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简称 报告期 分红方案

除权

除息日

除权除息日后

至今涨幅（％）

除权日前半年

（取１８０天）

涨幅（％）

３００２８６

安 科 瑞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４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２－２７ －２８．５２ １９６．４４

３００１８１

佐力药业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２

派

５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３－４ －７．３２ ６８．１７

００２５５３

南方轴承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４．５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３－１９ －１５．６５ ６５．３３

００２３４６

柘中建设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２０１４－３－２１ －１７．００ ５８．７５

３００１２７

银河磁体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３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１４ －１．８５ ５５．２４

００２１９８

嘉应制药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０．８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３ ２５．４７ ５５．０５

００２４９２

恒基达鑫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送

１

转增

９

派

０．３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２ ６．５４ ４４．８０

００２２４７

帝龙新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１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１０ －２．４９ ２４．２８

３００２６３

隆华节能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１．６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３ －１．０２ ２１．７２

３００３４９

金卡股份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１．３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１１ ０．１４ １４．８８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３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３－３１ －４．３２ ５．６３

３００１４６

汤臣倍健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１０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４ １１．０４ －４．０８

３０００１４

亿纬锂能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２０１４－４－３ ２．５８ －８．９９

００２１４８

北纬通信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０

转增

１０

派

１．５

元

（

含税

）

２０１４－４－４ ０．００ －３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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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A股市值不抵香港子公司市值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当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低于其持

有的旗下资产股权价值， 这是意味着

该上市公司价值低估了， 还是意味着

旗下企业股权价值高估了？总之，我们

可以谓之“价值有待重估”。

沪股通、 港股通是近期股市最热

门的议题， 这给投资者们带来更广阔

的投资视野以及挖掘机会。 关注

A

股、港股的互联互通，不妨先看下两个

市场的一些怪现象。

中国建筑 （

601668

） 昨日收盘价

3.05

元，市值

915

亿元；但它在香港股

市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价值却超过了

这个数字。

翻看中国建筑公告， 可以看到

今年

3

月份有这么两份公告———

《香港上市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发

布

2013

年度业绩公告》、《香港上市

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发布

2013

年

度业绩公告》。

先看中国海外发展 （港股代码：

00688

），前十大股东中，中国海外集团

持股

46.95%

；另外，银乐发展公司（中

国海外集团全资子公司）持股

6.23%

。

中国海外集团为中国建筑的全资子公

司， 于是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总共

持有中国海外发展

53.18%

的股份。以

昨日收盘价计算， 中国海外发展市值

为

1708

亿港元，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的持股市值为

908

亿港元。

再看中国建筑国际 （港股代码：

03311

），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中国 海外集团持 股

57.08%

。 以昨日收盘价计算，中国建

筑国际市值为

530

亿港元， 中国建筑

对应的持股市值为

302

亿港元。

其实还有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

海外宏洋集团（

00081

）亦有部分权益

为中国建筑持有， 这算是中国海外发

展的上市子公司。 中国海外发展通过

两家全资子公司持有

37.98%

的中国

海外宏洋集团股份， 由于中国建筑持

有中国海外发展

53.18%

的股份，便间

接持有

20%

的中国海外宏洋集团股

权。以昨日收盘价计算，中国海外宏洋

集团市值为

124

亿港元， 中国建筑的

持股市值约为

24

亿港元。

综合中国建筑在港股中国海外发

展、中国建筑国际、中国海外宏洋集团

的股份市值为

1234

亿港元，折合人民

币为

990

亿元。

从上述角度来看，中国建筑

A

股

市值（

915

亿元）比所持有的香港股

市资产价值 （

990

亿元） 还低

75

亿

元。 关键在于，中国建筑并非一家依

靠香港股市资产盈利的企业。作为建

筑业的央企巨头，其利润保持多年增

长， 公司业绩预告

2013

年实现净利

润

157

亿元，同比增长

20%

以上。 同

样，中国建筑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亦是

优良资产，根据年报，去年中国海外

发展、中国建筑国际净利润分别增长

23%

、

30%

。

从资产角度看，中国建筑的

A

股

市值比所持港股资产还低的原因之一是

估值较低。 中国建筑的主要业务是房建

和地产，目前市盈率为

5

倍；港股市场的

子公司也是同一行业， 中国海外发展的

市盈率为

7.4

倍， 中国建筑国际的市盈

率为

19

倍。 虽然当下

A

股市场的建筑

业乃至房地产行业的大盘股估值都处于

历史低位， 但在沪港通即将实施的背景

下， 中国建筑会不会有价值重估行情值

得关注。

央行高层讲话激起波澜

股债双双走强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 如果出现任

何金融不稳定局面， 中国可能动用

量化措施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加以

应对；同时，在华盛顿出席会议的央

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

纲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下

行压力，如果完全放开利率，短期利

率和融资成本的上升将不利于稳定

经济增长。

上述央行高层讲话很快就在市

场中掀起了波澜， 反应最直接的无

疑是债市。而在债市波动的背后，实

际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本周

三即将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

GDP

）数据，业内认为会明

显低于预期。这样看来，引导市场的

仍是言论背后的经济基本面因素。

昨日， 多数债券成交收益率开

始快速下行，市场活跃度大幅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后发现， 这一逻

辑链条大致可以体现为： 资金面宽

松———央行官员明确发话 “维稳”

———经济担忧抬头———紧缩预期降

低———债券受追捧。

不仅是债券 ，

A

股市场近一

周多来也维持了强势格局。 昨日

上证综指全天强势整理， 尾盘向

上，以微涨

0.05%

收盘，近一周升

幅约

3.5%

。

对于造成目前态势的原因，多

数人认为，周、易两位行长的讲话，

更多是对目前经济状况“脆弱”的一

种肯定。 并非讲话中提及货币政策

将如何如何，就能引导债市走向，而

是央行高层讲话， 对市场预期起到

了一种“定心丸”的作用。

广发银行资深交易员颜岩告诉

记者， 本周三将公布第一季度

GDP

数据， 市场预判可能会在

7.3%

甚至

更低，这对于具备避险功能的债券而

言无疑是个利好。 在上周四、五招标

的几只企业债券， 也都比较乐观，现

券交投收益率也有所下行。 颜岩认

为，周末央行相关高层的讲话，只是

强化了市场对资金面放松的预期。

截至昨日收盘， 银行间质押式

回购利率全线下挫。 隔夜和

7

天利

率分别回落

11

个、

23

个基点至

2.6232%

和

3.5238%

，

1

个月期限利

率跌至

4.0798%

， 距

3

月中旬时的

“

3

”时代越来越近。 交易员称，目前

仍属宽松环境， 今日还将有

500

亿

元的国库现金定期存款招标， 流动

性并不缺。

中金公司最新报告指出， 我国

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相当程度上还

是依赖数量调控， 并非完全通过利

率工具来实现。 最近包括

1

年期等

短期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下降， 反映

了央行对市场的流动性投放行为，

即所谓经济放缓和央行政策放松。

华融证券宏观分析师郝大明告

诉记者， 市场融资需求受 “淡化

GDP

考核”的影响较大，预计未来

两、三年内，货币市场利率中枢都将

明显下行。 考虑到利率市场化的平

衡作用， 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将稳

定在

2.0%

至

2.5%

的较低水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市场

中的保险、 基金等机构成为了买入

的最活跃主体， 外资类机构总体处

于“冷眼旁观”状态。 证券时报记者

对上述机构采访后发现， 由于

4

月

份仍属于年初的配置期， 保险基金

等活跃并无意外。 但外资机构的谨

慎态度是否蕴含其他变数， 还需后

市观察。

投资者趋于谨慎

巴巴罗萨（网友）：

周一沪指收

盘微涨

1

个点

，

日

K

线上形成近

1

年多以来的首个六连阳

，

风头正劲

。

但是从成交量来看

，

连续三个交易

日呈现缩量态势

，

本周一沪市成交

已不到

1000

亿元

，

显示投资者趋于

谨慎

。

特别此处是年线

、

半年线的多

重交汇处

，

下方

10

日线还没有跟

上

，

短线乖离有所加大

。

短期来看

，

沪指已达到

1974

点反弹以来的上升通道上轨附近

，

同时面临着下降趋势线的压力

，

且

刚刚在年线上方站稳

，

可以说当前

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

。

近期支撑股

指反弹的无外乎政策

，

当政策预期

明确之后

，

市场能否继续保持亢奋

需要观察

。

周二股指若能再度放量

上攻

，

则短线有望挑战

2150

点

。

如

果成交不能有效支持

，

则调整是大

概率事件

。

当然

，

即便是站上

2150

点

，

刚刚突破的年线的吸引力也不

可无视

。

小盘股方面

，

无论中小板指还

是创业板指

，

都表现出较好的止跌

迹象

。

但创业板依旧处在小周期的

下降通道中

，

而且逼近通道上轨

，

因此要注意风险

。

中小板指数略强

于创业板

，

不过量能堪忧

，

同时上

方长期均线的压制也难以逾越

。

操

作上

，

在没有转为向上趋势之前需

尽量谨慎

。

短期关注三主线

黄国琪（财经名博）：

周一两市

低开后震荡整理

，

上证指数回抽

5

日均线企稳

，

尾市成交量有所放大

。

中小板和创业板个股保持活跃

。

我

们认为近期可以关注三条主线

，

积

极做多

。

第一

，

沪港通概念可继续关注

，

操作上需要把握节奏

。

已经得到主

力资金大幅炒作的品种

，

可以考虑

减仓或获利了结

，

谨防主力借利好

拉高出货

。

需要提示的是

，

不要单纯

理解为沪港通是港股的资金流向

A

股市场

，

一旦沪港通开通

，

也会有资

金流向港股

。

第二

，

高送转题材可以继续关

注

。

从周一的盘口看

，

德威新材拟

10

转

10

报收一字板

，

奥瑞金

、

美盈

森等也能保持强势

，

说明高送转题

材仍在发酵

。

第三

，

年报或季报大幅增长的

个股可以继续关注

。

长安汽车预计

首季净利增长超

200%

，

也是一字涨

停

，

业绩增长才是实实在在利好

。

A

股市场炒作的就是题材

，

有故事

、

有

业绩

、

有量能配合的股票

，

就有可能

得到主力资金的关照

。

（陈刚 整理）

以上内容摘自财苑社区（cy.

stcn.com）

财苑社区

MicroBlog

高送转风潮收敛 填权只是传说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每当岁末年初， 高送转概念几乎

成为

A

股必炒题材。 不过，在

2013

年

底至今的这段时间里， 似乎高送转行

情并不如往年那么火爆。 即便是奋达

科技、安科瑞这些高送转龙头，其市场

表现也并没有超出大家预期。而从近

3

年的高送转（

10

送

10

以上）个股数量

来看，也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上市公

司对于高送转的热情也在逐渐降温。

高送转个股逐年减少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仅

2011

年年报期间， 两市就有多达

180

只个

股发布了

10

送（转）

10

以上的高送转

方案。 而

2012

年年报期间，两市发布

10

送 （转）

10

以上高送转方案的上市

公司减少为

154

家，即便算上

2012

年

半年报期间发布高送转方案的

19

家

公司，两者相加也不过

173

家，还没有

2011

年年报期间多。

而到了

2013

年，发布高送转方案

的上市公司继续减少。

2013

年半年报，

两市仅有华谊兄弟、闰土股份、中青宝

等

18

家公司发布

10

送（转）

10

以上的

高送转方案；而随着近期

2013

年年报

披露进入尾声，已发布

10

送（转）

10

以

上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也不足百家。 相

比前两年，高送转个股进一步减少。

高送转后股价一蹶不振

投资者追逐高送转行情， 一方面

是因为这些股票的绝对价格便宜了；

另一方面大家也认为这是公司高成长

的象征。 但单纯的高送转并不会给上

市公司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只是

给予了市场资金一个炒作的借口。 当

然， 如果真是业绩和成长性俱佳的好

公司， 高送转之后仍能保证业绩大幅

增长，这样它们的股价也会水涨船高，

如历史上的苏宁电器 （现在的苏宁云

商）就曾连续多年高送转，且业绩和股

价也能持续增长。

不过，填权只存在于传说中，绝大

多数公司难以复制苏宁的辉煌， 更多

的则是一蹶不振。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发现，

2012

年初至今， 真正能在除权

除息后当年即成功填满权的

10

送

（转）

10

高送转概念股， 仅有光线传

媒、潜能恒信、三泰电子等寥寥数股。

而除权除息后年内涨幅为正的高送转

概念股还不足半数， 也就是说剩下的

一多半个股年底收盘价还在除权除息

当日开盘价之下， 当中不乏冠昊生物

这种

10

转

10

后当年股价即遭遇腰斩的

元气大伤股。

介入高送转个股需趁早

随着

2013

年年报近期密集披露，发

布高送转预案的个股也将相继除权除息，

但从相关高送转股近期的实际表现来看，

其除权除息后的走势并不让人乐观。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日，在

2013

年年报中发布

10

送（转）

10

并已实施除

权除息的

14

股中，除权除息日后至今

8

跌

5

涨，北纬通信则停牌无涨跌。 其中，

过去半年风光无限的高送转龙头股安科

瑞在除权除息后股价迅速下跌近

3

成。

相比之下， 在没有除权除息之前的

朦胧炒作期， 市场对于高送转概念的追

捧热情更高。 同样是上述

14

股，在除权

除息日前的半年时间内，

12

涨

3

跌，安

科瑞同期更是暴涨近

2

倍。 显然，“见光

死” 的情况在高送转概念股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

中国建筑及在港上市子公司股权关系图

数据截至4月14日 吴比较/制图

� � � �从上证指数60分钟K线图上看，目前正在构筑一个复合头肩底形态。而从成交量上看，右肩附近的成交较左肩明显缩量，后

市有补量的要求。 王渌/制图

2014年以来已实施10送(转)10概念股情况一览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部 邓飞/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