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交所并无设置风险警示板安排

一纸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实施

细则 （征求意见稿）》 昨日重挫

ST

股， 市场各方对

于深交所是否会出台同类政策的关注度可谓空前。

有关人士透露， 深交所没有出台此类政策的安排。

ST

雷伊

B

悬崖勒股停牌自救

股价连续大跌， 终于有

B

股公司不淡定了。

ST

雷伊

B

今日公告， 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 市场

人士分析， 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牌，

ST

雷伊

B

为保

壳争取了时间。

上市银行称回购股票无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

私募机构日前呼吁

5

家上市银行回购股票， 截

至目前， 还没有银行表示采纳建议实施回购。 多位

银行人士表示， 采用回购举措不见得可以提振投资

者对银行股的信心。

羸弱

B

股承受三大压力

一度有所企稳的

B

股在昨日再度急跌， 无论是

深证

B

股还是上证

B

股， 均出现大面积跌停的现

象。 受到闽灿坤

B

濒临退市的影响， 连续下跌的部

分

B

股正逐步面临退市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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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atch

国务院：尽快推一批民资参与重点项目

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金融、卫生、教育等领域实施，国务院近期将组织专项督查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３０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鼓励民间投资实

施细则制定情况汇报， 部署鼓励和支持

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工作。

会议指出，

２０１０

年 《国务院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 印发实施以来， 特别是今年以

来， 各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

４２

项 “新

３６

条” 的实施细则， 这些细则在消除

制约民间投资发展障碍方面迈出了实质

性步伐。

会议要求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

实处， 为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类市

场主体创造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市

场环境， 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

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 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一要在铁路、 市政、 能源、 电信、 金

融、 卫生、 教育等领域尽快推出一批

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 发挥

示范带动效应。 二要及时跟踪细则实

施情况及效果， 不断完善政策措施，

提高可操作性。 三要加快推进重点行

业领域改革。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 进一步清理、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事项，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要加

强对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引导， 促进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决定， 国

务院近期组织专项督查。

会议指出， 我国工业正处在由大

到强转变的重要时期。 要及时采取有

力政策措施， 鼓励和支持企业采用新

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新材料， 对

现有设施、 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

行改造提升， 增强创新和竞争能力， 加

快产业升级。

会议确定了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改

造的重点方向： 一是加快推进技术创新

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推动先进技术产业

化应用。 二是加快推广应用先进制造系

统、 智能制造设备及大型成套技术装

备。 三是加快推广国内外先进节能、 节

水、 节材技术和工艺， 提高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 提高成熟适用清洁生产技术普

及率。 四是着力推进精益制造， 改进工

艺流程， 提高制造水平。 五是深化信息

技术应用， 加快推广应用现代生产管理

系统等关键共性技术， 推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

上交所风险警示板细则明年初实施

不排除对风险警示股涨跌幅比例进行适度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昨日是上交所 《风险警示股票交易

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发布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深沪两市逾百只

ST

股跌

停。 上交所通过其官方微博提示， 风险

警示板在相关业务和技术准备完成后，

计划于明年初实施。

明年实施给予缓冲期

事实上， 风险警示板将于

2013

年

初实施并非首次提出。 在

6

月

28

日上

交所发布新退市制度时， 上交所有关负

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曾明确了该时间节

点， 并指出风险警示板应采取必要的交

易限制措施、 市场监控措施和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措施， 以及板块内公司要实施

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 在对 《退市制

度》 征求反馈意见时， 大多数意见认

为， 有必要设立风险警示板。

风险警示板的设立是上交所新退市

制度的配套措施， 其针对的是新退市制

度实施后的高风险公司， 目的是向投资

者提示重大风险， 遏制高风险股的恶炒

与暴涨。 包括风险警示板在内的退市新

规实施后，

A

股改革真正步入 “优胜劣

汰” 阶段。 而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

非对称涨跌停板制无疑是对

ST

类股票

的重拳出击， 如 《细则》 获批， 风险警

示股涨幅上限为

1%

， 跌幅下限为

5%

，

此举将大大遏制对绩差公司的炒作。

为何选择在明年年初实施风险警示

板， 有分析指出这是为了在时间上与退

市新规相匹配， 给市场以及 “踩线” 公

司以一定时间的缓冲期和理解期。

部分公司中报后有望摘帽

根据今年沪市年报披露情况， 首次

亏损的公司有

62

家， 连续

2

年亏损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ST

） 的有

15

家，

连续

3

年亏损被暂停上市的有

1

家。 到

明年年初可能出现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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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积极行动起来 齐心协力提振股市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一团乌云， 重重地压在我国资本市

场上空， 久久不散。

自

6

月以来， 沪深股市持续下探，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不断下移。 何处是

底？ 多空双方争论不休， 市场信息混乱

不清， 机构投资者进退两难， 散户更是

茫然不知所措。 中国股市到底还有没有

投资价值？ 政府该不该断然出手救市？

众声喧哗， 莫衷一是。

环视全球， 可以为鉴。 审视西方各

国经济金融发展之路， 为经济发展计、

为金融稳定计、 为我国资本市场长远发

展计， 当前有关部门应积极行动， 筹划

推出一系列稳定股市之举， 从稳增

长调结构出发， 发展壮大资本市场，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打造一条顺畅

之路。

今年以来， 央行两度降准、 两次

降息， 但

A

股依旧我行我素，

6

月之

后下跌加速， 向

2000

点步步逼近。

半年时间里，

22.74

万户股民不堪股

市 “熊样” 拂袖而去。 投资者缘何退

场， 难道是市场没有投资价值？

实际并非如此。 数据显示， 截至

上周五， 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约为

16.5

倍， 其中沪市上市公司平均市盈

率为

11.41

倍， 低于欧美股市

14

倍

的平均市盈率。 目前， 沪深

300

指数

成分股的市盈率更在

10

倍左右， 股息

率达

2.36%

， 而美国标普

500

指数成分

股的市盈率则在

13

倍左右， 股息率则

为

2.12%

。

由此可见， 中国股市特别是蓝筹股

投资价值可谓凸显。 此时， 一些境外机

构投资者已普遍看好中国市场， 它们纷

纷申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额

度， 投资积极性与国内投资者完全不

同。 如欧洲的老牌财团、 罗斯柴尔德家

族成员爱德蒙得洛希尔资产管理公司日

前透露， 目前公司在

A

股市场的投资

金额达

7

亿多美元， 基本做到了满仓操

作。 据了解， 目前， 已有

172

家境外机

构获得

QFII

资格，

QFII

投资总额度已

由

300

亿美元增加到

800

亿美元， 这些

境外机构投资者手中持有的正是大盘蓝

筹股。

国内一些市场人士提出 “钻石底”

的说法， 暗示目前

A

股市场处于底部

状态。 但仍有部分国内研究机构担心指

数某些重要点位失守， 会给投资者带来

非常负面的心理影响， 表示出对

A

股

市场的信心不足。 上述个别研究机构

发布的研究报告既无对实体经济的科

学研判， 亦无

A

股发展的历史数据，

就断定市场可能出现 “恐慌性抛盘”。

类似这些极度混乱的信息， 令投资者

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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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美德两国将继续就稳定欧洲经济紧密合作

美国财长盖特纳 （图右） 昨日在会见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时表示， 对欧元区国家改革努力充满信心， 对欧元区一

体化进程充满信心。 他表示， 美德两国将继续在稳定全球经济及欧洲经济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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