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资管规模达千亿

比肩六大公募基金

从

90

亿元到

1000

亿元， 国泰君安

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完成这一步跨越， 用

了

2

年时间。

A7

监管层要求各券商

下月底上报

5

产品方案

10

月

15

日， 监管层再度召集券商

座谈为新政吹风， 要求券商在

11

月底

递交

5

个产品创新方案。

A6

三季度华夏多只基金砍仓

周期股遭弃

三季度， 华夏基金旗下多只基金纷

纷减仓以降低组合风险， 同时积极调整

持股结构， 部分基金减持地产、 银行、

煤炭等周期股。

A9

任志强：房地产在中国

还是朝阳行业

任志强昨日在深圳表示， 房地产在

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朝阳行业， 这种朝阳

至少会持续到

2030

年左右。

B2

人民币中间价五连升 即期汇率再创新高

境内掉期及海外

NDF

市场美元升水，未来人民币贬值概率或更大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

1

美

元对

6.3028

元人民币， 较前一日走

高

78

个基点， 近

5

个交易日连续上

涨。 受此带动， 境内即期市场人民币

收报

6.2545

， 盘中最高

6.2525

， 均创

下

2005

年汇改以来新高。

近期人民币汇率涨势强劲， 但与

2010

年、

2011

年相比， 基本面因素

以及海外市场预期都发生了改变。

2010

年

6

月汇改重启后， 人民币

汇率开始猛涨。

9

月中旬连续十余次

刷新高点， 与此同时

1

年期境内掉期

及海外无本金远期交割 （

NDF

） 市场

等， 亦均体现出同一方向的美元贴

水， 即预期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升值。

这个趋势在

2011

年也完全一致。

今年

9

月中旬至今， 首先是人民

币盘中跌幅趋窄， 随着中间价逐步走

高， 即期报价也快速上涨并屡次刷新

高位。 但同时， 境内掉期及海外

NDF

所体现出来的仍是美元升水， 且升水

幅度越来越大。 昨日，

1

年期掉期人

民币贴水

1475

点，

1

年期

NDF

尾盘

则报于

6.3520

， 所表现的人民币预期

汇率均大幅低于当前水平， 市场认为

未来人民币贬值概率或更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昨

日指出， 导致近期人民币汇率频频走

高的原因中， 或许也包含美国大选日

益临近等非经济因素。

9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2.9%

用电量数据持续下滑态势或在四季度扭转

� � � �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

示，

9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4051

亿

千瓦时， 同比增长

2.9%

。 这一增速

相比去年同期回落了

9.3

个百分点，

也是今年

2

月以来的新低。

此外，

1～9

月， 全国全社会用电

量

3688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8%

，

回落

7.2

个百分点。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

大地表示， 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大背景

下， 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

高耗能产业用电需求下滑， 导致了今

年以来中国用电消费的持续放缓。

用电量数据通常是观察经济运

行的先行指标。

9

月旺季不旺的用电

量数据表明当前经济仍处于下行通

道之中。 周大地表示， 今后工业用

电量放缓将会是一种常态， 因为中

国不会再走以往过度依赖产能扩张

拉动的老路。

值得注意的是， 单就

9

月份来

看， 数据大幅下滑也可能与天气有

关。 今年中国夏季气温不高， 多地连

续出现降雨天气， 空调用电负荷明显

下降。

数据还显示， 分类看， 前

9

月第一

产业用电量

795

亿千瓦时， 下降

0.3%

；

第二产业用电量

27023

亿千瓦时， 增长

2.9%

； 第三产业用电量

4285

亿千瓦时，

增长

11.3%

；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4779

亿千瓦时， 增长

11.6%

。 此外， 前

9

月，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

3439

小时， 同比减少

151

小时， 这一

数据也间接反映了当前的经济形势。

不过， 用电量数据持续下滑的态势

可能会在四季度出现拐点。 业内普遍认

为， 由于冬季用电高峰即将到来， 以及

去年四季度基数较低等原因， 预计四季

度用电增速有望回升。 电监会此前也分

析认为， 虽然今年以来全社会用电量增

速放缓， 但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措施的

相继出台和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初步预

计全年全社会用电量仍将同比增长达到

7%

左右。 （周荣祥）

温家宝：中国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房地产调控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法制手段

据新华社电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１３

日和

１５

日，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召开行

业协会负责人、 部分地方部门和企

业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三场座谈会，

听取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和

建议。

温家宝说， 稳增长我们态度很坚

决， 一天都没有迟疑。 三季度的经济

形势应该说比较好。 现在可以有信心

地讲， 中国经济增速基本趋于稳定，

并且继续出现积极的变化。 随着各项

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 中国经济

还会进一步企稳。 在稳增长过程中，

一、 二、 三产业结构都得到了调整。

其中， 消费扩大比较明显。 从当前情

况看， 继续稳定扩大社会消费还是非

常重要的。

温家宝表示， 尽管面前的困难还

不小， 但还是可以看出当前经济发展

的基本趋势， 无论是经济增长、 结构

调整， 还是民生改善， 都有比较好的

进展， 甚至出现了一些转折。 从各行

业、 企业、 地方部门等相关方面传递

出的诸多信息看， 当前经济出现了积

极变化， 经济增速趋于稳定， 我们有

信心经过努力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

温家宝说， 我们今年没有采取过

大的刺激政策， 很多企业是在倒逼机

制下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结构， 包括

产品结构， 以应对当前风险。 总的

看， 虽然传统产业比较困难， 但高

新技术产业比较好； 重化工比较困

难， 机电和轻纺相对比较好； 工业比

较困难一些， 农业和服务业的形势比

较好。 不仅一、 二、 三产业的结构，

而且内需与外需的结构， 都在向好的

方面转变。

温家宝指出， 房地产调控初见成

效， 但依然不稳定， 必须坚持调控政

策不动摇。 今天的调控， 包括房地产

业的科学规划、 规范市场秩序、 使价

格合理回归， 都是为了促进房地产业

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调控手段，

从长期讲还需要逐步完善， 更加注重市

场和法制手段。

温家宝说，

９

月份进出口比

８

月要

好， 外部市场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当

前最重要的是把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

策措施落到实处。

温家宝说， 国际金融危机进入第

５

个年头， 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 我

们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仍然十分严峻，

扩大外需的难度很大， 弥补外需萎缩的

难度不小。 当前企业效益下降和财政收

入增速减缓比较明显， 经济趋稳的基础

还不够牢固。 对此， 我们要有清醒的认

识， 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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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产业忍痛疗伤 重焕生机还需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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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5

家上市公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和三季报

五成公司前三季业绩预增

234

家亏损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据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截至

10

月

17

日收市， 共有

1495

家上市公司

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和三季报， 其中

前三季度业绩增长的达

750

家， 占比

50.17%

； 下降的有

745

家 ， 占比

49.83%

。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亏损的

有

234

家， 而成功实现扭亏的公司仅

45

家。

中小板公司中， 有

381

家公司预

增， 占中小板公司总数的

54.43%

， 其

中包括丽鹏股份在内的

30

家公司前

三季度业绩同比增幅超过一倍。 中小

板亏损公司合计达到

47

家， 去年同

期仅有

20

家左右， 其中预计亏损额

在亿元级别的公司有

6

家， 包括爱施

德、 三钢闽光、 云南盐化等。

而在创业板公司中， 前三季度

业绩预增公司数为

202

家， 占创业

板公司总数的

57.06%

， 其中预增幅

度超过

50%

的公司有

51

家。 而在业

绩预减公司中， 有

48

家公司预减幅度

超过

50%

。

根据已披露的三季报预告显示，

受经济下行影响， 钢铁、 煤炭等周期

性行业三季度业绩尽显疲态， 成为三

季报业绩预降的主力军之一。

22

家发

布业绩预告的钢铁企业中， 预增公司

数仅有

3

家， 而首亏公司多达

9

家。

与之相对的是， 医药生物、 食品

饮料等刚需属性较强的大消费类行业

喜多忧少， 成为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亮

点。 例如已发布业绩预告的白酒企业

几乎全线大幅预增， 酒鬼酒预增幅度

超过

400%

； 目前已发布三季度业绩

预告的医药生物公司中， 预增公司占

比为

68.32%

。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由

于非经常性损益及去年基数较低等

原因， 不少公司中报净利同比增幅

较大， 客观上会导致前三季度业绩产

生良好的增长预期， 这在已发布三季

度业绩预告的

ST

公司中体现得较为

明显。

(

更多报道见

B1

版

)

经济议题激烈对攻 美总统候选人展开“二辩”

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右） 和罗姆尼 （左）

１６

日晚在位于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双方第

二场辩论。 辩论一开始， 双方就在经济议题上激烈 “对攻”， 就业、 税收、 油价、 赤字等问题成为整场辩论的焦点。

(

更多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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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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