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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当知进退有节制

王胜

短期市场仍然在高风险偏好的

驱动下停不下来。但投资如人生，当

知进退，有所节制。

短期市场尚未看到什么当头一

棒的利空，

A

股短期仍有望保持活

跃。 进入

9

月，成交居高不下，融资

融券余额也屡创历史新高， 市场热

情仍在。 同时，数据显示，

9

月

4~10

日， 专投中国的股票型基金也流入

6.6

亿美元。 然而从市场表现来看，

国内蓝筹股疲弱， 香港恒生国企指

数更弱，海外资金流入支撑

A

股的

逻辑受到质疑。

我们认为在市场火热之时需要

保持一份清醒， 建议兑现大涨后流

动性较差的小市值概念品种， 保留

受益于沪港通的相关蓝筹股， 或者

耐心等待更好的买点。

最大的结构性机会仍来自沪港

通带来的机会， 我们看好高息率品

种、

AH

价差较大品种、

A

股稀缺标

的等。行业方面，推荐军工、计算机、

新能源汽车、教育。 主题方面，推荐

移动医疗 （首推朗玛信息、 海虹控

股、东软集团），上周新增关注环保

和移动支付应用端产业链 （如恒宝

股份、新大陆等），继续关注土改，重

点推荐再度升温的基因测序 （如紫

鑫药业、千山药机）等。

（作者单位：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融资余额5608亿续创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近

6

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在

2300

点到

2350

点区间震荡整理，绝大部分

行业的融资买入量迅速下降， 但两融

余额依然创出

5607.92

亿元新高，较

前周高出

300

多亿元。 在申万一级

28

个行业中， 仅

9

个行业出现融资买入

增加，其中商业贸易、农林牧渔和家用

电器行业位列融资买入增幅前三位，

与同期市场热点变化几乎同步。

融资余额再创新高

净买入额大幅增长

尽管上周仅

4

个交易日， 两融余

额依然创出

5607.92

亿元的历史新

高，较前周高出

300

多亿元。期间买入

额为

1898.34

亿元，偿还额为

1627.96

亿元，净买入额为

270.38

亿元，较前

周净买入额

92.51

亿元翻了一倍多。

厦门证券研究员王永进认为，融

资余额上升再超预期， 这是推动市场

上升的重要动力。他认为，

6

月份新股

首发开启以来， 银证转账整体表现为

净流入，二级市场资金仍然较为充裕，

筹码集中度上升， 短期市场仍然具备

上升动力。西南证券刘浩也认为，上周

那些融资余额继续增长、 融券余额下

降、 融资买入增量明显的行业及个股

值得关注。

商贸农牧家电业

融资买入增幅大

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显示， 上周

行业融资买入的增减与同期热点的切

换几乎同步。 融资买入大幅下降的传

媒、计算机、国防军工、非银金融，整体

降幅都超过

20%

， 分别为

31.59%

、

29.47%

、

27.37%

和

24.53%

，这四个行业

有的有国企改革预期， 有的有新政策

加身，前期均经历了持续上涨。上周这

类强势品种均处于高位震荡的整理走

势，周融资买入则同步下降。

以传媒行业为例， 上周融资买入

减少

54.15

亿元，中文传媒、粤传媒、

新华传媒等出现横盘强势整理。此外，

国防军工、非银金融和计算机行业，分

别减少

44.50

亿 元 、

43.54

亿元和

40.05

亿元，航天长峰、中信证券等龙

头品种同步震荡调整。不过，尽管降幅

和减少的金额大， 以上这四个行业周

融资买入除计算机为

95.85

亿元外，

其他仍超过了

100

亿元。

几乎与热点同步， 上周部分行情

融资买入明显增加。数据显示，在申万

一级

28

个行业中，有

9

个行业逆市出

现融资买入增加状况，其中商业贸易、农

林牧渔和家用电器行业位列增幅前三

位 ， 增幅分别为

55.57%

、

36.78%

和

19.62%

。 从资金增加量看，商业贸易周

融资买入增加

20.64

亿元， 农林牧渔增

加

10.57

亿元，家用电器增加

6.60

亿元。

随着活跃资金追捧， 家用电器龙头股海

信电器继上周四涨停后，昨日再度涨停，

同时连续三个交易日放出巨量， 成交分

别高达

14.3

亿、

19.1

亿和

17.5

亿元。

财苑社区

MicroBlog

短线回落纯属给机会

蕙的风（财经名博）：

经济下

行的担忧倒逼结构调整加速

，

但我

认为这反倒是利好

。

眼下中期行情已经点燃

，

主力

积极调仓引发的震荡已经不再可

怕

。

机构也有优化布局的二次工

作

，

因此短线回落纯属给机会

。

操

作上切忌追抢强势股

，

那些估值处

在历史低位又有改革题材的品种

，

补涨是迟早的事

。

技术上

，

短线比

着沪指

2400

点做波段

，

稳健者仍

宜耐心持有

。

需要提醒的是

，

沪指

60

分钟

MACD

迟迟不肯放红柱

，

要提防

2300

点附近还有一次强力

洗盘

。

（陈刚 整理）

以上内容摘自财苑社区（cy.

stcn.com）

翻翻小盘滞涨股 有几个“苹果”可捡

证券时报记者 邓飞

7

月下旬，深证成指及上证综指

陆续企稳回升。 同期，更为强势的中

小板综指向历史新高发起了冲击，

创业板综指则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7

月

25

日至今，上述两个小盘股指数

累计涨幅均在

20%

左右， 明显超过

同期主板指数涨幅。 不过，中小板及

创业板仍有不少个股在本轮反弹中

跑输对应指数， 滞涨股的后市机会

引人关注。

7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 创业板

综指（

399102

）累计上涨

22.64%

。据证

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创业板同期共有

219

股跑赢创业板综指， 占比为

55.87%

。 也就是说，还有超过

4

成创

业板股未能跑赢创业板综指。

从涨幅滞后的创业板股数据来

看，三高是普遍现象。 数据显示，同期

累计涨幅低于

10%

的

30

余只创业板

股中， 市盈率突破百倍大关的个股有

12

只， 占到总数的

1/3

； 市盈率超过

40

倍的个股有

28

只，占比超过

7

成；

剩下只有

2

成多个股市盈率在

40

倍

以内， 仅有大富科技市盈率低于

20

倍。 股价方面，上述

30

余只创业板股

中， 超过半数个股股价在

20

元上方，

百元股飞天诚 信 同期涨幅仅有

6.86%

。

不过，上述滞涨的

30

余只创业板

股中， 不乏今年的明星股， 如大富科

技、新宙邦、立思辰等，高股价、高市盈

率， 正是因为这些明星股前期惊人的

股价涨幅所导致。 这些强势股不同于

大势的表现，究竟是自身股性决定，还

是在走独立行情， 则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分行业看，在上述

30

余只滞

涨创业板股中， 医药生物及计算机各

占了

6

席， 这两个行业的个股表现更

依赖事件性驱动（催化剂），部分中报

业绩不达预期的个股未能跟随大流也

在情理之中。

再看中小板滞涨股的情况。

7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 中小板综指

（

399101

）累计上涨

19.96%

，同期共有

340

只中小板股未能跑赢中小板综

指，占比为

47.03%

。 从这

340

只中小

板滞涨股的行业分布来看，化工、电气

设备、 建筑装饰及材料等周期板块个

股数量远超电子、传媒、通信等新兴产

业， 这倒是跟主板与中小板指数之间

的分化有相似之处。

除滞涨的低估值周期股之外，中

小板还有一些沧海遗珠值得挖掘，首

当其冲的就是借助苹果新品发布重回

投资者视野的电子股。 细心的投资者

不难发现，安洁科技、歌尔声学、莱宝

高科等苹果产业链相关个股近期都出

现底部放量迹象， 虽然同期涨幅不算

出色， 但是随着苹果新品利好逐步发

酵，后市机会不容忽视。

安信证券分析师赵晓光坚定看好

苹果复制

2004

年

~2007

年诺基亚在

手机换机周期的表现， 并看好苹果供

应链公司随着苹果做大做强的成长曲

线。他认为，苹果供应链公司目前估值对

应

2015

年

15

倍

~24

倍， 估值安全且有

新产品弹性和估值弹性， 首选标的有歌

尔声学、大族激光、立讯精密、金龙机电、

欣旺达、水晶光电、伊顿电子。

守住胜利成果更重要

沈正阳

股市运行离不开经济基本面的

配合， 经济基本面是股市运行不可

忽视的锚。 但是，就现阶段而言，股

市之锚变成了更加难以琢磨的市场

情绪、风险偏好。 而就基本面看，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 局部失速风险加

大；近期美元指数走向、美国国债利

率上行， 制约了国内资金价格回落

的程度，人民币即期汇率有所贬值；

政策定向宽松，但难以全面放水。因

此， 股市显然已经走在了经济基本

面之前，而且不止一步，短期市场均

值回归的压力在增强。

我们预计本周市场在超预期疲

弱数据的冲击下，市场震荡将加剧。

在市场情绪过于亢奋之际， 有必要

在操作上保持一份谨慎。 这种谨慎

既来自于基本面， 也来自于市场本

身。 此外，目前融资余额急升，助涨

助跌风险加大。

我们认为， 短期股市已经偏离

了经济基本面之锚， 而把锚锁定在

了技术超跌且具国企改革的一些二

线蓝筹、 把锚锁定在了技术图形以

及主观偏好之上，但情绪有惯性，更

有其易变性。 在看不到全面放松货

币的情况下， 短期市场不具备快速

上行的动能，相反阻力在增大。

因此， 本周操作需偏于谨慎，

守住胜利成果更为重要。 全面牛

市的开启尚需要一系列数据的验

证， 过度提前反应往往意味着后

期的调整压力。 中期看，投资机会

仍呈现出结构化， 既有受益于供

给端收缩去产能、 市值低于重置

成本的传统周期板块如水电、造

纸、钢铁、工程机械 、航运 、重工

等， 也有景气度改善或政策扶持

的新兴产业如国防军工、

TMT

、新

能源汽车、光伏风电核电、铁路设

备、环保等。 同时，国企改革、信息

安全、国防安全、土地流转等也是

主要的主题投资对象。

（作者单位：东北证券）

低价股担当反弹主角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中国有句古话叫

“

高不成低不

就

”，

形容求职或婚姻上的两难处

境

。

宋朝陈师道

《

宿柴城

》

诗云

：“

起

倒不供聊应俗

，

高低莫可只随缘

。 ”

任渊注

：“

世传

《

乐府曲

》

曰

：‘

高来不

可

，

低来不可

。’”

如今股市亦有此一

说

：

价高者无力得到

，

价低者又不屑

一顾

。

可是

，

股票总有时来运转之

日

，

关键是投资者要有耐性

。

周一

，

沪深两市共计

58

只个

股以涨停价报收

，

其中

10

元以上

与

10

元以下的股票约各占一半

，

以往疯狂的新股和次新股只有

7

只涨停

。

具体分析这些个股可以发

现

，

除了重组股外

，

涨停的基本上

都是

5

元左右的低价股

，

既有业绩

预计大幅增长个股

，

又有扭亏个

股

，

也有业绩预警

、

预亏个股

，

这种

现象看似纷乱

，

却有一条主线贯彻

其中

，

这就是低价股悄然担当反弹

的主角

。

本轮反弹中最大的特点是

，

低

价股涨势比中高价股好

，

尤其是前

期滞涨的低价股补涨效应具有较

好的持续性

。

7

月份以来的牛股中

，

10

元以下的个股占六成

，

低价股

逆袭成了反弹的主力军

。

统计显

示

，

涨幅前

100

位个股中

，

10

元

以下的低价股占了

60

个

。

这些个

股多数都是有色

、

煤炭

、

化工

、

证券

等传统蓝筹股

，

在行业景气度回升

和估值修复的推动下

，

股价走势强

劲

，

将大盘指数和中小盘个股远远

抛在身后

。

相比之下又产生了另一个特

点

，

高价股出现

“

高处不胜寒

”

的分

化迹象

。

7

月份以来

，

沪指上涨了

9.62%

，

深成指上涨了

9.53%

。

与此同

时

，

1362

只

10

元以下的低价股股价

平均上涨了

18.37%

，

1175

只

10

元

～

40

元的中价股的股价平均上涨了

12.53%

，

57

只

40

元以上的高价股平

均股价上涨了

6.56%

，

还没有跑赢沪

深股指

。

低价股崛起背后有何玄机

？

从

以往经验看

，

在调整市道中

，

先是高

价股跌

，

后是低价股跌

，

但随着股指

回暖

，

这个程序正好倒过来

，

即低价

股先涨

，

以抬升市场的价格重心

，

随

后是高价股续涨

，

打开股价的上涨

空间

。

从投资者行为看

，

市场对低价

股的偏好有所抬头

。

对普通股民来

说

，

低价股显然比高价股具有号召

力

；

对机构投资者而言

，

本来就重仓

流动性好

、

估值合理的低价蓝筹

。

总

体上

，

盘面变化正向着低价股全线

崛起方向演变

。

谭恕/制表 翟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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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综指昨日再创反弹新高，近3年多以来首次收盘站在1300点上方。 翟超/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