腊问题和国内经济政策存在 “跷跷

板” 的逻辑关系， 假设希腊退出欧

元区， 必然会使得欧债危机升级，

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会加大， 这会

导致政策面果断出手， 政策扶持力

度也会加大。 这种 “跷跷板” 的逻

辑关系同样适用于国内经济数据超

预期下滑， 上周五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

5

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为

50.4%

， 较上月大幅回落

2.9

个百

分点， 大幅低于预期， 但市场并未

受到明显影响。 很显然是因为市场

普遍预期数据不好会导致政策加码。

此外， 市场对于

6

月份降息也存在

预期， 这都是对市场有利的一面。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近日发

布数据， 截至

2012

年

4

月，

A

股

自然人持仓账户数约为

5600

万，

市值

1

万元至

50

万元的占

62%

。

在过去的一年零四个月里，

A

股市

场自然人持股的千万账户消失了

4519

个， 百万账户消失

117618

个， 约

1

万个

500

万以上的账户消

失了。 同样是来自中登公司的数

据， 持股市值在千万元以上的机构

账户在过去一年零四个月里增加了

343

户， 且这部分增加值主要发生

在

2012

年。 今年

1

月份机构投资

者持有

A

股的市值， 超过

1000

万

元的账户数量为

1.26

万户， 到

4

月份已增加至

1.36

万户， 其中持

股市值超过

1

亿元的账户从

5066

户增加至

5412

户。 持股市值位于

500

万

~1000

万间的机构账户， 也有

小幅增加。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A

股市场

投资者结构出现了变化， 机构投资者

的数量在增加， 自然人的数量在减

少。 持仓变化上看， 机构在增仓， 而

中小投资者在减仓， 这本身就是市场

处在底部阶段的固有特征。 而从目前

整体投资者的账户交易占比情况看，

与

2008

年底到

2009

年上半年的情况

极为类似， 也具备明显的底部特征，

所以， 我们对

A

股的中期走势继续

看好，

6

月上旬诸多不确定因素明朗

之后， 市场将会重拾升势。

综合上述， 我们认为

6

月上旬市

场将继续受制于内外诸多不确定因素

的困扰， 多空平衡的格局难以打破，

除非出现重大利好、 利空因素， 否则

区间震荡仍是较为合理运行方式。 结

合技术面来看， 目前整个均线系统再

度聚拢， 去年以来的大三角形形态已

逐渐运行到末端， 因此，

6

月中下旬

将是选择方向的时机。 结合各方面因

素来看， 如果欧洲不出现更大的危机，

A

股市场向上突破的概率是较大的。

（作者系深圳芙浪特首席策略师）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数据来源： 本报网络数据部

新股发行提示

等待政策面带来资金流入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分层抽样估计显

示， 受市场低迷影响，

2012

年

5

月下旬的二

级市场资金基本与

4

月下旬资金相当， 约为

11000

多亿元。

受银行理财产品的影响，

5

月底资金短期

流出的迹象非常明显， 如果考虑最后几个交易

日的资金流出， 市场存量资金将少于

10000

亿

元。 由于市场上涨， 以

5

月下旬市值资金计

算， 市值资金比为

7.23

， 市场仓位较上月底有

明显上升， 从资金看不支持股市上涨； 由于债

券收益率下降， 月底调整的利润利息比为

1.94

， 股票估值有所下降， 从估值看， 市场上

涨的可能性比较大。

4

月份宏观基本面表现较差，

5

月份采购

经理人指数 （

PMI

） 明显走弱， 使得积极的经

济政策预期及降息预期都有所增强。 后续如果

偏积极的经济政策得以落实， 可能出现一定的

资金净流入， 带动市场上涨， 但如果资金供应

未能持续， 则上涨后回调可能性较大。

市场重回升势 配置早周期

长城证券研究所： 影响市场趋势的核心驱

动指标

6

月份依然呈正向变化， 我们认为股指

震荡向上且创出年内新高的可能性在增大。 制

度红利方面，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QFII

） 与

保险资金开户数大幅攀升， 中长期资金持续入

市将继续推动股指重心上移。

无风险利率方面， 消费者物价指数回落

为降息创造了条件， 从降准到降息意味流动

性环境得到实质改善。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继续下行，

A

股估值吸引力再度提升，

但风险溢价水平继续扩张的空间有限。 国内

“兜底” 政策扭转了对经济的悲观预期， 欧

盟放宽紧缩条件与增加流动性注入力度成为

新看点， 我们更倾向于欧元区不会发生系统

性风险。 由于市场底部一般领先经济

6

个月

左右， 因此， 年初以来股指的底部特征更为

牢固。

经济增速触底回升， 增加了周期类行业的

配置吸引力， 根据各行业景气的复苏进程与政

策受益的强弱程度， 我们

6

月份超配煤炭、 建

筑建材、 非银行金融、 汽车、 房地产、 家电、

机械、 医药与商业零售业。

迎接

2012

年最好投资时期

华泰证券研究所： 未来经济在政策持续

放松的累积作用下， 经济企稳的态势有望逐

步显现， 尤其是投资拉动启动后， 经济见底

的步伐可能加快， 二季度经济见底的可能性

加大，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投资者对经济

硬着陆的担忧， 并且可能形成复苏幻觉。 同

时经济底部回升的过程与投资者寻找拐点的

努力契合， 使得经济增长企稳成为股市向上

的动力； 通胀水平明显回落并且将在三季度

持续下降， 为政策调整进一步打开空间。 政

策步伐和政策预期可能由负反馈进入正反馈，

即政策的乐观预期被证实的可能性增加。 基

于此， 我们认为

6

月份将是本年度市场的转

折点， 其后市场有望进入本年度最好的投资

时期。

具体来看，

5

月份的经济数据和欧洲局势

是影响

6

月份市场短期走势的重要因素。 我们

预计， 在经过

4

月份经济快速下滑后，

5

月份

数据预计依然不佳。 另一方面， 尽管希腊无序

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不大， 但由于该事件本身

影响巨大， 市场理性等待水落石出是必要的，

因此两个因素决定了

6

月份上半月的震荡走

势。 而

6

月份下半月， 市场有望在我们上述逻

辑的推动下开始进入震荡上行的时期。

策略方面， 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布

局： 关注受益于投资拉动的景气好转的周期类

品种， 如工程机械、 房地产、 水泥、 券商等行

业； 关注政府推动的新兴产业， 主要关注环

保、 节能、 信息化、 生物等； 关注中小企业和

创业板中的细分行业的科技股龙头， 如智能交

通、 安防、 自动化控制以及新能源等； 关注景

气度向好的医药行业， 关注部分超跌的消费行

业龙头企业， 如白酒。

（万鹏 整理）

18

家公司

19.55

亿股解禁流通，市值

201.14

亿元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环比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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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

亿

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26%

，

其中沪市

1.99

亿股， 占沪市限售

股总数

0.04%

， 深市

17.56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0.90%

。 以

6

月

1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

201.14

亿元， 其中沪市

4

家公司为

20.38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值

的

0.02%

； 深 市

14

家 公 司 为

180.77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

值的

0.38%

。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

比前一周

31

家公司的

23.87

亿股

减 少

4.32

亿 股 ， 减 少 幅 度 为

18.10%

。 本周解禁市值比前一周

的

211.40

亿元， 减少

10.26

亿元，

减少幅度为

4.86%

， 目前计算为年

内中等偏低水平。

深市

14

家公司中， 步步高、

佳隆股份、 西陇化工、 围海股份、

上海钢联、 光韵达、 富瑞特装共

6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股东限

售股， 中润资源、 华工科技、 圣农

发展共

3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

增发机构配售股， 蓝英装备、 博雅

生物共

2

家公司解禁的是首发机构

配售股， 万方地产、 顺发恒业共

2

家公司解禁的是股改限售股。

深市周内有

2

家首发机构配售

股份解禁的公司， 均为创业板公

司， 解禁股数占原流通股的比例均

为

25%

左右， 占总股本比例均为

5%

左右， 以

6

月

1

日的收盘价来

计算， 合计解禁市值为

1.99

亿元，

占到深市解禁市值的

1.10%

。 圣农

发展、 西陇化工、 围海股份、 佳隆

股份、 华工科技、 上海钢联、 光韵

达、 富瑞特装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沪市

4

家公司中， 驰宏锌锗解

禁的是股改限售股， 常林股份解禁

的是定向增发限售股， 文峰股份、

骆驼股份共

2

家公司解禁的是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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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林股份、 文峰股份、

骆驼股份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

看待。 此次解禁后， 沪市驰宏锌锗、

常林股份将成为新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18

家公司中，

6

月

4

日

8

家公司的合计

解禁市值为

125.86

亿元， 占到全周解

禁市值的

62.57%

， 解禁压力集中。 周

内

2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解禁公司中，

2

家深市创业板公司将于

6

月

8

日解

禁， 合计解禁市值

1.99

亿元占到全周

解禁市值的

0.99%

。

2

家公司无一破

发， 蓝英装备的溢价幅度仅为

1.41%

，

套现压力不大。 博雅生物的溢价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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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空博弈本周进入关键期

刘超

5

月最后一周， 沪深

300

指数强

劲反弹之 后有所回落 ， 周涨幅

2.33%

， 成交有所放大。 上周五同时

也是交易所下调手续费的第一个交易

日， 全天成交量再上

40

万手， 预示

着未来期指成交将更为活跃。 疲软的

经济数据使得市场对于利好政策的期

待迅速升温， 推动期指一度强势上

扬， 但后半周相关部门对新一轮刺激

政策的澄清以及外盘走软对市场重新

构成压制。

上周五公布的

5

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 （

PMI

） 为

50.4%

， 比

上月回落

2.9

个百分点， 低于市场预

期。 尤其是新订单指数大幅下跌至

50

以下， 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

继续放缓。 同期公布的中国汇丰制造

业

PMI

指数回落至

48.4

， 也较上月

继续下滑。 两个先行指标相互印证了

经济下行的趋势还没改变，

5

月份的

经济数据可能仍旧维持下滑态势。 当

然， 对于当前市场来说， 更为重要的

是政策面上的变动， 上周五低于预期

的数据并未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就说

明这一点。 在此背景下，

5

月份的经

济数据就显得比较重要， 可能成为决

定未来政策力度大小的重要考量因

素， 也就是说， 经济数据越低于预

期， 政策刺激的力度也就越大。 但无

论如何， 实施

2009

年大规模的经济

刺激计划是不现实的， 目前来看也是

没有必要的。

就股市的供需而言，

5

月份市场

实际募集资金

315.3

亿元， 较上月有

所加快， 但仍不足

3

月份的一半。 本

周限售股解禁规模

201

亿元， 较前期

有所回升， 但真正的洪峰将在

7

月份

出现， 所以未来市场的供给压力可能

会加大。 从产业资本的情况来看，

5

月份重要股东在二级市场上净减持

69.4

亿元， 明显超出

4

月份的

16.4

亿元， 接近

3

月份的水平， 减持力度

明显加大。 周末八部委发文指出将适

时启动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试

点， 这预示着国际板已渐行渐近， 将

对市场造成一定冲击。 总体来看， 市

场供需上仍然是偏紧的状态， 这会制

约指数的上行空间。

从我们跟踪的市场情绪指标来

看， 股指期货净持仓占比上周一达到

近期高点后回落， 主要是主力减持多

单所致， 在总持仓没有大的变化的情

况下， 短期市场将至少维持震荡。 但

如果出现持仓量的大幅增长， 则空头

行情来临。

此外， 指数相对表现指标显示，

如果周期股继续维持相对强势， 则有

可能出现局部高点； 融资余额与融券

余额比值保持稳定。 而芝加哥选择权

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

VIX

） 的再度快

速回升， 预示着外盘市场的弱势将对

国内市场产生持续压制。 总体来看，

目前

A

股市场情绪总体上处于中性

偏弱， 未来

1

周至

2

周内， 指数的波

动方向比较关键。

从技术上来看， 虽然沪深

300

指

数

60

分钟均线从上周二开始转为强

势，

2620

点附近将成为短期的支撑

位， 但将周期放大到周线上可以发

现， 上方的压力仍持续存在， 并且

MACD

也接近零轴， 决定中期走势的

博弈或即将展开。 我们认为， 短期市

场可能转为震荡偏弱走势， 建议投资

者以空头思维为主， 中期市场的方向

将在震荡完毕后见分晓。

（作者系华泰长城期货分析师）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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