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克希尔摘得全球金融股市值冠军

2013年巴菲特平均每天赚3700万美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赶在

2013

年的最后一天，“股神”

巴菲特再次“豪气”出手，以

14

亿美元

股票换购美国石油公司

Phillips 66

旗

下一化工部门。 此外，巴菲特还迎来一

份新年大礼，名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

司成为全球银行及金融股市值的霸主。

以股票并购公司

美国石油公司

Phillips 66

宣布，

伯克希尔将用所持有的约

1900

万股

Phillips 66

股票购买该公司旗下部门

Phillips Specialty Products

。 据悉，该

部门目前主要负责石油管道流动改进

剂的研制工作。

巴菲特曾对

Phillips 66

不吝赞

扬， 对

Phillips 66

公司业务组合的强

劲发展势头非常看好， 主营石油管道

流动改进剂研制的部门业务非常成

功，财务表现也很抢眼。 巴菲特表示，

伯克希尔旗下专用化学品部门

Lubri－

zol Corp

首席执行官哈姆布里克将负

责管理这项业务。

巴菲特一直青睐那些具有持续获

利能力、 业务易于理解且规模较大的

公司。 在过去的

2013

年，巴菲特接连

出手：

5

月出资

20.5

亿美元收购以色

列

Iscar

公司

20%

的股权；

6

月出资

123

亿美元买下番茄酱生产商亨氏公

司一半股权；

12

月出资

56

亿美元买

下内华达州公共事业公司

NV Ener－

gy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通常都以现

金支付的方式并购公司， 但这次以股

票换购公司的做法很少见。

伯克希尔市值

达2911亿美元

数据显示， 伯克希尔公司还有能

力并购更多大型公司， 三季报显示公

司仍有

420.8

亿美元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有分析人士表示，伯克希尔很少支

付股息， 保留现金的做法或许是巴菲

特开始有支付股息的打算， 并继续寻

求并购机会。

除了得到“新猎物”，巴菲特还得

到一份特别的新年大礼。据彭博统计，

在全球银行及金融股市值排行榜中，

高居榜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市值

达到

2911

亿美元， 富国银行市值

2396.8

亿美元， 摩根大通则以

2185.6

亿美元位居第三， 中国工商银行则以

2136.5

亿美元市值获得第四名。

此外，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过

去的

2013

年也获得不错的涨幅，从

134000

美元涨至近

178000

美元，累

计涨幅达到

33%

，跑赢了标普

500

指

数

29%

的年度涨幅。 数据显示，从

1965

年到

2012

年， 伯克希尔哈撒韦

每股账面价值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9.7%

， 同期标普

500

指数涨幅为

9.4%

， 前者跑赢后者

10.3

个百分点。

另有数据显示， 过去一年里巴菲特平

均每天赚

3700

万美元，这位具有传奇

色彩的亿万富翁、慈善家在

2013

年的

净资产从年初的

464

亿美元迅速增至

591

亿美元。

A4

World

环球

主编：刘纯标 编辑：李洪涛 2014 年 1 月 2日 星期四

Tel

：(0755)83501962

零售价：RMB� 2 元 HKD� 5元 北京 上海 武汉 海口 西安 成都 沈阳 杭州 济南 福州 南京 重庆 南宁 长沙 郑州 长春 合肥 昆明 哈尔滨 石家庄 南昌 太原 乌鲁木齐 青岛 西宁 银川 大连 深圳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号中银大厦首层 邮编：518026

美股创纪录告别2013�生物医药板块大热

标普生物医药板块40余只个股平均涨幅高达40.5%，居全部十大板块之首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股市以创纪录的方式告

别了

2013

年， 将牛市周期强势延

续至第

5

年。 道琼斯指数年内

52

次刷新历史纪录， 并创下自

1995

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展望

2014

年， 分析人士普遍

认为，美联储的宽松力度会逐步削

减，但继续向好的经济前景仍会对

股市带来应有的拉动力，仍具备一

定的投资机会。

2014：大牛或变小牛

2013

年

12

月

31

日，美股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结束全年交易。当天，

道指和标普指数均再创新高， 分别

收于

１６５７６．６６

点和

１８４８．３６

点，纳

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再度刷新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份以来高点， 收于

４１７６．５９

点 。 三大股指

2013

年分别上涨

２６．５％

、

２９．６％

和

３８．３％

， 分别创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以来的

最大年度涨幅。

“美联储”这三个字在

2013

年

不断刺激着美股投资者的神经，

关于量化宽松（

QE

）是否继续的猜

测也贯穿了全年。 尤其在

9

月份

外界普遍猜测伯南克将宣布开始

缩减

QE

规模之时，美联储按兵不

动的决定让全世界感到意外。 不

过， 这一切的猜测和不确定性终

于尘埃落定。 新的一年里，美联储

的一举一动依然牵动着投资者的

神经，

QE

缩减规模的大小、 何时

完全退出

QE

等种种不确定性仍

将陪伴

2014

年的美股乃至全球资

本市场。

摩根大通首席美国股票策略

师托马斯表示，

２０１４

年股票仍可

能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工具之

一。他预计，标普

500

指数

２０１４

年

目标点位为

２０７５

点。 尽管美股强

劲收官使得一些投资者担心会出

现迟到的回调， 富国银行顾问公

司首席股市策略师斯弗里曼认

为， 今年

1

月份美国股市回调的

可能性很小， 企业去年第四季度

的盈利可能超出预期， 加之养老

金账户资金的流入。 不过，斯弗里

曼认为，

2014

年投资者见证更加

跌宕起伏的美国股市， 回报率会

少很多，波动性也会更大。 纽交所

资深交易员里斯依然看好明年的

美股， 但认为

2014

年的美股绝不

会像

2013

年这样出现

26%

以上

的涨幅。

此外，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跌至多年

低点后，美股持续反弹至今，牛市

时间接近

５

年，这期间道指、标普

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上涨

１５３％

、

１７３％

、

２２９％

。 有分析人士表示，在

一个经典牛市周期中，第六年的股

市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重复第

五年涨势。

生物医药板块涨幅巨大

美股“牛气”冲天，期间也不

断涌现出特斯拉、奈飞等大牛股，

但如果衡量板块整体表现， 生物

医药板块恐怕才是真正的 “金

矿”。 数据显示，标普生物医药板

块的

40

余只个股的平均涨幅高

达

40.5%

， 位居全部十大板块之

首。 克洛维斯肿瘤公司和曼恩凯

德生物医疗公司都没有实现盈

利， 但两家公司的涨幅分别超过

260%

和

120%

。 与此同时，生物医

药板块的波动性低于其他板块。

彭博数据显示，

2008

年以来，标

普全球医疗保健指数日波动率仅

为

1.08%

。

而在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

上， 美国生物医药行业企业的

IPO

平均回报率超过

50%

，成为今年美

股

IPO

市场上的最大赢家。

此外， 通过收购手段达到强强

联合或将成为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

主流， 业界近期完成了多次大型的

收购交易， 比如仿制药生产商阿特

维斯耗资

85

亿 美元 收 购

Warner

Chilcott

，葛兰素史克出资

30

亿美元收

购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等。此前，包括

辉瑞、诺华、拜耳、阿斯利康等在内的

多家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加入了竞标收

购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著名

癌症药物制造商奥尼克斯制药公司的

行列中。

2014

年，纳米技术有望在医用领

域获得突破，如癌症、听力和视觉损失

等，也将成为美股投资主题。

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新医疗法

案若获得正式通过， 将对美国的医

院、药厂、生物工程以及医疗设备等

公司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如果共和

党在

2014

年中期选举拿下参众两

院，新医疗法案可能被废除，从而产

生完全相反的影响，

2014

年美股生

物医药板块将有极佳的做多或做空

机会。

欧元成去年汇市大赢家

印尼盾和南非兰特跌幅大

回顾

2013

年国际汇市，欧元成为最大

的赢家，而同期新兴市场货币则表现失色，

其中尤以印度尼西亚盾和南非兰特的跌幅

较大。

据统计，整个

2013

年里欧元指数上升

了

4.4%

； 期内， 欧元兑美元全年上升

4.6%

；欧元兑日元更上升

26%

，主要原因

是日本央行持续实行量宽政策所致， 欧元

兑日元曾于上周五创出近

5

年来的高点，

即

1

：

145.67

。 分析认为，欧元在

2014

年是

否还能持续升值将取决于美联储减慢买债

的节奏以及何时加息。

反观日元兑美元， 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创出近

5

年来的新低， 日元全年累积近

21%

的跌幅，创自

1979

年以来的

34

年里表

现最差的一年。 另外，期内美元兑印度尼西

亚盾全年上升

26%

，使印度尼西亚盾成为亚

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南非兰特兑美元在

去年下跌逾

24%

，主要是由于受累于国内罢

工带来的负面影响，令这个非洲最大经济体

的制造业和矿业产出下降。 （吕锦明）

陈光标将于下周赴美

洽谈收购《纽约时报》

据海外媒体报道， 中国知名企业家

兼慈善家陈光标近日表示， 他将带领一

个投资者团体筹资

10

亿美元，寻求收购

纽约时报公司的大额股份或控股权。 受

此影响，纽约时报公司股价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常规交易中一度触及五年新

高，但随后转为下跌，收盘报

15.88

美元，

跌幅为

1.31%

。

陈光标表示，在收购《纽约时报》这件

事上，他已经考虑了两年多时间。 据悉，陈

光标将于

1

月

5

日赴美与《纽约时报》一位

大股东进行洽谈。不过，据路透社报道，《纽

约时报》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公司不会对

上述消息置评。

（吴家明）

西班牙银行业退出援助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刚刚踏入

2014

年，“欧猪国家”又

得到一份“大礼”。据海外媒体报道，欧

洲稳定机制（

ESM

）宣布西班牙银行业

的援助计划到期，无需

ESM

进一步提

供援助。

ESM

指出， 自

2012

年

12

月起，

ESM

已经累计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总

额达

413

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

该国银行业完成资本重组。

ESM

主管

雷格林指出，西班牙退出援助计划是

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

ESM

所提供的

经济援助已经帮助该国问题银行实

现资本重组和调整。 尽管未来仍面临

很多挑战，但西班牙将会通过结构性

改革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不过，

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受借贷进一步

萎缩、房价低迷等因素影响，未来几

年西班牙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将面临

挑战。

《卫报》的一份报告显示，自

2011

年

11

月到

2013

年

9

月以来， 西班牙

金融机构增持了

1340

亿欧元政府债

券， 这意味着西班牙银行业增持了

81%

的政府债务。那么，银行是从哪里

获得资金贷款给政府？ 答案是欧洲央

行。 欧洲央行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

（

LTRO

）注资计划，向西班牙和意大利

的银行提供了近

5000

亿欧元的廉价

资金，“欧猪国家” 未来仍然极度依赖

欧洲央行的廉价资金。

此外， 为了卸下政府肩上救助银

行的重担， 欧洲领导人已就建立更广

泛的银行业联盟达成一致， 将在泛欧

洲层面实行金融监管。 欧洲央行将从

2014

年

11

月开始担任区域内的监管

机构，但

ESM

仍可能会在这一银行业

联盟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月中旬，随着

IMF

向爱尔兰发

放了最后一批救助贷款， 爱尔兰终于

成为首个正式脱离国际金融救助项目

的欧元区国家。爱尔兰财长努南表示，

这是爱尔兰复苏进程中的里程碑，但

远不是复苏进程的终结， 政府将继续

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尽管爱尔兰、西班

牙获得了相对的成功， 市场依然质疑

欧元区处理债务危机的能力。 市场人

士普遍预计， 希腊将于今年夏天接受

新一轮援助， 葡萄牙可能在今年

5

月

需要第二轮援助， 斯洛文尼亚正在极

力避免成为下一个需要国际援助的欧

元区国家。

� � � �当地时间2013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证交所洋溢着一派欢乐的新年气氛,不少交易员都带上了“2014年”字样荧光眼

镜。 道指2013年上涨26.5%,创1995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IC/ 供图 官兵 /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