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

成交价格

（

元

）

成交量

（

万股

）

成交金额

（

万元

）

买方营业部 卖方营业部

华闻传媒

（

０００７９３

）

１２．６０ ７００．００ ８８２０．００

机构专用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雁荡路证券

营业部

新民科技

（

００２１２７

）

３．９７ ６００．００ ２３８２．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草场门大街证券

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草场门大街证券

营业部

大 东 南

（

００２２６３

）

５．６８ ３７０．００ ２１０１．６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叔路证券营业

部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绍兴金柯桥大道证券

营业部

汉王科技

（

００２３６２

）

１２．４５ ５０．００ ６２２．５０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太平庄证券营业

部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太平庄证券营业

部

建研集团

（

００２３９８

）

１２．０２ ５０．００ ６０１．０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福州五一北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州人民路证券

营业部

潜能恒信

（

３００１９１

）

８．６４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２８．０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车公庄大街证券

营业部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车公庄大街证券

营业部

天壕节能

（

３００３３２

）

１１．５３ ２００．００ ２３０６．０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

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

业部

天壕节能

（

３００３３２

）

１０．５６ ５０．００ ５２８．０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路证券

营业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环府路证券营业

部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ＤＤＥ大单净额

［交易日期］ 最新

［单位］ 百万元

５日ＤＤＥ

［交易日期］

最新［单位］

百万元

１０日 ＤＤＥ

［交易日期］

最新［单位］

百万元

２０日 ＤＤＥ

［交易日期］

最新［单位］

百万元

预告净利润变动

幅度（％）［报

告期］ 今年中

报

市盈率（ＰＥ，

ＴＴＭ）［交易日期］

最新［ＴＴＭ基准

日］ 报表截止日期

０００００２．ＳＺ

万科

Ａ ２６１．１３００ １１．７２３６ －７７６．１０８０ －４８．４９４２ －－ ８．２０６４

００００２４．ＳＺ

招商地产

９０．２９３４ １１３．０７８７ －２９．７７２３ ２４５．６６０９ １１３．００００ １２．４９１４

００２１４６．ＳＺ

荣盛发展

７７．４４４５ －４３．９６７１ －２１３．６６０４ －１７９．６６９６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１４８

００００６９．ＳＺ

华侨城

Ａ ６８．４３４１ １１５．９３０３ ２２６．２９６５ ５４４．９６８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９６２

６００１５８．ＳＨ

中体产业

４９．４３８０ １１５．８０２２ １１２．３９３９ １６５．８７９５ －－ ５１．０２１５

６０００６７．ＳＨ

冠城大通

４０．３７９５ ２１．９４８７ －９９．９４３１ －７５．０３７８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８．０９７０

６００３４０．ＳＨ

华夏幸福

３４．８９６４ ８．４３６７ －８０．５４４８ －７７．５１２２ －－ １３．１００３

６００３８３．ＳＨ

金地集团

２２．８０５４ －６３．２４１５ －２９０．２６８６ －７０．８２４８ －－ ８．８７４９

６００３７６．ＳＨ

首开股份

２０．４０３８ －１．５９２１ －２５．１９２８ １７．７４３１ －１１．００００ ７．２８１９

限售股解禁 Conditional Shares

� � � � 8 月 1 日，A 股有六家公司

限售股解禁。

天龙光电（300029）：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 实际解禁股数

980.76

万股。 解禁股东

2

家，解禁

股数合计占流通

A

股比例为

5.61%

，该股套现压力不大。

宋城股份（300144）：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 实际解禁股数

1.71

万股。解禁股东

1

家，即丽水

市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为第四大股

东，持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9.14%

，

该股套现压力很小。

联创节能（300343）：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 实际解禁股数

444.00

万股。解禁股东

3

家，解禁股

合计占流通

A

股

44.40%

，占总股本

11.10%

。 该股套现压力很大。

太空板业（300344）：首发

原股东限售股， 解禁股数

2881.60

万股。解禁股东

144

家，即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6

家公司股

东和李争朝等

138

位个人股东，持

股占总股本比例均低于

4%

，解禁股

数合计占流通

A

股

71.67%

，该股套

现压力很大。

红宇新材（300345）：首发原

股东限售股， 解禁股数

3745.35

万

股。解禁股东

22

家，持股占总股本比

例均低于

3%

， 解禁股数合计占流通

A

股

156.06%

，占总股本

39.01%

。 该

股套现压力很大。

中国医药（600056）：定向增

发 限 售 股 份 ， 实 际 解 禁 股 数

13127.13

万股，占流通

A

股比例为

42.22%

， 占总股本比例为

40.28%

。

该股套现压力不确定。

（西南证券 张刚）

更多数据见深沪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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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行业缩水多 新兴行业大膨胀

市值变幻：信息服务破万亿 食品饮料大缩水

证券时报记者 姚波

从去年

12

月初大盘反弹至今，市场

经历从蓝筹股普涨到创业板狂飙、 大盘

股盘整的阶段。 而行业市值的变化也出

现了明显分化， 集中在未来新兴经济方

向的行业市值迅速膨胀， 而传统周期板

块沦为市值下滑的重灾区。

新兴行业市值膨胀

周期行业缩水

截至

7

月

31

日的行业市值数据显

示，信息服务行业成为自去年

12

月

4

日

以来市值增幅最快的行业，从

5466

亿元

增加到

10031

亿元， 增幅达到

83.52%

。

其余三个市值增加最快的行业分别为电

子、 信息设备和医药生物， 增幅分别为

59.07%

、

58.47%

和

49.41%

， 这些行业都

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

方向。

受到国内经济整体复苏乏力， 周期

行业疲弱影响， 市值下跌最快的三个行

业分别为采掘、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具体看，采掘行业的总市值由

27152

亿

元减少至

23804

亿元， 减少比率为

12.33%

，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市值降

幅分别为

11.53%

和

10.24%

， 两行业目

前的市值为

3143

亿元和

8049

亿元。

相对市值变化最小的三个行业为

食品饮料、金融服务和建筑建材，食品

饮料截至

7

月

31

日总市值为

8691

亿

元， 较去年

12

月

4

日的

8652

亿元仅

微增

0.45%

，金融服务和建筑建材的市

值变动比率分别为

0.27%

和

-0.09%

。

食品饮料、纺织服装

近一年缩水最多

如果将

2013

年和

2012

年

7

月

31

日做一个跨年比较， 信息服务、电

子、 信息设备以及医药生物的市值仍

是增速最快的。不过，市值下跌最多的

有所变化： 在去年熊市光景中受到青

睐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行业市值，在

去年下半年缩水严重。 食品饮料作为

传统的防御板块， 去年熊市环境下狂受

追捧，当时到

7

月

31

日的市值达

11160

亿元，而目前只有

8691

亿元，缩水比率

22.13%

。 其中大比率的市值下挫是在去

年下半年，仅从

2012

年

7

月

31

日到

12

月

4

日，市值就缩水

22.47%

。 纺织服装

较食品饮料行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为明

显，市值缩水节奏和食品饮料类似，一年

内市值缩水

18.47%

， 其中从

2012

年

7

月

31

日到

12

月

4

日期间市值缩水

21.60%

。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板块，作

为一个传统的周期和政策板块， 在此轮

经济周期中变化并不太大。 从

2012

年

7

月

31

日的

9643

亿元，到当年

12

月

4

日

的

9510

亿元再到最新的

10128

亿元，两

个阶段市值增速变化从

-1.38%

到

6.50%

，

增减幅度有限，且近期还有复苏迹象。

基金追随行业变化脚步

证券时报记者比较了今年中报和去

年年报的基金前十大持仓， 发现基金公

司持仓变化与行业市值的变化很大程度

上出现重合。 基金公司的增减仓在某种

程度上追随了此轮市值的变化。

剔除“综合”这一波动变化较大的行

业， 基金上半年增仓最多的三个行业为

信息服务、信息设备和化工，增仓比率分

别为

77.48%

、

71.23%

、

48.81%

，前两个行

业与今年市值增加最快的三个行业中的

两个相吻合。 基金减仓最多的三个行业

为黑色金属、纺织服装和商业贸易，减仓

比率为

82.86%

、

66.32%

和

36.26%

。 其

中， 黑色金属从去年年报持仓的

19568

万股减至

3354

万股， 减少幅度最多，同

为市值缩水最为厉害的行业之一。

如果将基金增减仓的跨度拉到一

年，化工成为基金增仓最多的行业，从去

年中报的

140553

万股增加至

239520

万

股，增幅

70.41%

。 此外加仓最多的三大

行业为信息服务、信息设备和医药生物，

与上半年市值增速最快的

4

个行业中

3

个相重合。 减仓最多的三个行业为黑色

金属、纺织服装和商业贸易，减仓幅度分

别为

88.98%

、

80.05%

和

58.99%

。

7月大宗交易180亿

机构接货22亿远望谷成热股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大宗交易并没有因为创业板的活跃而

淡净，相反，一些新特点在

7

月显露出来。

7

月

A

股大宗交易成交

724

笔，金额

高达

180

亿元，其中亿元大单超

20

笔。在

售罄的股份中，海康威视减持

19

笔，共涉

金额

13.79

亿元，成月度减持之最。值得注

意的是， 机构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进货

22

亿元，小盘股远望谷受到力捧。

平均折价率6.04%

48笔亿元大单

7

月创业板指数迭创新高， 大宗交

易频率不减，折价率较前两月悄然上升。

与前两个月四五个多点的折价率

相比，

7

月大宗交易的折价率升至

6.04%

。 记者注意到，像华测检测这样

的强势股，折价率低至

1.44%

，而持续

调整后的新和成、浦发银行等股票，折

价率也低至

1.72%

和

1.46%

。 整体看，折

价率多在

3%

至

8%

之间徘徊。 数字政通

折价最高，达

18.20%

。

7

笔润和软件的

成交也都折价高至

18.16%

。 此外，嘉士

堂和方正证券紧随其后，折价

18.14%

和

17.09%

。

对于数字政通而言，将近

20%

的折

价率意味着低至

8

折。

7

月

15

日，数字

政通二级市场以涨停报收，尽管次日略

见调整，其后持续上升，一周内便上涨

20%

。 这笔成交的

1725

万股大宗交易

若持满一周，

8

折买入成本外加

20%

获利空间， 理论上收益率已超

50%

，

不亚于二级市场的强势股。尽管个股

状况不一， 但收益率高的并不鲜见，

因为

7

月折价率超过

10%

的累计多

达

151

笔。

按业内说法， 大幅折价意味着资

金对行情看淡， 这或是

7

月亿元大单

多达

20

笔的主要原因， 其中

10

笔来

自沪深主板，其他均来自中小创，而个

股频繁抛售且大幅折价的也不少。 数

据显示， 海康威视

7

月大宗成交

19

笔，平均折价率高达

4.58%

；天壕节能

月度大宗成交

17

笔， 折价率

4.95%

；

新文化大宗成交

15

笔， 平均折价

9.22%

；高乐股份大宗成交

16

笔，折价

率

9.46%

。 整体而言， 这些都是抛单密

集，折价大。

无与伦比的

海康威视与远望谷

7

月大宗交易高折价和亿元大单同

时出现，市场抛压不轻。 本身体量不大，

但中小创占抛压七成。数据显示，

180

亿

元成交额中， 中小板成交

305

笔

74.61

亿，市值占比

41.80%

；创业板成交

50.58

亿

221

笔，市值占比

28.46%

。此外，来自

沪市主板的资金成交

38.66

亿元

142

笔， 市值占比

21.84%

； 深市主板成交

13.82

亿元

44

笔，市值占比仅

7.80%

。

值得注意的有两只个股： 一是海康

威视；一是远望谷。

前期， 海康威视一度因成交频繁减

持多而成大宗明星股，如今“明星”风度

不减。以

7

月计，海康威视成交

19

笔，成

交金额高达

13.79

亿元， 而且全部以折

价成交，平均折价率

4.58%

。

19

笔交易均

来自同一卖方营业部： 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杭州教工路证券营业部， 疑似重

要股东的持续减持。

在

724

笔大宗成交中， 机构在受让

方现身

69

笔次频繁买入，远望谷成为机

构买入重点股，

18

笔成交中，有

15

笔被

机构接货，买入金额高达

4

亿元。

做空机构揭短

中金再生遭开刀

韩致立

7 月 29 日，中国金属再生资

源(00773.HK)被香港证监会官网

宣布将遭清盘 (以下简称中金再

生)。 调查发现， 中金再生曾在

2009 年 IPO 招股书及 2009 年年

报中夸大公司的盈利状况， 并在

2007 年至 2009 年之间，虚构了主

要供应商采购的金额。 这起轰动

的造假黑幕揭开者却是美国著名

做空机构 Glaucus� Research。

导火索：美国做空机构

Glaucus

� �

� � � � 今年 1 月 28 日上午 9 点 17

分，中金再生突然盘前临时停牌。

美国著名做空机构 Glaucus� Re-

search 再度出手，针对中金再生发

布了一份“强烈沽售” 评级的报

告，称“目标价 0 元” 。 在这份长

达 38 页的报告一开头，Glaucus-

Research 便抛出了中金再生的

“六大疑点” ： 夸大业务规模、客

户集中度过高、童话般的财报、可

疑的高管离职、 控股股东走货套

现以及资不抵债。 由于这篇看空

报告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 香港

证监会也介入调查， 中金再生自

停牌直至此次被申请清盘。

瑞银

曾发13篇报告力挺

作为中金再生保荐承销商的

瑞银， 在中金再生上市后的 4 年

间， 发布了 13 篇报告力挺股价，

且所有报告评级均为“买入” 。最

近的一篇是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也就是做空机构出手的当天，

目标价居然给出了 15.2 港元的

天价，要知道当时的股价只有 9.43

港元。 德意志银行也曾在 2012年 7

月 11日发布了中金再生“买入”评

级，并给出 9.5港元目标价。

铁腕清盘的原因

这是香港证监会首次根据《证

券及期货条例》第 212 条向法庭申

请将一间香港上市公司清盘，以保

障该公司股东、债权人及投资大众

的权益。因为按照过去惯例，香港证

监会通常只是冻结上市公司资产。 查

阅中金再生的资产负债表后， 中金再

生最后一次公布的去年 6 月底中期

报告显示， 总资产虽然有 226 亿港

元，但其中有近 151亿港元是应收票

据及应收款， 同时银行借款高达 53

亿港元。 可见，证监会选择使用 212

条对付中金再生，可有助减少资产流

失，作为保障股东利益的最后防线。

造假案对比

洪良国际是香港资本市场近

几年来最为轰动的造假案，2010 年

3 月东窗事发， 直至近期才尘埃落

定。 如果和中金再生对比，笔者认

为有三点不同。

第一，起因不同。 中金再生被

做空机构揭发，更多的是一种市场

行为；洪良国际是被审计师内部人

员以捍卫职业操守而举报； 第二，

时间点不同。中金再生于 2009 年 6

月份上市，4 年后才露出马脚，洪良

国际几乎刚刚上市就被举报；第

三，监管应对方式不同。 香港证监

会对中金再生向法院申请清盘，一

步到位； 而当年处理洪良国际时，

证监会刚开始只是冻结其资产，随

后进行了漫长的诉讼拉锯战。

（作者系安信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

大资金调仓换股 房地产吸金6.94亿

崔威

昨日，

A

股震荡收红，房地产板块功

不可没。 当日地产板块大单净流入

6.94

亿元，成为最吸金板块。

在

140

多只地产股中，

71

只股票大

单资金呈净流入状态， 主要是规模较大

的房地产公司。 万科

A

高居大额资金净

流入榜首， 当日净流入高达

2.61

亿元，

招商地产、荣盛发展、华侨城分列

2

至

4

位， 分别净流入

0.90

亿元、

0.77

亿元

和

0.68

亿元，中体产业、冠城大通、华

夏幸福、金地集团、首开股份净流入资

金在

0.20-0.50

亿元之间。

近

10

个交易日， 两市成交量萎

缩，资金不断流出市场，但房地产板块

的吸引力逐步增强。近

10

日房地产板

块大额资金累计净流出

33.08

亿元，

其中近

6-10

日累计流出

31.95

亿元，

而近

5

日流出规模大幅缩减至

1.13

亿元，周三则转为净流入状态，日吸金接

近

7

亿元。

房地产板块在

6

月末和

7

月末两次

受到市场关注， 与近期的政策变化和大

资金调仓换股等因素紧密相关。

首先，房地产政策缓和预期增强，这

是昨日该板块大涨的事件驱动因素。

7

月

3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要积极

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让市

场对于房地产调控的担忧有所缓解。 另

一方面，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底线思

维，切实做好工作。

6

月多项经济数据显

示中国经济复苏力度偏弱， 而稳增长再

次被放在突出位置， 预计更多稳增长措

施有望出台， 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 “托

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对于房地产调控

这一“紧箍咒”的忧虑大幅降低。

二是房地产具有比较优势， 是当前

大资金调仓换股的重要选择。 创业板个

股今年以来涨幅巨大， 获利回吐压力显

著增大。 在周期股中，煤炭、有色板块经

营环境不佳， 银行股利润持续受到政策

打压，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称，放开贷款

利率下限会使银行业利润增速降低

1

至

1.5

个百分点。 相比较而言，房地产板块

具有业绩增长和估值底端两大优势。 目

前有

33

家房地产公司半年报预增，如泛

海建设预增

597%

、招商地产预增

113%

、

华侨城预增

80%

、 冠城大通预增

160%

。

同时， 主流房地产公司处于估值底端，有

机构预计及测算，万科

A 2013

年预计业

绩增长

24%

，动态

PE

仅

6.6

倍，而从历史

数据看，

8

倍

PE

是估值底线。保利地产的

PE

（

TTM

）为

7.7

倍，

2013

年预计业绩增长

29%

， 动态

PE

仅

6.5

倍。

6

月

25

日，地

产指数最低下跌到

1116.79

点，较

5

月

29

日的高点

1574.9

点跌幅达

29%

；

7

月

29

日，地产指数报收

1237.57

点，较

5

月末

的高点跌幅达

21.4%

， 在两次挖坑之后，

随着地产股风险的充分释放，政策缓和和

机构调仓换股两大因素，重新吸引了大资

金对房地产板块的关注。

（作者系天源证券投资顾问）

近10日部分地产股资金流入数据

数据来源：同花顺

远望谷股价在震荡中走高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