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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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３３５

迪森股份

１７７０ １７１８ ０６－２９ ０７－０４

３００３３６

新文化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６－２８ ０７－０３

６０１６０８

中信重工

３７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０６－２７ ０７－０２

００２６８６

亿利达

１１５０ １１１７ １６．００ １．１０ １７．６０ ０６－２１ ０６－２７ ２３．８５

３００３３４

津膜科技

１４７０ １４３０ １６．７８ １．４０ ２３．４９ ０６－２１ ０６－２７ ４６．６１

３００３３３

兆日科技

１１２０ １６８０ ２３．００ １．４０ ３２．２０ ０６－１９ ０６－２５ ３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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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流通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０００４１７．ＳＺ

合肥百货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４０２０．００ ８．４０％ ７．７３％ １０５．１９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０８３６．ＳＺ

鑫茂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３７１６．８３ １４．５６％ １２．７１％ ０．８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１６１．ＳＺ

远望谷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７２０７．７４ １６．０６％ ９．７４％ ２１８９３．１３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２３６．ＳＺ

大华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７１２．８２ ２．４０％ １．２８％ ２５４０６．１３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００２２５６．ＳＺ

彩虹精化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１２２６１．６０ ６４．３４％ ３９．１５％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３００００１．ＳＺ

特锐德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７５０．００ １２．０２％ ３．７４％ １３０４７．９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７１．ＳＺ

华谊嘉信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９４５．１１ １８．７４％ ６．０９％ ９５３８．８５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３２．ＳＺ

洲明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８９．４６ １１．１３％ ２．８６％ ７２１４．１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３３．ＳＺ

金城医药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７９８．４０ ９０．２７％ ２３．１３％ ６２０１．６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０４．ＳＺ

云意电气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０００１１．ＳＨ

华能国际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６２７８２８．３３ １６８．６９％ ４４．６７％ ５００００．００

大股东增持股份

６００１１５．ＳＨ

东方航空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２８８８８．８９ １０．８５％ ２．５６％ ４８３１３７．５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００４９８．ＳＨ

烽火通信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５２．５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０

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６０１７９８．ＳＨ

蓝科高新

２０１２－６－２５ ３６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１．２５％ ２０４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０９９０．ＳＺ

诚志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６ １３６９．５３ ４．８３％ ４．６１％ ０．８４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０６５．ＳＺ

海兰信

２０１２－６－２６ ３８０．００ ５．７２％ ３．６１％ ３５０３．０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６６５．ＳＺ

首航节能

２０１２－６－２７ ６６０．００ ２４．６７％ ４．９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６６６．ＳＺ

德联集团

２０１２－６－２７ ８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５９５．ＳＺ

豪迈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８ ２０８６．７４ ４１．７３％ １０．４３％ １２９１３．２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６６７．ＳＺ

鞍重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３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９８．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０２８．ＳＺ

金亚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１６２０．００ １０．０２％ ６．１２％ ８６７５．６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０８２．ＳＺ

奥克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５．６９％ ５．５６％ １５３０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１１１．ＳＺ

向日葵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２３７５．００ ２８．９１％ ４．６７％ ４０３１０．８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３５．ＳＺ

方直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５３８．００ ４８．９１％ １２．２３％ ２７６２．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３７．ＳＺ

美晨科技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２２０．００ １５．３８％ ３．８６％ ４０５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０５．ＳＺ

裕兴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３０６．ＳＺ

远方光电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００３０７．ＳＺ

慈星股份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４．４９％ ２．９９％ ３４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００５３６．ＳＨ

中国软件

２０１２－６－２９ ６４３８．２８ ３９．９１％ ２８．５３％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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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紧张影响有限

A

股有望迎来反弹

符海问

上周， 虽有医药板块前期表现

优异， 但因后继无力， 无法激起其

他板块的做多热情， 在煤炭、 有

色、 金融、 地产等权重板块的合力

杀跌下， 大盘最终演起 “跳水秀”，

沪指当周下跌近

2%

， 收盘

2260

点， 逼近前期低点

2242

点， 引起

人们对今年低点

2132

点能否守住

产生疑问， 造成较强的悲观预期，

市场情绪极度恐慌。 外围市场波动

加剧、 国内经济减速、 市场悲观情

绪蔓延、

A

股行情长期低迷……一

系列消极因素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和

耳根， 似乎我们已不得不跟从悲

观。 然而， 历史大多证明， 市场行

情是很少跟随大众预期演绎的。 从

股市自身运行规律看， 我们认为上

周大跌或是近期最后一跌， 市场有

望迎来阶段性反弹， 在政策和一些

主流运营机构的发展策略共同刺激

下， 电子网络股特别是它们当中的

创业板个股有望成为反弹先锋。

大跌主因是资金价格上升

上周大跌， 人们归咎于经济

数据和权重股不作为等原因， 比

如汇丰中国

6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

人指数 （

PMI

） 初值为

48.1

， 低

于

5

月

48.4

， 连续

8

个月低于

50

， 并创过去

7

个月来新低。 又

如连续

4

个交易日， 深交所的交

易金额超过上交所， 有人认为增

量资金较为有限， 投资者只能放

弃大市值股票， 转向流通市值小

的股票。 权重股破位下行， 并拖

累

A

股市场重心下移。 不可否

认， 上述因素确是大盘走弱的其

中一些因素， 但笔者认为， 资金

才是决定行情强弱的主因， 我们

只有牢牢抓住主因， 才能科学把

握好后市。 需要面对的现实是，

半年末时点越来越近， 各家银行

为应对年中考核， 市场供给严重

不足， 导致资金利率走高。 利率

方面， 如上周三隔夜和

7

天资金

利率涨幅均超

45BP

， 中长期品种

利率也普遍上行。 当日隔夜资金

早盘高开在

3.0%

， 盘中最高成交

价竟然达到

4.29%

， 最终加权利

率收在

3.31%

， 重新站在

3.0%

以

上的高位， 刷新

4

月下旬以来的

最高记录。 不过， 我们认为这种

情况或是暂时性的， 为应对经济

下午压力， 资金短期紧张不会影

响中期宽松趋势。

规律显示反弹将至

市场底部特征明显。 据有关

报告 ， 在截至

13

日的一周里 ，

全球股票型基金吸引了

109.1

亿

美元的净流入， 净流入规模创过

去

62

周最大。 而中国证监会对

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资格要求、 投资范围与持股比例

等进一步松绑， 将更有力增加市

场资金存量。 另外， 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发布

的数据， 时隔

7

个月后， 社保基

金

5

月单月新开

16

个

A

股账户，

QFII

和保险机构、 基金专户近期

亦频开

A

股账户。 上一次社保基

金的 “抄底” 时间是在

2008

年

11

月、

12

月和

2009

年

1

月， 连

续三个月大手笔新开

32

个

A

股

账户， 与此对应，

A

股

2009

年小

牛市开启， 迎来近一年的上涨行

情。 此外， 上半年

A

股新股发行

（

IPO

） 融资额创近三年新低。 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

6

月

18

日中

登公司发布的 《月末

A

股账户市

值分布表》 显示，

A

股市场持股

市值超

1000

万元的账户增加逾

500

户， 而亿元级别的账户也增

加了

10

户， “富人” 进场迹象初

现。 与此同时，

10

万元以下的个

人账户在

5

月悄然减少超过

21

万

户， 降幅为

0.44%

。 或在预示 ，

市场估值已对主力资金有较强的

吸引力。 欧洲四国同意

1300

亿欧

元刺激计划， 也将使外围局势暂

时出现缓和。 当然， 仅凭上述数

据， 难以判断市场短期走势， 不

过我们或许可从技术形态窥出一

些端倪。 我们认为市场涨跌有它

自身的运行规律， 如果把行情涨

跌看作多空动能转化的过程， 那

么经历了

2009

年做多动能的释放

后，

3478

点以来一直是做空动能

在宣泄 ， 截至上一交易日， 自

3478

点以来出现了

5

个未被回补

的下跳缺口， 这种情况出现后，

通常都出现一轮较大的反弹行情，

如

2008

年

6124

点到

1664

点和近

两年的

3478

点到

2132

点， 我们

认为， 下跌动能的逐步衰竭， 预

示着做多动能将登场。

行情仍呈结构性

尽管我们判断大盘或将迎来

反弹 ， 但行情仍可能是结构性

的， 这点在以往已有体现。 比如

5

月以来大盘一直不振， 但并不妨碍

医药、 环保等部分个股的走强， 弱

市里仍有超过

100

只个股创出历史

新高， 创业板更是在见年内低点后

的

21

周里， 有

14

周强于主板和中

小板， 结构性特征明显， 这种情况

仍可能在后市发生。 从强势个股的

表现看 ， 多数先由政策作为导火

索， 以业绩为基础， 然后不断走强

的。 展望后市， 我们认为电子信息

网络股可能成为反弹先锋， 上周三

该板块整体走强可能是预演。 据中

国移动表示， 今年该公司移动网络

数据流量增长率将超过

150%

， 同

时公司预计未来几年移动数据流量

将继续大幅增长。 这将大大推动运

营商增加网络投资以适应流量的增

长， 因而继续成为电子网络股走强

的催化剂。

（作者单位： 五矿证券）

机构视点

Viewpoints

数据来源： 本报网络数据部

新股发行提示

实体经济需求依然不足

华泰证券研究所： 对于本周 （

6.25-6.29

）

走势， 我们的观点是 “实体经济需求依然不

足， 弱势震荡仍将延续”。 海外环境并不如市

场预期乐观， 希腊大选结果降低短期内退出

欧元区的可能性， 但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的焦

点已经转移至重要经济体西班牙、 意大利等

国， 政府的融资能力受限及欧元区银行业面

临的资本严重缺失将引发欧盟新一轮资金援

助。 美国结构性失业问题仍在影响经济复苏，

房地产市场回暖力度有限， 进一步货币宽松

可能推进。

国内方面， 信贷政策宽松和实体经济需

求不足形成对比， 继

5

月信贷规模超预期

后，

6

月银行信贷有可能继续放量， 维持

9000

亿元左右的水平。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全

社会用电量的下降， 企业煤炭库存的上升，

沿海动力煤现货价格的大幅跳水， 钢材价格

的持续低迷等都凸显当前实体经济仍在主动

去库存的道路上， 政策放松到需求复苏之间

需要过程。

5

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

25.61

万亿元， 较

4

月的

25.59

万亿元新增

234.31

亿元， 但新增规模远低于平均水平，

5

月以来人民币贬值态势明显， 企业和个人

的结售汇行为开始发生变化， 外汇占款增加

幅度受到抑制。

奥运氛围再次升温

国金证券研究所： 欧洲杯的热浪已经席卷

中国， 而伦敦奥运热也在升温，

6

月份以来欧

洲杯和奥运会关注度急剧攀升。

奥运赛事具有重要的 “赛事经济” 刺激功

能。 “赛事经济” 有两个过程： 第一阶段， 筹

备赛事的 “投资经济”， 即筹备期间所进行的

大规模投资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第二阶段，

赛事期间的 “参与经济”， 主要集中在娱乐体

验等带动的商务、 消费等增长。 随着奥运的临

近， 奥运观赏、 体育参与以及相关的消费热潮

正在启动。 “投资经济” 已成往事， “参与经

济” 正当其时。 具体而言， 参与经济对中国的

意义包括： 奥运观赏。 一是可能催生奥运游，

带动航空、 旅游等相关产业链； 二是， 刺激电

视、 智能终端、 新媒体等相关产品需求。

体育活动。 奥运对体育活动的推广有着显著

影响力， 有望激发国人的体育热情， 刺激体育器

材， 以及医药、 保健品等体育辅助用品的销量。

食品饮料热潮。

2008

年数据显示， 啤酒

的夏季消费得到了奥运的锦上添花。 瓜子水

果等休闲食品逻辑上也受益于赛事期间的消

费刺激。

彩票销售。 彩票是集娱乐与财富梦于一体

的活动。 当前欧洲杯竞猜体彩的火热无疑体现

了中国彩民的热情。 奥运期间精彩的足球、 篮

球等赛事有望刺激相关体彩的热销。

汽车终端库存压力仍然较大

银河证券研究所：

5

月汽车市场有所回

暖。

5

月汽车批发销量

161

万辆， 同比增长

16%

， 累计同比增长

1.7%

。 乘用车厂家库存

下降， 终端库存继续增加， 市场整体库存压力

仍然较大。 预计

6

月优惠幅度进一步加大。 同

时， 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增大和工作日减少影

响， 预计

6

月同比增速有所放缓。

低基数和降价促销推动乘用车同比大幅增

长。

5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

22.5%

， 累

计批发销量同比增长

5.5%

。

SUV

同比增速创

出年内新高， 同比高增长

58%

； 交叉型乘用车

逐渐走出低谷。

1-5

月累计降幅收窄至

-3.3%

，

预计在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刺激下交叉型

乘用车增长或超预期。

重卡市场仍然低迷， 半挂牵引车

5

月累计

降幅略有扩大。

5

月重卡累计销量同比下降

33%

， 工程类重卡销量累计下降

36.3%

， 半挂

牵引车累计降幅相比

1-4

月份扩大

2.5

个百分

点至

22.5%

， 显示下游需求尚未好转。 油价下

调、 降息以及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对商用车尤其

是重卡市场构成一定利好。 客车增长稳定，

大中客同比增速继续提高， 轻客降幅收窄。

5

月客车销量同比增长

8.1%

， 大中客同比增长

26.6%

， 同比增速较

4

月份提高约

15

个百分

点。 轻客累计同比下降

3%

， 累计降幅略有收

窄。

5

月终端库存增加， 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

价格双双走低。

5

月厂家库存下降、 经销商库

存增加， 市场整体库存压力仍然较大。 预计经

销商继续降价促销， 且优惠幅度进一步加大。

（陈英 整理）

29

家公司

71.37

亿股解禁流通，市值

481.57

亿元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为年内第八高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本周

两市共有

29

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

流通。 两市解禁股共计

71.37

亿

股， 占未解禁限售

A

股的

0.94%

。

其中沪市

66.68

亿股， 占沪市限售

股总数

1.19%

； 深市

4.69

亿股， 占

深市限售股总数

0.24%

。 以

6

月

21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为

481.57

亿元， 其中沪市

5

家公司为

430.25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值

的

0.34%

； 深市

24

家公司为

51.32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的

0.11%

。 本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比前

一周

21

家公司的

25.16

亿股， 增

加

46.21

亿股， 为其近

3

倍。 本周

解禁市值比前一周的

110.44

亿元，

增加

371.13

亿元， 为其

4

倍多，

目前计算为年内第八高的水平。

深市

24

公司中， 豪迈科技、

特锐德、 金亚科技、 海兰信、 华谊

嘉信、 奥克股份、 向日葵、 洲明科

技、 金城医药、 方直科技、 美晨科

技、 彩虹精化共

12

家公司的解禁

股份是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合肥百

货、 鑫茂科技、 诚志股份、 远望谷

共

4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增发

机构配售股； 首航节能、 德联集

团、 鞍重股份、 云意电气、 裕兴股

份、 远方光电、 慈星股份共

7

家公

司解禁的是首发机构配售股； 大华

股份解禁的是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其中， 彩虹精化将于

6

月

25

日解

禁， 解禁数量为

1.23

亿股， 是深

市周内解禁股数最多的公司， 按照

6

月

21

日

5.71

元的收盘价计算的

解禁市值为

7.00

亿元， 是本周深

市解禁市值最多的公司， 占到了本

周深市解禁总额的

13.64%

， 解禁

压力十分分散， 也是解禁股数占解

禁前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司，

高达

64.34%

。 解禁市值排第二、

三名的公司分别为远望谷和合肥百

货， 解禁市值分别为

6.00

亿元、

5.41

亿元。

深市周内的

7

家首发机构配售

股份解禁的公司，

4

家为创业板公

司，

3

家为中小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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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日的收盘价来计算， 合

计解禁市值为

11.17

亿元， 占到深

市解禁市值的

21.76%

。 合肥百货、

远望谷、 大华股份、 特锐德、 华谊

嘉信、 洲明科技、 金城医药、 东方

航空、 烽火通信、 蓝科高新、 海兰

信、 豪迈科技、 金亚科技、 奥克股

份、 向日葵、 方直科技、 美辰科技

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此次解禁后， 深市没有新增的

全流通公司。

沪市

5

家公司中， 烽火通信解

禁的是股权激励一般股份； 东方航

空、 中国软件共

2

家公司解禁的定

向增发配售股； 蓝科高新解禁的是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华能国际解禁

的是大股东增持股份。 其中， 华能

国际在

6

月

25

日将有

62.78

亿股限售

股解禁上市， 是沪市解禁股数最多的

公司， 按照

6

月

21

日

6.43

元的收盘

价计算， 解禁市值为

403.69

亿元， 为

沪市解禁市值最大的公司， 占到本周

沪市解禁市值的

93.83%

， 解禁压力极

为集中， 也是解禁股数占流通

A

股比

例最高的公司， 比例高达

168.69%

。

解禁市值排第二、 三名的公司分别为

东方航空和中国软件， 解禁市值分别

为

11.90

亿元和

9.77

亿元。

沪市周内没有首发机构配售股份解

禁的公司。 蓝科高新、 东方航空、 烽火

通信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此次解禁后， 沪市将有烽火通信、

中国软件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29

家公司中，

6

月

25

日

14

家公司的合

计解禁市值为

449.07

亿元， 占到全

周解禁市值的

93.25%

， 解禁压力极

为集中。 周内

7

家首发机构配售股解

禁公司中，

1

家深市创业板公司将于

6

月

25

日解禁，

2

家深市中小板公司

将于

6

月

27

日解禁，

3

家深市创业板

公司和

1

家深市中小板公司将于

6

月

29

日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

11.17

亿元

占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2.32%

。 其中，

德联集团、 云意电气、 裕兴股份、 远

方光电、 慈星股份共

5

家公司破发，

暂无套现压力。 首航节能、 鞍重股份

共

2

家公司虽未破发， 但溢价幅度均

小于

10%

， 套现压力不大。

（作者单位： 西南证券）

上证指数周

K

线图 翟超

/

制图

下跌之中暗藏结构性机会

戴宏浩

上周大盘结束前周反弹行情，

重回下跌趋势之中。 截至

6

月

21

日沪综指报收

2260.88

点， 周下跌

1.99%

； 深成指报收

9682.69

点，

周下跌

2.05%

。

从上周基本面情况来看， 其

实利多消息并不能算少。 先有房

地产调控松绑传闻， 后有合格的

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人民币

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 入市门

槛大幅降低； 短期的有国际板暂

不推出安定人心， 长期的则有证

监会的制度改革； 国内的有若干

领域加大投资， 国外的则有希腊

大选尘埃落定， 诸如此类， 不一

而足。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利好，

市场始终视而不见， 大盘指数步

步下跌。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

有以下四点：

一、 外围初显稳定， 但困扰

犹存 。 希腊大选结果虽然有利

于援助计划的实施 ， 其脱欧的

概率也随之大幅降低， 但西班

牙 、 意大利等国问题重重， 令

欧洲局势迷雾重重 ； 而美经济

复苏的缓慢和第三次量化宽松

（

QE3

） 的难产则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此种担忧。

二、 虽然房地产调控松绑不管是

从传闻还是实质操作层面都有一定迹

象， 但随之而来的管理层辟谣一类的

举措则让市场感觉到了国家层面的谨

慎心态。

三、 宏观经济下滑幅度超过预期

已是不争事实， 短期内扭转其下滑势

头难度较大。

四、 国内政策虽然利好不断，

但着眼点主要落于制度改革层面，

市场关注更多的是居高不下的新股

发行 （

IPO

）； 而

QFII

、

RQFII

等近

月来被寄予厚望的救市资金却始终

难觅其踪。

基本面上的种种矛盾， 反映到

盘面， 最为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成

交量迟迟难以出现突破性的改变。

难以有效放大的成交量配合略显谨

慎的

K

线组合， 使得大盘指数在面

临敏感关口的压制之时犹疑重重，

在此情况下， 基本面上略微出现些

许不利， 大盘选择向下寻求支撑也

就不足为怪。

那么后市是否毫无希望呢？ 并不

尽然。 虽然当下的基本面改善着眼于

长期， 但从长远来看并非一无是处；

宏观经济的下行已引发一定的关注；

QFII

、

RQFII

虽然短期没有入市迹象，

但其门槛的放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现

阶段， 我们正处于政策转向的初期，

而政策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个积累的

过程， 这一积累不仅仅表现在时间

上， 还表现在资金的准备上也要有一

定周期。 因此对于后市， 笔者建议既

不要过分乐观， 也不要过分悲观。 正

如在上涨之中我们要注意利空的突

袭， 在下跌之中我们也同样要善于寻

找有利的机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相当多的板块已表现出了一定的投资

价值， 如房地产、 券商、 保险、 环保

等等， 这部分板块受益于国家相关产

业的刺激计划， 其表现将会继续领先

于大盘。 从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说， 当

前的中国

A

股市场已摆脱了单条腿

走路的顽疾， 如何有效地利用期指市

场灵活的操作规避下跌的风险， 乃至

于获得额外的利润， 才是我们所真正

要研究的。

最后， 关注成交量， 是笔者最后

想要提及的一个重中之重。 如若大盘

本周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 其实我们

并不要太过意外， 乃至又过乐观， 只

要成交量没有出现有效改善， 结构性

的反弹又或者说是技术性反弹都无法

造就转势大底的出现。

（作者单位： 中证期货）

本周限售股解禁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