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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有色股

折价约12%被抛售

郑灶金

有色金属板块近几个交易日

行情火爆， 比如龙头股罗平锌电

最近

5

个交易日收获

4

个涨停，

累计大涨

48.98%

。而在昨日的大

宗交易平台上， 两只有色股却被

折价近

12%

抛售。 此前，上周五

已有

3

只有色股在大宗交易平台

被折价抛售。

昨日沪指大涨

2.41%

创出年

内新高，不过在大宗交易平台却看

不出行情的火爆，成交反比上一交

易日冷清，仅出现

43

笔成交，合计

金额

7.49

亿元。 而上周五， 有

46

笔大宗交易成交， 涉资

11.24

亿

元。 或因随着行情的上涨，各方看

不清后市，因而采取观望态度。

而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近几

日有色金属板块的大涨， 多只有

色股被大幅折价抛售。 昨日炼石

有色、 格林美均现身大宗交易平

台， 折价率分别高达

11.94%

、

11.87%

，成交金额分别为

409.50

万元、

1626.00

万元。 两股的买卖

方均为券商营业部。 炼石有色的

卖方为东方证券上海金沙路证券

营业部， 买方为银河证券北京中

关村大街证券营业部； 格林美的

卖方为国信证券深圳振华路证券

营业部， 买方则为开源证券西安

锦业三路证券营业部。

而上一交易日， 即

7

月

25

日， 两市已有

3

只有色股现身大

宗交易平台，包括洛阳钼业、利源精

制、格林美，其中格林美昨日也有现

身。 三股仍然是折价成交， 洛阳钼

业、格林美折价率均超过

10%

，分别

为

15.45%

、

12.62%

， 利源精制折价

率较少，仅

2.97%

。 成交金额方面，

利源精制、格林美成交较大，分别为

2870

万元、

2104

万元。 买卖营业部

方面， 格林美的卖出营业部仍然为

国信证券深圳振华路证券营业部，

两天的抛售或为同一主体所为。

再往前追溯两个交易日， 在沪

指开始突破盘整平台的

7

月

23

日

与

24

日，两市的大宗交易均无有色

金属板块个股现身。 可见随着行情

涨幅的扩大， 有色股的折价甩卖也

开始出现。

上述个股中，主要为小金属，比

如洛阳钼业与炼石有色均涉及到

钼，格林美主营业务为回收、利用废

弃钴镍资源，生产、销售超细钴镍粉

体材料等产品， 仅利源精制涉及到

铝。 而目前市场主要炒作的涉锌概

念股并未现身大宗交易平台。

虽然有色金属行情火爆，不过也

有券商“泼冷水”。 例如，长江证券认

为，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房地产市场远未走出低迷，周

期性板块的复苏尚缺少需求端的持

续配合， 工业金属的全面反弹期尚

未来临。 当然也有券商看多，比如招

商证券力挺锌， 认为锌价周期或刚

刚起步，锌价虽不像镍般走势犀利，

但却更为良性，长周期事实难改。

大盘股领衔 178股昨创年内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朱雪莲

昨天上证综指在诸多市场指数中率

先创出了年内新高， 深成指也逼近年内

高点。在这样的强势格局下，个股更是普

遍走强，据统计，本周一有

178

只

A

股

同步创出年内新高。

近日金融、有色、房地产、煤炭争相

反弹，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创出新高的

股票大多分布于上述行业。其中，有色金

属板块入选个股最多，达

33

只。 有色金

属板块今年比较活跃， 特别是一些小金

属股票轮番飙升。 在相关金属价格回升

的刺激下，

4

月下旬镍业股大涨，

5

月中

上旬钼业股走强， 近日铅锌股也接力

上攻。

昨天领衔大涨的金融板块同样也有

不少个股表现不俗。 银行股中除了

A

股

较

H

股有所溢价的民生银行、中信银行

之外，其他

14

只个股昨天全部创出年内

新高。 长江证券、 宏源证券等多只券商

股， 以及除中国人寿外的

3

只保险股也

积极突破前期高点。

交通运输、机械设备、汽车、电力、钢

铁、 化工等周期性行业也是短线牛股的

集中营。医药、白酒行业中也有少数个股

入选，如五粮液、洋河股份、现代制药等

盘中相继刷新了年内高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创新高股票的

股本规模较大，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股

的总股本都超千亿。据统计，这

178

只股

票中，

10

亿股以上的个股达

90

只，占比

约一半，

3

亿股以下的仅

24

只。 这也与

当前行情的热点一脉相承。 随着国企混

合所有制改革方案面世、 沪港通实施渐

行渐近、宏观经济及资金面有所改善，以

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大盘股终于在沉寂

多时后迎来快速反弹， 而这些权重股的

上涨，不仅直接推动指数回升，也极大地

刺激了市场人气的高涨。但是，这些中大

盘股未来要想继续走强， 如果没有新

增资金大量入场， 则将给场内资金带

来较大压力。

从具体涨幅来看， 这些创年内高

点的个股今年以来的涨幅参差不齐。 有

股价翻番的丹甫股份、罗平锌电，有涨幅

逾五成的松芝股份、本钢板材，但也有很

多股票年内涨幅并不大，有

42

只股票今

年升幅介于

5%

至

10%

之间，

21

只股票

涨幅不足

5%

，甚至还有华联矿业、东吴

证券、老白干酒、美锦能源

4

只股票截至

昨天今年的整体收益仍为负。

电讯盈科：跌宕起伏的资本运作路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前段时间在北京有一次路过三里

屯，特意抬头看了下，“北京盈科中心”的

招牌还在楼顶， 这座楼原由电讯盈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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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电盈”）旗下的

盈科大衍地产公司持有，

3

个月前作价

72

亿港元售出。资产分拆、兑现，似乎是

近些年电盈资本运作的主线。

电讯盈科是香港最大的电讯公司，

2000

年由华人首富李嘉诚次子李泽楷

控股的盈科数码动力有限公司和香港电

讯有限公司合并而成， 创下当时港股市

场最高并购规模纪录。 该股也是资产泡

沫破灭的一个典型，

14

年前成立时市值

超过

3300

亿港元，本周最新市值

355

亿

港元，市值蒸发八成多，前几年市值更一

度跌到

200

亿港元以下。 目前电盈的市

盈率为

18

倍，中国移动为

11

倍。

电盈的组建， 是资本市场蛇吞大象

的神话之一， 也是政府主导企业重组的

失败案例。

香港回归后， 由于内地电信市场没

有放开管制的迹象， 香港市场则因港府

开放电讯运营牌照而竞争激烈，

1999

年

控股香港电讯的英国大东电报局决定处

置股权。 急于扩展生存空间的新加坡电

信立即行动，

2000

年

1

月宣布可能和香

港电讯合并。 政府方面对于将涉及国家

安全的电讯行业交由新加坡电信控制颇

有顾虑。

1

个月后，李泽楷控制的盈科数

码动力突然声明也有意收购香港电讯。

2

月下旬李泽楷向银团筹集

120

亿美元贷

款用于此次并购。

大东电报局最终选择李泽楷。

2000

年

2

月底，李泽楷成功收购香港电讯。如

此大宗的并购案， 整个并购过程仅

18

天。李泽楷是那个年代的宠儿，此役奠定

其“小超人”称号。除了银团的庞大贷款，

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的平台是盈科数码

动力。香港特区政府

2000

年

1

月未经公

开招标， 将一片临海地产批给李泽楷公

司开发“数码港”。凭借数码港的注入，李

泽楷的壳公司得信佳市值飙升并改名盈

科数码动力， 为不久后并购香港电讯提

供了平台。 李泽楷取得数码港的时点与

并购香港电讯的时点间隔如此之近，一

直让人产生联想。

兼有李家与港府背书， 电盈合并之

初受到市场热捧。 但李泽楷当时以巨额

银行借贷完成收购， 在债台高筑的压力

下， 电盈疲于繁复的资本运作来还本

付息，没能创造新的业绩增长亮点，自

成立至今， 市值随着李泽楷接连不断

的金融运作、 资产拆分处置而逐渐蒸

发，

2000

年至今， 电盈股票月累计异

常回报率是

-200%

， 早期投资人血本

无归。

主导交易的港府为此遭市场诟

病，政府先拆散香港电讯主要的收购

者新加坡电信，后支持热衷交易却缺

乏经营热忱的“富二代”李泽楷。 李泽

楷所支付的收购代价大都是泡沫化

的股价，并购刚结束，支撑其身家的

科技概念泡沫就告破。

高昂的负债束缚了企业扩张或

转型的手脚， 当企业不断拆分和售

卖拥有稳定现金流前景的资产时，

依赖内部筹资偿债的可能性也越来

越渺茫。 李泽楷在

2002

年出售了具

有稳定现金流的移动通讯业务，在

2003

年分拆了具有丰厚盈利、 收入

占综合收益

1/5

的房地产业务，以及

香港电讯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

境， 都是导致电讯盈科财务业绩低

迷的重要原因。

此类并购的症结之一在于： 资本运

作者无须为数千亿港元市值的蒸发肉

痛，却可以控制整个企业的运作。如影随

形的压力让李泽楷有志难伸， 使用各种

手段想摆脱这个包袱， 但是港府不会再

让公众受损，要求企业平稳运行。 不过，

除

2000

年进行大规模资产减值计提外，

电盈之后各年度的盈利基本表现稳定：

微小亏损或者微小盈利。

李泽楷在电讯盈科成立前已有丰富

的企业经验， 特点是热衷于大手笔资本

运作，以买卖资产套利为主，兴趣不在于

长期经营企业。 李泽楷对星空卫视的转

卖就是一大成功案例。 盈科数码也有经

典之作，最成功的当属

2000

年对腾讯进

行第一轮投资，收益丰厚，只可惜没能一

直陪伴腾讯成长， 不然持有

20%

腾讯的

股权， 可能使李泽楷超越其父成为华人

首富。

几年前， 李泽楷对电盈数度提出私

有化收购，

2009

年更举行法院会议和特

别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私有化议案，由

于爆出暗箱操作嫌疑， 引发小股东的强

烈不满，并遭到香港证监会和警方调查，

私有化最终流产。

这样一家香港本地最大通信运营

商，早期由于缺乏业绩增长空间，在港股

市场被边缘化。不过，这些年在互联网时

代、大数据时代，公司不时讲故事，又不

时出故事，又活跃起来。 最近两三年，由

于科技股再度崛起， 电盈的日成交额回

升， 股价更由

2012

年初的

2.27

港元升

至最近的

4.9

港元左右， 创出

2008

年

9

月以来的

6

年新高，虽较

2000

年

2

月的

最高点

28.5

港元仍有较远距离，但已走

出一波小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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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名称 异动表现 异动原因

交通银行

受金融股大幅

上涨的带动，沪指创

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早盘银行股集体拉

升，交通银行率先放

量涨停。

随着沪港通推出时间的确定，百亿资金开

始抢筹蓝筹板块。 银行板块整体动态市盈率仅

为 4.5 倍，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目前上市的

16 只银行股股价全部破净， 银行股处于估值

洼地。 交通银行目前已走出底部形态，进入拉

升阶段，后市可看高一线，投资者可密切关注。

同花顺

在互联网券商

股连续上涨的带动

下，该股成为创业板

中少数几只封住涨

停的股票。

公司与东吴证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书》，双方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开展合作，协议

有效期为三年。 交易所公开信息显示，资金流

入前四位均为机构， 买入前五家合计流入

4251万元，卖出前五家合计 1633万元。 从数

据上分析，该股后市有继续冲高的动能。

安源煤业

昨日煤炭板块

受 资 源 税 改 革 刺

激，盘中纷纷拉升。

安源煤业早盘放量

突破年线， 率先封

住涨停板。

近日，财政部表示将加快煤炭资源税改革，

另有消息称近期将会出台控制煤炭总量的政

策，这对长期处于市场底部的煤炭股来说是一

个重大利好。 安源煤业主营煤炭生产和销售，

后市在政策的刺激下仍有冲高动能。

深天马 A

作为亿思达全

息手机中关键显示

器件的核心供应商

之一，该股昨日午后

直线拉升封涨停。

该股近日受到游资关注， 公开信息显示，

买入前五家营业部合计净买入 8100 多万元，

卖出前五家营业部合计成交 6000多万元。 从

数据上分析，该股后市可挑战前期高点，但投

资者不可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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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楷的特点是热衷于大手笔资本运作，以买卖资产套利为主，兴趣不在于长期经营企业。 吴比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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