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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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１

农业机械

０ １ ３ ３２．３３ １．８７ １．０５

９８．２

银行行业

０ ２ １５ ５．７８ ０．９１ ２．４３

９７．３

园区开发

０ ２ ６ ２３．９０ １．７０ ３．５３

９６．５

铁路运输

０ ５ －３ １０．９８ １．０８ ２．３７

９５．６

地产行业

０ ２ ２ ２１．２１ １．３７ ２．７５

９４．７

林业

１ －３ －３ ６２．６７ ３．６９ ７．３５

９３．８

通用设备

１ ４ １ ２３．００ １．９１ ３．２６

９２．９

汽车整车

－２ －２ ６ １３．２１ １．２２ ０．６２

９２．０

化工新材料

０ ５ １４ ２３．８３ １．７８ １．６７

９１．２

航空航天军工

２７ ８９ ２１ ８７．６８ ２．４０ ３．２１

９０．３

铁路设备

６ －９ －８ １７．７４ １．３１ ０．７７

８９．４

物流行业

４ １０ ８ １６．９８ １．４３ ０．４０

８８．５

印刷包装业

５ ４ ９ ２３．３２ １．４４ １．９１

８７．６

综合

５ ９ １３ ３４．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４

８６．７

生物药品

２４ １８ ３０ ４０．９９ ３．５１ １０．０６

８５．８

建筑材料

４ ０ ５ ３３．３２ １．８２ ２．０７

８５．０

汽车维修服务

－６ ４ ４７ １６．１６ １．３３ ０．２４

８４．１

燃气机

－６ －５ ２４ ２１．６６ １．３９ １．２４

８３．２

水气

４ －９ －１２ ２７．０９ １．７８ ３．６６

８２．３

玻璃陶瓷

９ ９ －５ ２３．２４ ２．０７ ２．５３

８１．４

租赁服务

－４ －３ －１３ ３９．３４ １．７９ ５．３５

８０．５

大家电

１ －２ －２ １２．９３ １．２９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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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０１２．ＳＺ

南玻

Ａ ８．５８ Ｃ ３７．８２ ２．５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０２４４４．ＳＺ

巨星科技

１０．９８ Ｃ ２０．２５ １．９４

金属制品业

３００１２６．ＳＺ

锐奇股份

８．８６ Ｃ ２０．９５ １．４５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００２５７．ＳＺ

开山股份

３５．８５ Ｂ ３１．９３ ３．４９

普通机械制造业

３００２６６．ＳＺ

兴源过滤

１６．０３ Ｃ ４０．０３ ２．７６

普通机械制造业

０００６７１．ＳＺ

阳光城

１６．１８ Ｃ １７．７４ ４．５６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

３００２８８．ＳＺ

朗玛信息

８３．８２ Ｂ ５３．９８ ９．８４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资料来源： 中山证券慧眼交易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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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入趋势生变

短期调整压力加大

中山证券

上周是

2013

年的第一个完

整交易周， 上证指数上行至

2300

点附近后遭遇较强抛压。

前

4

个交易日， 大盘多次出现盘

中直线式下跌后再拉升的现象，

而周五股指的下跌动能进一步增

强， 并形成了单边下跌的态势。

此外， 市场热点也出现分化， 主

板市场表现相对低迷， 而中小盘

个股则高歌猛进。 沪深

300

指数

上周跌破

10

日均线， 中小板指

数逼近年线， 创业板指数则跨过

年线。

趋势上， 上证指数处于主

力波段指标的趋势线 （

QSX

）、

多空线 （

DKX

） 上方运行， 主

力波段指标提示当前仍然属于

持股阶段。

主力资金指标 （

ZLZJ

） 上周

净流入幅度持续萎缩， 上周五的

净流入已经降至本轮反弹的低

位 。 市 场 宽 度 的 短 期 指 标

（

KDS

） 和长期指标 （

KDL

） 连

续

2

周处于最高位置。 市场广度

的短期指标 （

GDS

） 和长期指标

（

GDL

） 也处于最高位置， 但短

期指标开始走弱。 主力进出指标

的买入信号并未改变， 但动向线

（

DXX

） 与成本线 （

CBX

） 的距

离在上周明显缩小， 多方力量大

幅回撤。

综合来看， 主力波段、 主力

资金和主力进出指标的持股信号

尚未发生改变， 市场的反弹格局

依旧存在。 不过与前几周的反弹

相比， 多个指标已经出现了明显

走弱迹象。 在年前的专栏中， 我

们提示需要关注主力资金的变

化， 若净流入幅度没有出现大幅

萎缩， 则仍可积极参与反弹。 而

上周该指标出现了显著走弱， 市

场谨慎情绪陡然上升。 市场广度

的短期指标、 主力进出指标也提

示当前大盘调整的压力增大， 投

资者可适当降低仓位， 观望主力

资金指标的动向。

以下为我们选出来的本周势强质好股：

短线延续调整 关注题材股机会

陈健

上周， 大盘在高位震荡之后向下调

整， 深沪股指

5

日、

10

日均线双双失

守， 周

K

线在五连阳后收出中阴线。

本轮行情持续至今可谓相当强劲， 同时

也积聚了大量的获利盘。 目前， 大盘已

经展开短期调整， 并有可能出现

3

子浪

的调整模式， 这将有利于消化获利盘和

解套盘的压力。

技术上， 上证指数在以下三个点位

具有支撑： 首先是

250

日均线， 目前位

于

2220

点； 其次是中期市场生命线

40

周均线， 现位于

2192

点； 最后是前期

三重顶

2130

点区域。 整体来看， 多头

主导的格局不会发生改变， 中级反弹的

趋势还将延续。

基本面上，

2012

年

12

月份， 人民

币贷款增加

4543

亿元， 创近三年来新

低， 广义货币供应量 （

M

2

） 同比增长

13.8%

。

2012

年

12

月份消费者物价指

数 （

CPI

） 涨幅升至

2.5%

，

2012

年全

年

CPI

上涨

2.6%

。 我们认为， 极寒天

气导致的食品上涨是

CPI

回升的主因。

预计

2013

年

1

月

CPI

涨幅将降至

1.8%

， 下降源于春节错位效应。

2012

年

12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

PPI

） 降幅

收窄至

1.9%

， 预计

2013

年

1

月

PPI

将环比上涨

0.3%

， 同比降幅继续回升

至

1.6%

。

总体上看， 经济增速从

2012

年

9

月开始企稳回升，

CPI

增速目前仍维持

较低水平， 实体经济处于温和复苏的状

态。 国内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确

立， 一季度继续回升的可能性较大。 但

2012

年

12

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中新订单数据已现滞胀， 显示经济持续

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

新型城镇化是决策层未来十年的执

政理念， 新城镇化成为推进新兴产业和

区域经济等结构转型的结合点。 其先后

顺序是， 先基建 （水泥、 公路）， 次公

共服务， 最后是消费。 而证监会启动新

股首发 （

IPO

） “史上最严财务核查”，

使得

IPO

重启的时间将显著推后， 这

在一定程度上将化解

IPO

堰塞湖难题，

对

A

股的中级行情起到推动作用。 当

前行情的调整压力已经出现， 但流动

性、 基本面改善的趋势也较为确定， 中

期反弹格局难有根本扭转。

有迹象显示， 一些先知先觉的海

外资金成为此轮反弹的赢家。 大量海

外资金通过多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RQFII

） 等渠道， 参与了此次

A

股反

弹。 而上上周

A

股持仓账户数降至

5509.22

万户， 再创两年多来的新低；

A

股持仓账户占比跌至

32.77%

， 为有

统计以来的新低。 上述数据显示， 此

轮行情外资获得了主动， 取得了

A

股

定价权和控制力， 国内的基金、 保险

等机构只是跟随者， 而散户却选择趁

反弹清仓离场观望。

在外资主攻银行、 地产板块激活市

场的同时， 内资在新型城镇化、 军工、

高送转等主题投资方面奋力出击， 上演

了 “外资搭台、 内资唱戏” 的好戏。

从技术面来看， 波浪理论显示，

上证指数自

1949

点以来的快速上攻已

基本走完了

5

小浪 ， 即

1949

点至

2088

点为第

1

浪上攻，

2088

点至

2059

点为第

2

浪回调，

2059

点至

2183

点

为第

3

浪上攻，

2183

点至

2142

点为

第

4

浪回调，

2142

点至

2296

点为第

5

浪上攻。 随着上证指数进入

2012

年

2478

点和

2453

点双头区域， 上档压

力将全面呈现。 而

1949

点开始的中级

反弹首先是针对

2012

年

5

月

4

日

2453

点至

1949

点这一段下跌行情的

修复 ， 其

0.618

的反弹位处于

2260

点。 随着

2296

高点的出现， 短期多头能

量已减弱。

目前沪指已向上突破了

40

周均线

（

2192

点）、 牛熊分界线

250

日均线

（

2220

点）， 由于中期市场生命线

40

周均

线和

250

日均线是近几年反弹的强阻力

位和中级行情的确认位， 需要反复震荡

得以确认突破的有效性， 因此短期大盘

或将进入宽幅震荡期。 不过， 即便股指

出现

3

子浪的调整， 也不改变大盘的中

期反弹趋势。

从市场热点来看， 当前金融、 地产等

前期强势股出现休整， 而八类个股 （中小

盘股） 的活跃主要靠事件性驱动。 短期

来看， 政策性主题投资仍将是重头戏。

随着年报时间窗口的开启， 高送转预期

的成长股， 以及受益于事件性驱动的板

块， 如新型城镇化、 军工等， 将有反复活

跃的机会。 （作者系财通证券分析师）

通胀担忧抬头 私募观点晴转多云

证券时报记者 吴昊

上周五， 权重股集体回调， 上证指

数下跌

1.78%

， 失守

10

日均线。 同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

年

12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

CPI

）

同比上涨

2.5%

， 全年涨幅为

2.6%

。

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私

募人士表示，

CPI

涨幅高于预期虽然有

短期季节性因素， 但仍然引发了市场

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心， 一些获利资金

选择了退出观望， 由此引发了周五的

调整。

广金投资投资总监郭达伟表示， 股

市短期调整是正常的， 中期经济基本面

并不乐观， 特别是

CPI

上涨太快会对股

市造成不利影响。 目前需要密切关注今

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 郭达伟还指出，

去年

12

月初多重因素共振后， 股市有

了一波报复性反弹， 但目前股市上涨较

急， 短期获利盘较多。 此外， 机构投资

者的仓位也较重， 增量资金入场不及预

期， 从而加大了市场的调整压力。

郭达伟进一步分析称， 美国股市去

年涨幅较大， 跟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下

的市场流动性增加有关， 而国内一年期

贷款利率在

6%

左右， 民间信贷以及信

托融资的融资成本在

10%

以上， 利率

水平较高， 流动性较紧抑制了股市的继

续上涨。 其次， 国内流动性释放的同时

会创造大量需求， 比如政府主导下的投

资项目， 因此国内

CPI

上涨的压力较

大， 而临近春节， 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

也会加大通胀压力。

挺浩资产董事长康浩平表示， 行情

的展开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在前期股

票涨幅过大前提下， 目前的调整仍属于

正常范围。 首先， 需要密切关注下跌过

程中成交量是否放大， 急跌会快速释放

风险， 因此急跌式调整并不可怕； 其次

是目前第一波行情以周期股为主导， 但

周期股涨幅仍不算太大， 如果经济持续

复苏， 周期股行情还会继续演绎， 若第

一波调整后发生板块轮动， 不排除一些

消费股也有机会。

上海某私募研究总监表示， 一季度往

往处于经济数据真空期， 年报、 季报等数

据多数会在

4

月份公布， 由此可以观察经

济的恢复程度。 目前蓝筹股估值仍相对较

低， 市场的风险仍在于股市涨幅过大后的

“大小非” 减持压力， 以及新股发行重启

等问题带来的流动性收紧。 如果宏观经济

面有所反复， 股市还会有较大风险， 特别

是估值较高的中小盘股。

对于

2013

年的走势， 银帆投资认为

有两大变量值得关注： 一是股市的制度改

革， 新股发行制度是影响资金供需的重要

因素， 该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改革方式将对

行情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财政的投

向和力度， 财政政策力度对短期经济影响

最大， 财政的投向和力度将决定哪些行业

更加受益。

银帆投资强调， 从已公布的经济数据

来看， 经济进入了弱复苏进程 ， 预计

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好于今年， 但

结构调整仍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主题。

华泰证券：

反弹至少延续至

2

月底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在华泰证券日前举办的

2013

年投资

策略会上， 该券商策略研究员冯伟认

为，

2013

年宏观经济增速难超预期， 去

杠杆加大资金压力， 因此经济增速的回

落趋势没有改变。 但去年

12

月以来的

反弹在未来两个月内仍将延续， 考虑产

能释放高峰时间， 今年三季度或有再次

反弹机会。

他还称， 去年

12

月份资金撤出消费

股转战周期性板块后， 使得周期股的反弹

高度超出市场预期， 原先的估值优势转

弱。 当前时点来看， 去年四季度经济数据

虽然同比持续改善， 但环比增速并没有超

出季节性因素。 今年

1

月、

2

月份经济数

据将集中在

3

月份公布， 未来短期的数据

真空期将加剧市场的博弈。 建议短期回归

均衡配置， 看好消费、 科技股的阶段性超

额收益， 重点关注有年报高送转预期的电

子板块， 以及销量持续回升的汽车、 家电

等行业， 周期股中可关注销量和利润同步

回升的钢铁板块。

在行业选择方面， 该券商首席研究

员徐念榕认为，

2013

年食品饮料、 医药、

电力、 房地产和家电等行业具有较好的

投资机会。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收入

倍增计划的推行和城镇化的推进几乎惠

及所有的消费行业， 其中最大受益者是

食品饮料行业和医药行业。 目前房地产

的销售回暖迹象明显， 预计

2013

年地产

政策基调会延续， 行业发展平稳， 龙头

公司将有较好的业绩。 此外， 在电力供

需平衡和煤价下行的前提下， 火电行业

2013

年的利润增幅将在

20%

以上， 跑赢

大盘的概率较大。

广发香港：

2013

年港股或先升后跌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2012

年港股表现强劲， 恒生指数全

年上涨

3886.26

点， 涨幅

22.9%

， 远超

A

股

3.12%

的增长幅度， 不少国内投资者都

把目光投向了港股市场。 为此， 广发证券

于

1

月

12

日在上海裕景大饭店， 举办了

2013

年 “

A+H

” 股投资策略报告会。 广

发证券和旗下全资公司广发证券 （香港）

经纪公司 （下称广发香港） 的资深分析师

判断， 港股明年先高后低， 看好燃气和家

电行业。

广发香港认为， 今年港股将出现前

高后低的走势。 具体来说， 美国大选尘

埃落定后， 财政悬崖问题最终亦可能化

险为夷， 市场忧虑减轻， 有利股市走势。

内地因素方面， 预料在

2013

年

3

月 “两

会” 后将陆续出台经济刺激措施， 上述

因素可望支持

A

股市场稳中有升。 不过，

现在各国央行采取的行动不能彻底解决

债务问题。 另一方面， 目前欧洲各国，

包括西班牙及意大利等的财政状况令人

忧虑， 下半年欧债问题或再起波澜。 股

票市场上涨可能难以为继， 并再度陷入

困境。

具体到行业配置， 广发香港认为，

2013

年港股市场的燃气、 家电和风险相

对较高的钢铁都是可以高配的热门板块。

主要考虑到受惠于内地对燃气行业的支

持， 内地城镇化为内需注入新动力， 带动

电视机生产商销售量的逐步回升， 以及钢

铁板块下跌幅度已大， 估值已达吸引水

平， 未来有机会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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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司

17.59

亿股解禁，市值

190.19

亿元

本周两市解禁市值环比减少逾五成

张刚

根据沪深交易所的安排， 本周两市

共有

19

家公司的解禁股上市流通。 两

市解禁股共计

17.59

亿股， 占未解禁限

售

A

股的

0.25%

。 其中沪市

11.53

亿

股， 占沪市限售股总数

0.23%

； 深市

6.06

亿股， 占深市限售股总数

0.31%

。

以

1

月

11

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的市值

为

190.19

亿元， 占未解禁公司限售

A

股市值的

0.39%

。 其中， 沪市

5

家公司

为

125.24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值

的

0.09%

； 深市

14

家公司为

64.95

亿

元， 占深市流通

A

股市值的

0.14%

。 本

周两市解禁股数量比前一周

33

家公司

的

49.13

亿股， 减少了

31.54

亿股， 减

少幅度为

64.20%

。 本周解禁市值比前

一周的

436.62

亿元， 减少了

246.43

亿

元， 减少幅度为

56.44%

， 目前计算为

年内偏低水平。

深市

14

家公司中， 仙琚制药、 罗

普斯金、 英威腾、 科华恒盛、 赛象科

技、 奥普光电、 海思科、 世纪瑞尔、 科

斯伍德、 光韵达、 永利带业、 光线传媒

共

1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 霞客环保、 广百股份共

2

家公

司的解禁股份是定向增发限售股。 其

中， 广百股份的限售股将于

1

月

14

日

解禁， 解禁数量为

1.89

亿股， 是深市

周内解禁股数最多的公司， 按照

1

月

11

日

7.42

元的收盘价计算的解禁市值

为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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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

， 解禁压力较大。

深市解禁公司中， 英威腾、 科华恒

盛、 科斯伍德、 光韵达、 永利带业、 光

线传媒、 赛象科技、 世纪瑞尔、 海思科

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此次解禁后， 深市将有广百股份成

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沪市

5

家公司中， 宋都股份的解禁

股份是股改限售股， 鲁信创投的解禁股

份是定向增发限售股份， 江南嘉捷、 皖

新传媒共

2

家公司的解禁股份是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 益佰制药的解禁股份是股权

激励一般股份。 其中， 皖新传媒在

1

月

18

日将有

6.96

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 是

沪市解禁股数最多的公司， 按照

1

月

11

日

10.79

元的收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为

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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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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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39%

。 解禁

市值排第二、 三名的公司分别为鲁信创投

和江南嘉捷， 解禁市值分别为

40.33

亿元

和

5.72

亿元。

沪市解禁公司中， 江南嘉捷、 益佰制

药涉及 “小非” 解禁， 需谨慎看待。

此次解禁后， 沪市将有鲁信创投、 皖

新传媒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 本周解禁的

19

家公

司中，

1

月

14

日共有

11

家公司限售股

解禁， 合计解禁市值为

85.34

亿元， 占

到全周解禁市值的

44.87%

， 解禁压力较

为集中。

（作者系西南证券分析师）

我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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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由弱到强级别。

下图列出了行业力道排名

80

分以上的各个行业。 其中，

航空航天军工、 生物药品、 玻

璃陶瓷等行业的

5

天力道涨势

较强。 交通运输部选定

9

个示

范省， 在

3

月底前完成本省

80%

以上北斗

/GPS

双模车载终

端安装任务； 加之我国战机出现

在钓鱼岛附近空域， 以卫星导航

和航空军工股为主的航空航天军

工板块的

5

天力道大幅走高。

国务院下发 《生物产业发展

规划》， 盈利良好的生物药品行

业延续强势。 全国能源工作会议

定调今年光伏发电装机

1000

万

千瓦， 新增容量为

2011

年的

2.5

倍， 前期疲弱的太阳能板块开始

走强， 玻璃陶瓷行业 （光伏玻

璃） 也有一定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