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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与存量的较量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上证指数

7

月大涨

7.48%

，创

下

19

个月的月度最大涨幅。与此同

时，

7

月下旬以来，沪市单日成交千

亿级规模成为“新常态”，其中

7

月

28

日沪市成交额达到

1804

亿元，

相当于此前不少交易日的日成交

3

倍有余。从活跃的交投中，我们是否

可以认为， 有增量资金在进场进而

打破

A

股市场的存量格局呢？

新增开户数创新高

观察增量资金的动向， 最明显

的指标是投资者的新增开户数。 中

登公司最新公布的

7

月数据显示，

作为“国家队”的社保基金在沪深两

市共新开立

31

个

A

股账户， 相当

于平均每天开一个新账户， 这已经

超过去年

1

月份创造的单月开立

30

个账户的最高纪录。 截至

7

月

末，社保基金总计拥有

262

个

A

股

账户。同样，

7

月人民币境外机构投

资者（

RQFII

）在上海和深圳分别开

户

25

户、

26

户，合计开户

51

户，创

出开户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

7

月

份新增个人股票账户数也增长明

显，增幅达到

30%

。

8

月第一周

A

股

新增开户数达到

13.14

万户， 较前

一周大增

41.84%

。

融资余额破4500亿元

融资融券数据， 也是股市反映

“定向增量，盘活存量”的先行指标。

上周两市融资余额突破

4500

亿元

的大关。根据同花顺数据，今年两市

融资余额从

3500

亿元攀升至

4000

亿元关口， 大致花了

19

周的时间；

而从

4000

亿元拔高到

4500

亿元，

仅用了

8

周时间， 还不到前者的一

半。 尤其是上周周融资净流入额达

到

183.5

亿元， 日均净流入

36.7

亿

元。而据大致测算，今年以来的日均

净流入约为

7.32

亿元左右。

香港热钱流入A股ETF

� � � �考察香港热钱动向， 最靠谱的

指标当属金管当局的对冲动作。 据

不完全统计， 香港金管局为维持汇

率稳定，

7

月份以来已

23

次出手捍

卫联系汇率制度， 累计向市场注入

流动性约

741

亿港元。 事实上，在

香港上市的

A

股

ETF

正在经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波资金流入。 近两

个月里，超过

160

亿元人民币的海

外资金借道在港上市的

RQFII

ETF

流入

A

股， 而流入还在继续。

此外， 博时

A50ETF

、 华夏沪深

300ETF

、 添富沪深

300ETF

等，近

两个月也分别获净申购

9.5

亿、

6645

万份和

300

万份基金单位，净

流入资金约

33

亿、

15

亿元和

3500

万元人民币。

沪港通能量或被低估

增量与存量的较量， 确实在影

响

A

股未来的走向。 过去的一两年

内，小盘股不断跑赢大盘股，所以存

量资金已经习惯了这种风格。 而增

量资金大规模流入和投资标的的改

变，可能带来市场的投资风格切换。

譬如沪港通只能买上证的

568

只股

票，它集中在蓝筹板块。通常外资只

会买一些运作比较透明的、 盈利比

较稳定的大市值股票。 如果沪港通

额度集中在少数股票上， 这个影响

力终究会从量变到质变。

值得提醒投资者的是，沪港通

的能量可能被市场低估。 曾多次抄

底

A

股的

QFII

， 在过去

12

年的总

额度是

550

亿美元。 而沪港通一年

的额度是

380

亿美元，两年沪港通

的额度就超过了

12

年

QFII

的总

额度。 风格切换到底能否成功，取

决于

10

月份和

11

月份到底有多

少新增资金会通过沪港通进来买

入这部分股票，沪港通的影响不容

低估。

人民币走向不明 热钱流入存变数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今年

7

月我国外贸顺差达到历史

新高的

473

亿美元， 但剔除热钱后的

实际出口增速仅为

10%

左右。 值得注

意的是， 今年前

5

个月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大幅贬值带来的滞后效应， 对此

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统计，从今年

6

月初开始，美元

指数呈疲弱态势， 人民币汇率由最低

位

6.2623

一路升至

6

月末的

6.2025

。

7

月开始， 人民币对美元境内即期汇

率强势不改， 攻城略地

500

余个基点

至今，昨日最新收报

6.1583

。近两个多

月内，人民币陡然升值近

1.5%

。 不过

与此同时，

7

月份美元指数由

79.79

低

点劲升至昨日的

81.54

，人民币汇率似

对此视而不见。

从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看，本

币升值的滞后效应， 或有望对上述创

下历史新高的外贸顺差形成遏制。

国元证券研究员郑旻认为，

7

月

顺差创出历史新高， 会加剧人民币升

值。随着近期热钱流入速度的加快，人

民币逐步回升， 又可能对未来的进出

口带来压力。

关于他提到的“热钱流入”一说，

证券时报记者查看今年

1~6

月的热

钱相关统计指标后发现，除

1~3

月呈

现中等规模热钱流入外，

4~6

月均出

现了负增长， 其中

5

月与

6

月分别为

2392

亿和

3748

亿元的较大流出规

模。市场研究人士认为，

7

月的热钱或

有望转正。

国泰君安研究报告认为， 从细项

看，对香港及台湾的出口大幅增加，恐

难逃脱热钱扰动的嫌疑。因此，剔除热

钱后的实际出口增速应为

10%

左右。

“不受热钱扰动影响的原油进口，

在全球市场价格走低的情况下仍然低

迷， 这一点与高频工业数据的疲弱相

对应， 显示国内的稳增长效应已是强

弩之末。 ”该券商分析师汪进表示。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

6

月、

7

月的快速升值， 能否在未来刺激资

金加速流入？

中信银行总行国际金融市场专家

刘维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判断热钱

未来走向之前， 首先需要明确这一人

民币升值态势会否持续。他认为，今年

1

月人民币历史高点的

6.0406

，预计在

未来

2~3

年内都难以突破。

“年内人民币缓慢走贬的概率，

将远大于对美元升值的可能。 ”刘维

明指出。 他认为，

7

月大幅贸易顺差，部

分原因或来自外围市场对人民币贬值

“难以持续”的判断，造成了短期数据被

夸大。

实际上， 从今年端午节之后人民币

汇率便有所走强。截至昨日收盘，累计升

幅接近

900

个基点。值得注意，上周三人

民币对美元盘中最高价与收盘价， 均为

4

个月来首次突破中间价水平。

不过， 尽管贬值态势得到了扭转，

但多数受访分析人士仍认为， 全面的人

民币升值行情尚未到来， 贬值可能再度

出现。

申银万国最新策略报告认为， 过去

两周，流入中国的资金创历史新高至

40

亿美元。但是，探究其流入的动机时却会

发现，此轮外资流入的经济、政治及海外

驱动力均不及

2012

年底。沪港通带来的

套利冲动，是吸引上述资金“流入”的重

要原因。

财苑社区

MicroBlog

8月难有大幅回调

吴国平（财经名博）：

要看清当

下股指的格局

，

除了看上证指数外

，

还要关注其他权重板块指数的走

势

，

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会更为准确

。

金融指数

、

地产指数

、

煤炭指数

经过一段流畅的上涨

，

目前进入震

荡阶段

，

震荡过程中量能有所缩小

，

整体态势依然相当健康

；

有色金属

指数更为强势

，

重心依然在上移

。

这

说明股指当前更可能是属于上涨中

途的震荡

，

并不是行情的结束

，

风险

相当有限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完全

不必担心股指大的调整

。

我们认为

8

月份很大可能是

震荡行情

，

为

9

月或

10

月的再度

上涨进行充分的蓄势

。

而且

8

月份

的震荡更可能是以区间横盘的形

式进行

，

很难有大幅回调

。

因此

，

整

个

8

月份不必因为指数涨而太兴

奋

，

因为短期涨不高

；

也不必因为

跌而恐慌

，

反而应该趁机吸纳

、

大跌

大买

。

货币政策利于股市

推石的凡人（财经名博）：

从货

币政策来看

，

周二央行实施

200

亿

元正回购

，

利率维持

3.7%

不变

，

似

乎有压低市场利率的意思在内

，

货

币政策总体维持相对宽松

。

虽然与

流动性泛滥相比

，

央行货币政策略

紧

，

但与适度从紧相比有转向适度

宽松的预期

。

这对股市具有一定正

面刺激作用

。

对这波行情市场分歧较大

。

乐

观者认为是大牛市

，

是十年一遇的

大牛市

，

甚至有人卖房炒股

；

而悲观

者认为这不过是反弹

，

是下跌过程

中歇歇脚而已

。

笔者认为这一波行

情虽然难以成为大牛市

，

但短期国

内消息不会出现明显利空

，

货币政

策也相对宽松

，

股指反弹依然没有

结束

，

后市依然值得期待

。

行业方面

，

因为受益于新股发

行

，

受益于沪港通

，

受益于资产证券

化

，

受益于新三板市商制度

，

也受益

于证券公司提高杠杆新政

，

券商股

行情值得看好

。

从题材股来说

，

环保

等出现投资机会

。

短线面临方向选择

王者至尊（江海证券投顾）：

随

着 近 日 连 续 震 荡

，

大 盘 的 日 线

MACD

开始接近黏合

，

短线大盘特

别是主板市场面临方向性突破的

选择

。

大盘周三是短线时间点

，

也是

短线变盘的过渡日

，

将决定是否能

打破黑周四魔咒

。

原则上

，

本周下半

周在

2250

点关口前

，

如果没有出现

放量中阳向上突破

，

股指很有可能

出现向上假突破走势

，

而后带来的

将是大幅震荡

。

所以

，

视个股位置不

同要在股指回补上方缺口时做短线

高抛

，

操作上

，

在继续耐心持有没有

大涨的潜力股同时

，

对于已经大涨

的个股

，

可以利用这里的结构性轮

动做好高抛低吸

。

把握中报高送转行情

福明（网友）：

周三周四有两只

新股申购

，

而周二大盘只是小幅整

理

，

相对前几次新股申购前偏弱的

行情

，

目前已经属于强势了

。

近期大盘每周重复这样种走

势

：

周一大涨

，

后面几天就进入震荡

行情

。

目前看来

，

本周还是没能脱离

这种模式

，

周三周四估计还是震荡

整理的格局

。

提前确认这种模式

，

会带给我

们以下两个机会

：

一是每到周末最

好加仓进货

,

可以激进一点

，

可以重

仓甚至满仓

；

二是反正短期大盘很

难出现大跌

，

那就好好操作个股

，

暂

时不用在意大盘的小涨小跌

。

中报高送转行情已经开启

，

预

计会延续两个月左右

，

一定会诞生

许多牛股黑马

，

这是属于确定性较

高的机会

，

可以积极参与

。

（陈刚 整理）

以上内容摘自财苑社区（cy.

stcn.com）

涨停股强弱有别 调仓需擦亮双眼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近期大盘出现高位震荡， 市场热

点轮动较快。谁会在热点洗牌中崛起，

成为下一阶段的领涨龙头？ 无疑是投

资者关注的焦点。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近两日的涨停

股发现， 除了连续一字板的次新股炒

作有持续性外， 只有一些重组复牌股

出现了连续大涨。不过，有一些熟知

A

股热点炒作习惯的投资者通过个股涨

停时间的强弱对比， 从中辨别哪些涨

停股更有潜力， 不失为一个抓热点个

股的好办法。

广州万隆表示，

A

股大方向依旧

乐观，调整则是调仓换股的良好机会。

他们认为，以下几条主线值得关注：首

先是外资入场，部分稀缺资源因其独

特的战略性将吸引更多资金关注；

二是改革方向，土地流转、石油、电

力等国企改革有望继续发酵； 三是

部分新兴行业如新能源汽车仍有机

会；四是随着并购重组松绑，部分熟

知资本运作规律的资金将大举进攻并

购重组股， 所带来的短线爆发力同样

不容小觑。

新股大军批量涨停

重组复牌股潜力大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 本周一

A

股共有

36

股涨停， 周二又有

26

股

涨停。其中，天华超净、艾比森、禾丰牧

业等新股连续一字板， 持续占据涨停

个股榜。除此之外，就数重组复牌股表

现最为抢眼。

赤峰黄金本周一宣布，以“增发新

股

+

现金”并购雄风稀贵

100%

股权。 在

完成上述交易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在黄

金采选与销售的基础上新增有色金属

综合回收利用业务。同日，该股复牌，股

价无悬念一字板涨停， 全天成交仅有

70.45

万元。 周二， 该股再度一字板涨

停，全天成交额仍只有

306

万元。 参照

此前复牌的锡业股份四度涨停来看，低

价且小盘的赤峰黄金显然潜力更大。

蓝宝石供应商奥瑞德

41

亿借壳西

南药业， 则将跨界转型演绎得淋漓尽

致，同时也给西南药业股价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西南药业周二发布重组预案，

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等一系列交易，实现哈尔滨

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

市。西南药业主营业务将转变为蓝宝石

晶体材料和单晶炉设备供应商，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左洪波及褚淑霞。凭借这份

重磅公告， 西南药业昨日一字板涨停，

全天成交只有

141

万元。

涨停时间越早越好

提防封板犹豫个股

新股及重组股可遇不可求， 这时

候，如何分辨涨停股强弱，就成为抓牛

股的关键。一般而言，个股涨停时间越

早越好，这也代表买盘力量大，次日有

望延续强势。而一些封板不够坚决，盘

中多次打开涨停的个股， 炒作人气会

明显减弱。

从周一涨停的个股来看，雏鹰农

牧、金刚玻璃、信隆实业等早盘迅速涨

停的个股， 在周二再度实现了超

5%

的

涨幅，走势明显较强。 而周一盘中多次

打开涨停在临收盘前才封死涨停的天

赐材料周二下跌了

2.92%

，同样在周一

收盘前才涨停的电科院周二也以下跌

收场。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因事件性驱动

涨停的个股也是来匆匆去匆匆。 比如东

北制药，该股周一受“收到依非韦伦药物

（艾滋病用药）临床试验批件”的利好刺

激早盘迅速涨停， 但该股周二便高开低

走，全天成交暴增至

5.06

亿元，换手率

13.06%

，获利盘争相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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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深证综指昨日上涨0.30%，再创近3年新高。 吴比较/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