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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捡漏” 引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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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券商包揽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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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核电联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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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开启在即

投资者谨慎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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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延伸+跨界并购

电影影子公司掘金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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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

持仓限额指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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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车险费改意见发布

6省市春节后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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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深改继续啃“硬骨头”

国企改革仍是大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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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央行意外降息

澳元大跌股市劲升

人民币贬值预期加速资本外流

国家外汇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资本项目逆差 912 亿美元，较去年三季度大幅扩大。 民生证券研报分析称，金融危机后国内企业

或个人通过虚假贸易或对外负债借入了低息美元流动性，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下降和美元强势相结合导致这部分美元流动性外流，近期人民币

贬值也印证有一定资本外流压力。

A5

卡塔尔投资局减持农行H股套现1亿港元

A4

上交所：期权交易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上交所总经理黄红元在昨日举行的股票期权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期权交易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推出初期平稳安全运行将放在第一位。衍生工具

的“零和博弈”属性决定了期权市场上新增的力量永远是“多空均衡” ，股票期权被理解为新的做空工具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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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股通单日净买入50亿 抢筹金融股

沪指在金融板块带动下大涨2.45%，重返3200点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明珠

外资通过沪港通抢筹

A

股再发

力。昨日沪股通再次出现异动，每日额

度

130

亿元剩余

80.42

亿元， 意味着

沪股通净买入额高达

49.58

亿元，较

周一放大近一倍，不仅创出今年新高，

也是自沪港通开启以来除第一日额度

用完以外，单日额度使用最高的一次。

此前外资通过沪股通入市一般是

在尾盘急速拉升，

1

月

29

日、

2

月

2

日

最为典型： 收盘前沪股通的使用额度

较少，甚至呈净卖出状态，而在尾盘阶

段沪股通额度被大量使用， 显示有大

额外资购买上海

A

股。 而昨日则略有

不同， 一开盘沪股通的使用额度就稳

步上涨，中午收盘时额度已使用

10

亿

元， 下午开盘后使用额度上涨开始加

速， 尾盘

30

分钟内沪股通买盘激增，

且放量之势一直维持至收盘。

在

1

月

27

日至

2

月

2

日的

5

个

交易日中，上证指数连续下跌，外资把

握机会入市“捡漏”，通过沪股通累计

净买入

100.07

亿元， 逐渐布局

A

股，

而仅昨天一个交易日沪股通净买入额

就接近

50

亿元， 外资流入

A

股的速

度呈明显加快之势。昨日沪指在券商、

银行、 保险等金融板块大幅走高带动

下大涨

2.45%

， 并重返

3200

点之上，

沪股通十大活跃成交股中金融股也占

据半壁江山，中信证券、中国平安、中

国太保、 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均排在

榜单前列。

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3

日，中国平

安

6

次上榜十大活跃股， 累计买入金

额达

11.77

亿元； 中信证券

5

次列入

十大活跃股，其中

3

次居于榜首，累计

买入金额

18.97

亿元； 招商银行也进

入十大活跃股榜单

5

次， 累计买入金

额

5.87

亿元。 个股的表现也与资金动向

完全吻合： 昨日中信证券大涨

5.5%

，中

国平安上涨

4.3%

，招商银行涨幅也达到

3.41%

。

汇业证券首席策略师岑智勇分析

称，外资买入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刺激

A

股走出一波上扬行情， 而沪港通在

A

股

突破

3400

点未果而回调的整个期间都

有买入意愿， 可见外资对

A

股的兴趣依

然很浓。有银行业分析师指出，外资布局

A

股总体呈分批买入、平均建仓的态势，

而有大跌风险时会加速卖出， 如果市况

相对回暖，则会陆续建仓。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经济增长目标适当下调

腾出精力调结构惠民生

证券时报记者 吴智钢

在今年地方两会中， 全国各省份

普遍下调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 事实

上， 这是在去年全国各省份除西藏外

均未能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情况下进行

的调整。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

中高速增长、 更重视提质增效的新常

态下，各地政府此举是务实和明智的。

既然高增长目标已经实现不了，

向下适当调整， 一方面可以避免年初

目标定高了年底又落空的尴尬， 另一

方面，也可以腾出更多精力、财力，抓

好调结构和惠民生这两件大事。

调整经济结构既是适应中国经济

新常态的需要， 也是惠及民生的一件

大事。过去粗放的经济增长结构，不仅

严重消耗了资源，也污染了环境，影响

了国民的幸福指数。

目前， 中央政府调结构的积极性

很高，但在地方上却遇到了层层阻力，实

际进展十分缓慢。 主要原因就在于地方

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目标， 难以割舍

高耗能、高污染的产能，也下不了决心砍

掉过剩产能。这其实是一种短视的表现，

长痛不如短痛， 只有尽早卸下产能过剩

包袱，才能把精力、财力放到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上， 才能走上节能环保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

其实， 调结构短期来看可能会使经

济增长放缓， 长期来看则更有利于经济

健康增长。从去年各地经济情况来看，一

些经济结构不合理而又未能得到调整的

省份， 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最严重，例

如，“一煤独大”的山西、“以钢为纲”的河

北，经济增长都在全国排名靠后。这些地

方只有忍痛割爱， 大刀阔斧进行结构调

整，才能重新走上经济良性增长之路。

在对经济增长目标作出合理调整

的同时，各地政府应该把惠民生当作另

一个工作重点。 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

同时，各地普遍都存在对民生工程的欠

账，如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交通堵、

雾霾多等。 地方政府应该投放更多的精

力和财政资金，提升医疗、教育和养老

条件，增加更多的公共交通工具，建立

食品安全的管理系统，同时还应该花大

力气进行环境治理，不仅要改善空气质

量， 还要改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增长为

人民”的理念。

国家将为个人编制“税号”

２月 ３ 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在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截止。 这份内容丰富的

意见稿一个突出特点是，明确了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的法

律地位：“国家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 今后，

税务部门将按照国家标准为企业、公民等纳税人编制唯

一且终身不变的确认身份的数字代码标识。 目前我国企

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都拥有税务登记代码，主要由

区域码和组织机构代码组成，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代码

为其居民身份证号码。 而对于自然人，税务代码制度却

没有实现全覆盖。 全程参与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

案》修订与讨论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说，纳税

人识别号制度的建立， 有助于夯实体现纳税人诚信体

系，用纳税人识别号串联起各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信

息管税” ，也能为未来房地产税法制定、个人所得税法的

完善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华社/图文

百元股扩容 扎堆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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