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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八成个股跑赢大盘 触网概念牛股倍出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经历了

1

月份的小阴线之后， 上证综指

在

2

月份企稳，

3

月份则势如破竹、 连创新

高，涨幅超过

13%

，使一季度上证综指整体

涨幅达

15.87%

。

股指冲劲十足，个股更是精彩纷呈。据统

计，一季度共有

2168

只

A

股跑赢大盘，整体

占比超过八成。 其中，计算机、通信、传媒、机

械设备、医药生物等行业牛股倍出。

牛多熊少

八成股票跑赢大盘

与去年

12

月份“大象起舞”而小盘股滞

涨的行情相比， 今年一季度出现普涨行情。

统计显示，所有

2662

只

A

股中，不计停牌或

涨幅为

0

的股票，一季度股价涨幅为正的总

共有

2512

只，整体占比约

95%

，而股价涨幅

为负的股票仅

61

只， 且其中仅

7

只跌幅超

过

10%

。

在所有股价上涨的股票中， 一季度共有

2168

只股票涨幅跑赢大盘，整体占比超过八

成。 具体来看，一季度涨幅在

50%

以上的股

票有

798

只，涨幅翻番的股票也有

169

只，其

中，长城电脑、新国都等

25

只股票的涨幅在

200%

以上。 不计次新股的话，大智慧的涨幅

最为可观，一季度涨幅达到

394.31%

。

次新股方面， 中文在线自

1

月

21

日在创

业板上市后，携“次新股

+

在线教育”的春风，

一骑绝尘， 从发行价

6.81

元一度飙至最高

91.18

元，成为目前为止今年上市次新股中的

牛股之王。再升科技、博世科、火炬电子、春秋

航空等次新股也与之呼应，涨幅同样惊人。

百花齐放

触网概念股最走俏

从涨幅翻番的牛股来看， 行业分布十分

广泛，除最热门的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外，

传媒、商贸、钢铁、公用事业、汽车、医药生物、

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行业都有所涉及，不过

多数也都与互联网概念相关。

例如，由于具有“互联网

+

金融”等多重

概念，大智慧在一季度的表现最为令人瞩目。

今年

1

月底，在停牌半年之后，公司抛出斥资

85

亿元收购湘财证券

100%

股份的方案，随

后开始了连续

11

个交易日的涨停之旅。经过

短暂盘整后，该股于

3

月

25

日创下历史新高

34.47

元，一季度振幅达到

466.39%

，市值接

近

590

亿元。

联络互动由“新世纪”更名而来，公司主

营应用软件开发与销售、 系统集成及技术支

持与服务，主要面向电力、烟草等重点行业客

户。 公司

3

月初还宣布， 拟改变募投资金投

向，以

1.27

亿元收购卓属信息

100%

股权，以

迅速进入手游行业。该股股价

1

月份从

30

多

元开始逐步上行， 至

3

月

16

日后快速发力，

同样于

3

月

25

创下

168

元的历史新高，一季

度整体涨幅达

284.76%

。

除上述两家公司外， 一季度涨幅在

200%

以上的股票还包括如意集团、 银之杰、

沙钢股份、京天利、华鹏飞、德尔家居、长城电

脑及中天城投。

不过，经过这一轮普涨行情之后，这些涨

幅居前的股票估值已不便宜， 市盈率和市净

率均相对较高。统计显示，一季度涨幅翻番的

股票中，平均市盈率达到

213

倍，平均市净率

也达到

11

倍。

大盘股稍作喘息

重组失败致个股大跌

一季度股价下跌的股票共

61

只，不过跌幅

普遍不大， 其中

14

只股价跌幅不超过

1%

，而

跌幅超过

10%

的股票仅

7

只， 包括威华股份、

合金投资、华泽钴镍、

*ST

集成、申万宏源、秀强

股份和民生银行。

从这些股价下跌的股票来看， 跌幅最大的

主要是重组失败的股票。以威华股份为例，

2

月

25

日，公司公告称，拟收购的赣州稀土矿业，由

于环保部的竣工验收以及工信部的稀土行业准

入批准，均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遂决定终止

重组。随后该股连续三个跌停，一季度累计跌幅

达

21.39%

，成为

A

股市场一季度跌幅超

20%

的

唯一一只股票。

此外， 合金投资因为接盘方无法筹集足够

的资金，其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终止，该股股价一

季度也累计下跌

19.72%

。

一季度股价下跌的股票中， 还包括民生银

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重工、国电电力、

国投电力、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等，这部分大盘

股普遍跌幅较小， 主要是由于在去年底累积了

巨大涨幅，因而在今年一季度稍作喘息。

分析师：二季度券商股不再是热门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回顾一季度， 上行的

A

股行情没有太让

各大券商研究所难堪，但对二季度行情，各大

券商的看法有了分化。

申万宏源预测， 极端情况下上证综指波

动可能上行至

4500

点。国泰君安则认为，

A

股

整体在

15%

的区间内波动 （

3100

点

~3600

点）。 而华泰证券表示，经济形势在二季度可

能企稳。 方正证券则担心二季度

A

股会出现

调整。

行业配置方面， 最明显的变化是券商板

块， 在二季度已经不再被列为一致推荐的首

选行业。

经济重要窗口期出现

今年初，

A

股上涨的拐点已经出现。 国泰

君安认为，“大分化” 源于风险偏好的提升，

A

股长期牛市注定是多重动力全面推动的结

果。 去年动力是无风险利率，今年动力则是风

险偏好。

从各大券商的观点来看，

A

股目前出现了

值得观察的重要窗口期。

方正证券此前将

2015

年的经济环境认为

是七年来的第三个分水岭， 未来面临两条路

径：通缩方向和温和的通胀方向。 从海外市场

经验看，通缩意味着仍将有持续的熊市。因此，

A

股在正式走向牛市之前，仍有一道通缩的门

值得担忧。方正证券预计，二季度会出现调整，

需注意创业板风险。

申万宏源认为，伴随增量资金入场，交易

活跃度提升会助推行情从小盘向中盘扩散，节

奏上需警惕地产及投资数据、美国加息政策的

潜在变数干扰，

3

月至

5

月将是重要窗口期。

华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俞平康则认为，

经济形势二季度可能企稳，房地产至为关键，

政府稳增长的压力大，需要寻求稳增长与调结

构的平衡点，三季度则存在不确定性。

二季度行业配置逻辑改变

二季度，大类资产配置转移带来的增量资

金依然被视为推动牛市的关键因素。

方正证券策略分析师徐彪表示，去年以来

的杠杆牛市仍在持续，除非政府不再整顿非标

资产，目前看来整体格局不变，坚持牛市不动

摇，但可能影响投资风格。

行业配置方面， 券商板块此前几乎是被各

大机构一致推荐的行业， 但进入第二季度之后

已经发生变化， 机构看好的板块更多地集中在

环保、互联网金融等领域。

国泰君安建议， 配置在新成长逻辑下推动

的行业：第一，工业化与互联网的融合、商业模

式驱动与创新驱动共同催生的工业互联网，受

益行业包括通信、电子、计算机、机械以及新能

源。 第二，由政府驱动叠加创新驱动、制度红利

释放最为受益的大环保，包括环保、环保设备、

新能源等。第三，由互联网与改革共同带来的传

统行业转型升级的机会， 受益行业包括家电中

的黑电、汽车、农业和医药。

此外，还有改革性的主题机会：以环保为核

心的天然气、 新能源领域及因环保标准提高而

受益的高污染行业的一些龙头公司， 进入政策

落地大年的国企改革主题， 拉动内需的区域振

兴规划“长江经济带”主题，以及有望在低基数

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体育主题。

方正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郭艳红坚持行业

均衡配置，首选环保、生物医药和

PPP

模式转型

的传统工程基建企业。 申万宏源二季度看好的

板块则包括消费、汽车家电、自贸区概念及新兴

产业和铁路集运。

以史观今 股市二季度会怎么走？

证券时报记者 黄剑波

今年一季度，

A

股市场相当的火爆。新股民

的蜂拥，两会行情的预期，“一带一路”的热点等

等，把股指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一举冲破近

七年的高点。随着一季度行情的落幕，股民们在

狂欢之余，心里也难免犯嘀咕，这牛市还能持续

多久？二季度会调整还是会上攻？有哪些热点板

块可以布局？

历史数据暗示

二季度上行概率大

今年沪指一季度上涨幅度达

15.87%

，实现季

线

3

连阳，从时间角度来说，包含一季度在内的

季线三连阳走势在沪指历史上一共出现过

6

次：

第一次：

1992

年，此后二季度上涨

212.45%

；

第二次 ：

1993

年， 二季度最高上涨至

50.4%

，最后冲高回落上涨

8.76%

；

第三次 ：

1997

年， 二季度最高上涨至

22.31%

，最后冲高回落涨

1.27%

；

第四次：

2006

年，二季度上涨

28.8%

，从此

开始

2007

年的大牛市，一路上涨至历史最高点

6124.04

点；

第五次：

2011

年，二季度下跌

5.67%

；

第六次：

2015

年，接下来二季度又会如何走？

从历史数据中，可以看出，此前包括一季度

在内的季线

3

连阳走势出现之后， 二季度上涨

的次数达

4

次，下跌次数

1

次。

从技术角度来说， 今年季线三连阳的走势

与

2006

年有异曲同工之处：一、

60

季线向上；二、

从突破

60

季线开始向上收阳。 不过，今年的走势

却比

2006

年更为强势， 三个季度涨幅合计达

68.11%

，力度可谓史上最强！

从资金面来说，两融余额不断新高，新股民一波

接一波地跑步入场，市场做多热情依旧，当前货币政

策也相对宽松，可以说，二季度股市仍旧不差钱。

从基本面及热点来说， 众多公司年报预喜，

“一带一路”、“互联网

+

” 等热点被市场反复炒作，

管理层也严打操纵股价等违规现象，给

A

股提供

了健康的土壤。

从以上的多维度分析， 二季度行情上行的概

率很大，能给股民们提供不错的获利机会。

背离行情下股指4月或调整

根据历史行情， 在过去的

24

年中，

A

股行情

在

4

月份有

14

年是上升的，仅有

10

年下跌。相比

其他月份，

A

股

4

月上涨概率较高。

而在上一次

2006

至

2007

年的牛市行情中，

4

月份沪指也是大幅上涨， 月线涨幅仅仅次于

2006

年

12

月。 从历史上

5

次季线的

3

连阳走势统计

中，

4

月份下跌的次数也只有

1

次，上涨次数

4

次。

当前，不论是资金面还是政策面，都有利好因

素支撑指数继续保持强势格局。 但眼下沪指尚未

站稳

3800

点， 然而两市中除少数低估蓝筹之外，

许多个股不管是股价还是估值都已经创出历史新

高。在这样不对称背离的行情当中，指数的上行趋

势在持续，但市场的风格可能将出现转换轮动。特

别是短期内指数加速上涨， 将会消耗更多的可运

用资金，股指可能进入震荡整理。

后市买什么？ 蓝筹最保险

目前，许多个股已经涨出历史新高，再进去追

涨， 风险无疑是巨大的， 资本市场中后知后觉的

人，也往往容易接下股价下跌之前的最后一棒。后

市随着风格的轮转，加上新资金的不断入市，投资

机会可能更加集中在低估值且业绩良好的蓝筹个

股当中， 部分真正具有成长性的成长股也有望在

震荡之后通过高成长化解估值压力。

钟恬

/

制表 官兵

/

制图

稳增长预期下

哪些板块还会有惊喜？

证券时报记者 尹振茂

相关部委于近日推出政策组合拳

，

为房地

产行业松绑

。

上述稳增长政策可以说在市场的

预期之中

。

两会期间

，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就明

确表示

，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影响了就业

、

收

入等

，

逼近合理区间的下限

，

会在稳定政策与稳

定市场对中国长期预期的同时

，

加大定向调控

的力度

，

以稳定市场的当前信心

，

并称运用政策

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

，

稳增长工具箱里的工具

还比较多

。

据证券时报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的信

息

，

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低于预

期

。

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一季度可能存在的

经济下行压力

，

两会结束没几天

，

国家发改委

就由主任徐绍史带头

，

兵分八路

，

赴各地就经

济形势进行调研

。

从调研区域来看

，

主要集中

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

。

其中

，

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东北

。

近些年来

，

尽管国家一直在推进东北工业

振兴

，

甚至在国家发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东北振

兴司

，

但实际成效不大

，

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一直

得不到提升

，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拖了全国的后

腿

。

如果能通过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

，

有效解决东

北的增长困境

，

这将对全国的稳增长大局产生积

极影响

。

从这方面来看

，

国家发改委相关领导近期对

东北的高密度调研

，

或许正是为将要出台的东北

支持政策提供更为扎实的政策依据

，

其支持方向

，

可能不会局限于普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

而更会侧

重于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的高端制造

，

如高端数

控机床等

。

因此

，

在预期中的围绕

“

一带一路

”、

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战略的

“

7

大类重

大投资工程包

、

6

大领域消费工程

”

的政策工具之

外

，

未来国家重点推出的政策可能会集中在东北

方面

。

在产业选择上

，

可能普通的基础设施只是其

中的一部分

，

还有很大一部分将是能够提升产业

发展水平的高端制造

。

其中就包括军民两用的北

斗产业

，

这个正在冉冉升起

、

应用相当广泛的朝阳

产业

，

将会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