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道 行业名称

５

天力道变化

１０

天力道

变化

３０

天力道变化 市盈率 市净率 市现率

９９

农业机械

１ ３ ７９ １７８．４２ ３．５９ －３４．３１

９８

铁路设备

－１ ０ ０ ９．４９ ２．５６ －２０．７４

９７

银行行业

５ ３ ４４ ５．２７ １ ２．５１

９６

地产行业

０ １ ８ ７５．６２ １１．７９ －１２．３８

９６

林业

－１ －１ ８ －８４．３５ ５．７１ －１１．３６

９５

水泥行业

－１ ７ ３２ １２．８５ ３．０９ －２７７．１３

９４

园区开发

０ －２ １５ １０４．５１ ２．７７ ２９．９

９３

汽车整车

０ １ ５８ １１６．８ －４．５７ １７．１６

９２

工程建筑

－３ ２ －１ ２３．６９ ２．６１ －１．４７

９１

水气

０ ０ －５ ３２．１７ ４．４４ －４．３２

９０

租赁服务

２ －３ ３１ １．０２ ３．８１ ９．５３

８９

通用设备

０ ０ ３９ ３３．１３ －１．７１ ７１．７３

８８

商业物业

７ １ ４９ １７３．０５ －３．１９ ４．１５

８８

燃气机

－２ ２ ５０ ６８．１５ ２．５１ －８０．６１

８７

机场及航空运输

６ ３ ５９ １１．８５ １．３３ ７．９９

８６

铁路运输

１６ －１３ －１１ ８４．２８ １．６９ ２９．５２

８５

公路运营

１１ １０ ５２ １３．７７ １．０６ ２．５４

８４

化学原药

－４ －４ －３ ３５．８４ ３．１５ ３２３．８８

８３

综合

５ ２ ３４ ３４．２６ ３．８２ １５４．４６

８２

证券行业

－２ １８ ４０ ８０．９２ ２．４８ －３３．０４

８１

钢压延加工业

１３ １６ ２９ ２６．３７ ０．５２ ３７．２４

８１

玻璃陶瓷

１ １ －１０ ５９．０２ ５．２９ －９８．３２

８０

建筑材料

－７ １２ ２ １２７．９ １．８９ １８５．４９

股票代码 证券名称 现价 综合评级 市盈率 （

ＴＴＭ

） 市净率 所属板块

６００５０２．ＳＨ

安徽水利

１１．３９ Ｃ １４．６３ ２．９６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６００３９５．ＳＨ

盘江股份

１５．２６ Ｂ １６．１０ ３．３０

煤炭采选业

０００８７７．ＳＺ

天山股份

９．２９ Ｃ １６．５０ １．２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０１９９２．ＳＨ

金隅股份

７．３９ Ｃ １０．９６ １．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００４２５．ＳＨ

青松建化

９．３７ Ｃ ４０．８２ １．２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００７２０．ＳＨ

祁连山

１０．１８ Ｃ ５７．１１ １．６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６００８０１．ＳＨ

华新水泥

１４．４０ Ｃ ３２．６４ １．８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００７８９．ＳＺ

江西水泥

１２．２９ Ｃ ３１．３５ ３．１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０００４２．ＳＺ

深长城

２０．２９ Ｃ ９．９９ １．７２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０００６５６．ＳＺ

金科股份

１２．７１ Ｃ １２．２５ ２．２６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０００６７１．ＳＺ

阳光城

１４．４２ Ｃ １５．８１ ４．０６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资料来源： 中山证券慧眼交易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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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力量强劲 反弹空间打开

中山证券

买入信号强烈

上周， 深沪两市维持反弹走

势。 上证指数在

60

日均线上方

盘整

4

个交易日后， 上周五再度

爆发， 当日放量暴涨

4.32%

， 创

出了三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深

成指也站上

60

日均线。 全周，

上证指数收在

2150.63

点， 涨

4.31%

； 深圳成指收在

8530.90

点， 涨

4.17%

； 沪深

300

指数收

在

2355.87

点， 涨

4.86%

。 中小

板 指 数 收 在

3962.54

点 ， 涨

3.56%

； 创业板指收在

656.22

点， 涨

2.94%

。 成交方面也明显

活跃， 沪市日均成交金额超过

700

亿元， 其中上周五沪市单日

成交

1177

亿元， 继

9

月

7

日后

再度攀升至

1000

亿上方。

消息面上，

11

月份的宏观

经济数据显示消费物价指数

（

CPI

） 当月同比上涨

2.0%

， 较

上个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生产

者物价指数 （

PPI

） 同比下降

2.2%

， 较

10

月份上升

0.6

个百

分点。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由

9.6%

扩大至

10.1%

，

1~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

20.7%

， 与

10

月持平。

11

月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值同比增

长

14.9%

， 较

10

月上升

0.4%

。

金融数据显示，

11

月末

M2

同

比增长

13.9%

， 比上月末低

0.2

个百分点；

M1

同比增长

5.5%

，

比上月末低

0.6

个百分点， 新增

贷款

5229

亿元， 同比少增

400

亿元。 总体上来看， 物价水平可

控， 工业生产活动加快， 固定资

产投增速平稳， 经济短周期持续

复苏的趋势可期。

趋势上， 在经历漫长的

6

个

月后， 上证指数于上周五再次向

上突破趋势线 （

QSX

）， 同时连

续多日处于多空线 （

DKX

） 上方

运行， 发出了强烈的买入信号。

主力资金指标 （

ZLZJ

） 净流入幅

度在上周初短暂缩减后， 上周五

急剧放大， 净流入幅度为年内最

高。 市场宽度的短期指标 （

KD

S

） 和长期指标 （

KDL

） 持续向

上反弹。 市场广度的短期指标

（

GDS

） 处于红色风险区域内，

长期指标 （

GDL

） 在较低位置维

持小幅反弹的趋势。 主力进出指

标中的主力动向线 （

DXX

） 与主

力成本线 （

CBX

） 之间的距离显

著拉大， 主力做多力量强劲。

综合来看， 主力波段、 主力

资金和主力进出指标都发出了强

有力的买入信号， 市场宽度和市

场广度指标也保持着较为健康的

反弹趋势， 尤其是主力资金净流

入量年内罕见， 市场维持反弹的

格局依旧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指数偏离主力波段的上边界

过多， 指数在暴涨过后或在短期

内调整， 投资者可以在大盘调整

阶段适当布局。

银行继续领跑

通过 “行业力道” 来描述

行业的强弱， 根据各行业中短

期的走势， 对其市场表现进行

量化赋值， 最低

1

分

~

最高

99

分， 表明由弱到强的级别。

下图列出了行业力道排名

80

分以上的各个行业。 其中，

银行业、 铁路运输、 公路运营、

钢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

5

天力

道涨势较强。 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增持银行股， 巴黎银行

以实际行动控股南京银行， 银

行板块本周继续领跑大盘。 构

建新型城镇化， 铁路投资加速，

与之相关的铁路运输、 公路运

营等板块继续走好。 宝钢上调

钢材出厂价格， 钢压延加工业

亦有不俗表现。

本周

30

家公司解禁流通

55.97

亿股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本周两市

共有

30

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流通。 两

市解禁股共计

55.97

亿股， 占未解禁限

售

A

股的

0.78%

， 其中沪市

42.07

亿股，

占沪市限售股总数

0.81%

， 深市

13.90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0.72%

。 以

12

月

14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是

586.72

亿元， 占未解禁公司限售

A

股市

值的

1.27%

。 其中， 沪市

9

家公司为

482.34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值的

0.39%

； 深市

21

家公司为

104.38

亿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的

0.24%

。 本周两

市解禁股数量比前一周

18

家公司的

26.30

亿股， 增加了

29.67

亿股， 为其

2

倍多。 本周解禁市值比前一周的

228.09

亿元， 增加了

358.63

亿元， 为其

2

倍

多， 目前计算为年内第四高水平。 本周

原本为年内解禁市值最高的一周， 但因

中国重工的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持股

追加锁定期一年， 使得解禁市值减少。

深市

21

公司中， 海峡股份等

15

家

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深圳华强、 国恒铁路、 高鸿股份、 华邦

制药共

4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增发

限售股， 晨鸣纸业的解禁股份是股改限

售股。 其中， 深圳华强的限售股将于

12

月

17

日解禁， 解禁数量为

3.58

亿股， 是深

市周内解禁股数最多的公司， 按照

12

月

14

日

6.01

元的收盘价计算的解禁市值为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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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

， 解禁

压力分散。 烟台万润是解禁股数占解禁前

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司， 高达

181.54%

。

沪市

8

家公司中， 华电能源、 三安光

电共

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股改限售股，

上海梅林、 海润光伏、 百视通、 川投能

源、 西藏城投共

5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定

向增发限售股， 新华保险、 中国重工共

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股东限售股。

其中， 新华保险在

12

月

17

日将有

9.42

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 是沪市解禁股数最

多的公司， 按照

12

月

14

日

23.65

元的收

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为

2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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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9%

， 解禁压力较为集中， 也

是解禁股数占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公司，

比例达

594.20%

。 解禁市值排第二、 第三

名的公司分别为三安光电和川投能源， 解

禁市值分别为

97.83

亿元和

55.09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30

家公

司中，

12

月

17

日共有

13

家公司限售股

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为

492.45

亿元， 占

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83.93%

， 解禁压力极

为集中。 （作者单位： 西南证券）

以下为我们选出来的本周势强质好股：

A

股怒放 灿烂不会瞬间闪过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4.32%

， 这是沪指上周五创下的

2009

年

10

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就在

A

股

“弹” 指一挥间， 市场人气骤然升温， 如

果多头后市再接再厉地挺进， 也可能遭

遇空头全面而疯狂地报复。 两者处于博

弈中， 占上风者不仅会对上周五的行情

进行定性， 而且还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

行情的演绎。

反弹或反转

上周五， 沪深两市股指稍稍高开

后， 齐齐震荡攀高， 其中沪指在午盘开

盘不到半小时内便收复失守了近两个月

的所谓 “钻石底”

2132

点， 随后还创下

了

2152

点的近期新高。 截至当日收盘，

沪指报收于

2150

点， 涨幅达到

4.32%

，

这一涨幅也成了该指数

2009

年

10

月

9

日以来的单日涨幅新高； 深成指则上涨

4.40%

报于

8530

点， 中小板指和创业板

指也分别上涨

4.04%

、

3.80%

。 在股价大

涨的同时， 市场的成交也出现了明显的

放量， 当日两市总成交超过

2000

亿元，

创出

3

月中旬以来的天量。

对于上周五出现的大涨， 大多数投

资者均称 “幸福来得太突然”， 因为就在

上周四， 沪指还刚刚出现了

1.02%

的较

大跌幅。 行情数据显示，

12

月

4

日， 沪

指创出

1949

点的所谓 “国家底” 之后开

始反弹， 截至上周五已累计上涨

9.74%

，

短短

9

个交易日就出现了

190

点的反弹。

重要的是， 在这一时段内， 沪指单日逢

涨时均有所放量， 而逢跌则明显缩量，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了多空力量的

变化。 而再经上周五的猛力一推之后，

沪指目前已收复

60

日线及半年线， 均线

也形成了多头排列状， 但这是否就预示

着多头已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呢？

实际上， 现阶段市场上的利多、 利

空因素均非常明显。 消息面上，

A

股的

这波反弹发生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

期间及之后， 习总书记的讲话给市场带

来了对 “改革” 红利的期待。 昨天闭幕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要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 增

强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调性， 以

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

革。 宏观面上， 相关数据显示宏观经济

转暖， 上周五汇丰银行公布的

12

月份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

PMI

） 初值为

50.9

， 创

14

个月新高。 但利空方面也不容

忽视， 由于年尾渐进， 结账高峰也随即到

来， 如果后市市场的增量资金不能有效增

加， 而仅靠场内的存量资金来推高行情，

难度不小。 与此同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已于昨日闭幕， 市场会否出现利好兑现效

应， 也值得关注。 此前， 十八大召开前

期，

A

股市场演绎了一波维稳行情， 但十

八大会议期间及会议结束之后的一小段时

间内， 市场的表现却有所欠佳。

经过

4.32%

的单日大涨之后， 大部

分业内人士均看多后市行情趋向。 民生

证券分析师吴春华认为， 股指站上半年

线摆脱了资金的成本区， 说明市场向上

的空间已经打开， 而暖冬行情也值得期

待。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甚至在

股指大涨的当天就认为， 目前的行情是

反转而非反弹。 但也有机构对后市行情

持谨慎的观点， 海富通基金就认为， 当

前全球经济形势依旧复杂， 未来的政策

调控正面临着操作难度大、 频率高的压

力， 因此政策上的变化仍将使得市场的

情绪出现反复。

银行股惹眼

尽管后市看多者的理由不尽相同，

但银行股均受到了共同的关注。 上周五，

正是银行股的强劲表现直接拉动了

A

股

指数的大涨。 当日银行板块的

16

只个股

中， 有

12

只涨幅在

5%

以上， 而涨幅超

过

7%

的则有

9

只， 南京银行甚至收盘涨

停， 宁波银行盘中也一度冲上涨停。

对于近期银行股在

A

股市场上的

强势表现， 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王胜认

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海外资金对银行

股的偏好有关。

11

月份下跌以来，

A

股市场大多数行业走势惨淡， 而银行股

的走势则相对坚挺， 有明显的超额收

益。 在

12

月初以来的这波反弹中， 银

行股表现比较强势， 是反弹的主力板块

之一， 这很可能与海外资金进入

A

股市

场后偏好银行等蓝筹股有关。

民生证券分析师吴春华认为， 银行此

次的上涨有别于以往的反弹， 因其低估值、

业绩稳定增长以及大市值的特征， 符合大

资金的运作要求， 这也预示着本轮行情会

走得更远。 作为市场的风向标， 银行板块

的走势需要投资者特别关注， 一旦该板块

进入调整， 市场也会出现明显的调整特征，

但投资者需要回调介入而不是追高买入。

从整体上看本轮反弹行情， 上海证券

分析师屠骏认为， 本轮反弹基于三轮动

驱， 即超跌

+

资金抢跑春季攻势

+

政策预

期。 他认为， 沪指

2130

点下方市场难以出

现持续调整， 但如果 “资金流向失衡， 反

弹行情深度与广度有限” 的市场特征持续，

本轮反弹即使跨年度延续， 受到流动性现

状的限制， 最终突破

2400

点也是小概率，

所以应慎言反转。 在操作策略上， 预期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内需的驱动力在城镇

化、 服务业、 中西部地区” 以及 “加快培

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促进投

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的相关政策表述

将继续启动主题投资机会， 因此行业配置

可关注金融 （银行）、 地产、 基建和新兴建

材等。

逼空再现 小牛起步

� � � �在北方迎来大雪之际， 国内股市却提

前感受到了春意， 沪市上周五单边成交量

重回千亿水平， 大涨

89

点， 行业板块全

线飘红， 涨停家数超过了

50

家。 上周五

这根放量长阳， 使大部分投资者的心情很

舒畅。 大盘是不是真的开启了新一轮的逼

空上涨呢？ 本期 《投资论道》栏目特邀日

信证券财富管理中心总监吴暄和国开证券

研究中心首席策略分析师李世彤共同讨论。

吴煊 （日信证券财富管理中心总

监）： 我个人认为， 这次逼空行情不一定

会持续上演， 但是市场的震荡上行和运

行中心的不断上移， 应该是市场接下来

的主基调。 从

2005

年现在， 我们发现了

一个非常奇特的规律： 只要

1

月份大盘

上涨， 全年的

K

线一定是阳线。 而今年

1

月， 沪指录得红盘， 上证指数去年底收盘

是

2199

点， 所以我认为大盘年内会站上

2200

点的关口， 后市的走势是非常乐观的。

这一次的上涨， 宏观的经济回暖是一

个大的范围， 但是不能直接反应在上市公

司的业绩上， 所以我认为投资者操作的时

候， 不要考虑公司业绩因素， 而要考虑宏

观政策程度的深浅。 现在社会融资总量在

增加， 贷款结构发生了变化， 直接融资比

例越来越高， 间接融资比例则越来越低，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重

点关注经济体制改革。

李世彤 （国开证券研究中心首席策略

分析师）： 我认为上涨趋势已定， 所以要

坚定看好。 既然趋势已定， 因此一定要保

证持仓不要降下去。 在保持仓位的情况

下， 可以换股票， 但是换来换去， 不要让

股票仓位降下去。 这个市场， 最先让你解套

的往往是最近的强势股。 强势股是领涨的股

票， 如果把它卖了， 留着弱股票， 市场虽然

有时是汰强留弱， 但是回头你会发现， 弱势

股会让你把强势股中赚的钱都赔掉。

现在很多的热点板块都是围绕城镇化

展开的， 包括房地产， 但是这是最传统、

最基础城镇化的板块， 也是最简单的逻

辑。 细思下来会发现， 未来的城镇化是新

型的， 所以以后应该关注智慧城市、 智慧

交通， 包括太阳能等板块。 市场行情总是

由超跌股转向成长股， 最后是防御股。 现

在是超跌股的行情， 成长股还没到启动的

时候。 大家实在不必担心。

（甘肃卫视 《投资论道》 栏目组整理）

连出长阳 静候大盘

V

形反转

薛树东

上周， 国内股市经历短暂震荡后，

开始强势挑战

2100

点重压区， 并取得

成功， 至此，

1949

中期大底已经得到

确认。 年关将至， 大小非解禁压力、 资

金结算压力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投资情

绪， 大多数机构的观点显得异常谨慎。

对于

12

月

4

日探下的

1949

点， 不管

它被市场冠以怎样的名称， 从性质上， 我

们认为是中期级别以上的底部， 这不仅仅

得到了历史价量关系规律统计的证实， 而

且我们也发现增量资金的介入迹象， 这

是今年以来比较罕见的。 最为典型的是

银行股。 本轮行情出现持续的价量态势，

这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的集中增持银行

股的现象， 说明估值见底已经成为很多

机构的共识。 通常在牛市， 首先是估值上

升， 随后是盈利预测上调； 而在熊市， 往

往首先是估值下跌， 然后盈利预测下调。

在熊

/

牛市末期， 估值先于盈利预测企稳。

换句话说， 在熊末牛初， 估值见底企稳回

升， 而盈利预测继续下降， 当前的

A

股市

场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研究机构的情绪

在作怪。 现在各大机构正在忙着搞年度策

略报告会， 普遍谨慎估计是主流倾向。

从技术面来看， 一般来说， 大

C

浪一

般要创新低， 这似乎形成一种惯性认识。

目前大盘月线看得比较清楚：

6124~1664

点属

A

浪调整，

1664~3478

属

B

浪反弹，

按照经典的波浪理论，

C

浪是要创新低的。

因此， 很多市场极端的观点正在努力迎合

这一切， 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提出本次调

整会跌到

1664

点以下。 对此， 我们并不

认同， 原因有二： 上证指数的设置存在缺

陷， 权重过度集中在银行保险和石油石化

上， 指数的运行很难反映市场的真实状况。

此外，

C

浪不创新低在其他市场也有先例。

综合而言， 我们认为

1949

中期大底

已经确立。 至于后市中， 大盘将呈现怎样

的上涨方式， 上证指数在

998

点、

1664

点都是缓慢盘出底部， 我们认为， 在单边

市场环境中， 随着市场规模不断增大， 越

来越难以出现

V

形的底部。 而现在的市场

环境是双向交易机制， 双向交易机制既可

以助跌， 也会助涨。 股指期货是

2010

年

4

月推出， 同年

7

月

2319

行情底部的形

成特点值得参考， 它是双向交易机制建立

后的第一个底部， 它走出了类

V

形的反转

走势， 这波行情会怎样呢？ 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 深圳国诚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