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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股很任性 85股年内涨翻番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沪深上市公司年报密集披露之后，

高送转股吸引市场资金关注， 已悄然

走出了规模化的板块行情， 财富效应

突出。

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显示， 今年

已经公布送转方案的个股中，

218

只个

股出现

10

股送

10

股及以上的高送转，

其中，

10

送转

15

的个股

28

只，

10

送转

17

的个股

1

只，

10

送转

18

的个股

4

只，

10

送转

20

的个股

7

只。

仅就今年累计涨幅而言， 这

218

只

个股中已有

85

只个股股价翻番， 其中，

股价翻两倍的个股

13

只，翻三倍的个股

2

只，翻四倍的个股是再生科技，涨幅高

达

427.50%

。

高送转股多现高成长

从年报数据分析，多数公司推出高

送转方案的同时，公司业绩出现良好的

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218

家高送转公

司中 ， 来自中小创公司占比高达

83.94%

。 除了

35

家公司来自沪深主板

之外，

95

家公司来自创业板，

88

家公司

来自中小板。

在

218

家高送转公司中，

2014

年度

净利润增幅超过

100%

的公司有

30

家，

净利润同比下降的公司只有

33

家。 其

中， 年度净利润增幅最大的公司是爱康

科技，

2014

年净利润虽然只有

9000

多

万元，但

2013

年净利润仅

845.29

万元，

由此增幅高达

988.58%

。 来自传媒行业

的顺荣三七以净利润增幅

938.08%

位列

第二， 电子行业的联建光电以

723.60%

的增幅位列第三。

高成长是创业板、 中小板公司的显

著特征，业绩增速明显、股本小具备股本

扩张动力， 成为中小创高送转的强大依

托。

2014

年度，创业板公司积极适应经

济增长新常态，加大创新力度，广泛利用

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再融资等资本市场

工具， 主动转型升级， 取得了良好的业

绩。 与此同时，中小板公司

2014

年转型

升级效果显著， 营业收入增长率虽然有

所放缓，但净利润增长率大幅提高，高新

技术产业、 战略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等上市公司快速发展， 经济增长质量

提升。

数据显示，

218

只高送转股（

10

股

送转

10

股及以上）中，虽然绝大部分

方案尚未实施，但是资金闻风力捧，相

关个股股价也快速上行。

牛市氛围助推股价

从去年

6

月至今的个股涨幅分

析， 今年高送转个股的表现依然只属

牛市行情中的强势延续行情。 去年以

来累计涨幅最大的个股受全球科技潮

影响显著， 今年累计涨幅大的个股更多

动力来自高送转。

整体而言，去年

6

月以来，上述

218

只个股的累计涨幅远超今年以来的涨

幅，这得益于牛市行情的有效延续。

218

只个股去年以来全部实现上涨， 涨幅翻

倍的个股有

162

只，

65

只个股涨幅超过

2

倍 ， 涨幅最 少的安 洁 科技也有

12.58%

。

数据显示，去年

6

月至今，涨幅前三

的个股分别是同花顺、 中科金财和中天

城投， 涨幅分别为

900.68%

、

640.71%

和

592.41%

，分别来自计算机行业和房地产

行业。

尽管累计涨幅已经非常惊人， 但是

高送转板块热度不减。 昨天，长方照明、

大橡塑、泰胜风能、博深工具、中电环保

等近

40

只个股再度涨停，而昨日发布高

送转预案或已实施利润分配的个股纷纷

涨停， 伴随已发布高送转预案个股的权

益分配日纷纷到来， 高送转抢权行情在

进一步升温。而随着财富效应的凸显，资

金短期撤离的可能性不大， 部分个股仍

具备进一步上行的动力。

产业资本恐高 3400点上方套现逾400亿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自从

3

月

16

日突破

3400

点以来，

沪指接连攻克多个重要关口， 目前已逼

近

4000

点。 而随着股指的走高，以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为代表的产业资本频频减

持离场，套现金额超过

400

亿元；机械设

备、电子元器件、医药生物等行业被减持

的个股数量较多。

3400点上方频套现

本轮行情中，

3400

点压力重重。

1

月

份时， 沪指曾在

1

月

9

日、

1

月

16

日、

1

月

23

日三个交易日的盘中均短暂冲上

3400

点，但由于抛盘过大，收盘时均没

能守住。 直至

3

月

16

日， 沪指才突破

3400

点，随后一路上涨，迅速攻克多个

整数关口，逼近

4000

点。

在

3400

点上方，产业资本开始“恐

高”， 套现步伐加快。 统计显示，

3

月

16

日以来，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净减持

36.28

亿股，净减持市值

403.48

亿元。 而此

前

1

月份与

2

月份时， 沪指整体维持

横盘格局， 产业资本在这两个月分别

净减持

391.28

亿元、

325.04

亿元。 相

比

1

、

2

月份，

3

月

16

日以来， 市场交

易天数较少， 但产业资本减持金额较

大，显示产业资本正加速出逃。

此外，不考虑复权因素，上市公司

重要股东整个

3

月份净减持市值

555.66

亿元，为连续第三个月净减持，

单月净减持市值创

A

股史上最高水

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轮牛市中，

被减持市值最多的月份为

2007

年

4

月（当月净减持了

110

亿元），而并非

指数涨得最高的

2007

年

10

月 （当月

净减持市值不足

70

亿元）。另外，

2007

年

4

月沪指总体运行区间为

3200

点

~3900

点，正处于牛市的半山腰，不

过此后沪指并非一路大涨， 在

5

月底

遭遇“

5

·

30

”大跌，

6

月份时再大跌逾

7%

，随后才连涨四个月，进而形成历

史大顶。

从历史经验上看， 产业资本减持市

值大增，并不一定预示着市场将见顶，不

过风险的不断积聚却不能回避。 国信证

券日前也发布研报表示，

2015

年

3

月，

散户情绪激动疯狂入市， 机构继续追高

谨慎，股东逢高大量减持，情景与

2014

年

12

月类似，不同的是机构的态度由乐

观转为谨慎， 由此

4

月份指数出现调整

的可能性很大。

六行业被减持较多

行业方面， 上述被减持个股分布广

泛，不过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医药生

物、信息服务、建筑材料、化工等行业个

股数量相对较多。

个股方面， 南钢股份被减持市值较

大，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于

2

月

27

日

至

3

月

19

日期间，减持南钢股份

1.93

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

3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期间，南京钢联及其一致行动人

南钢联合合计减持南钢股份

5%

股份。

此外， 中国重工被减持市值也很大，

不过减持区间跨度较大。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7

日，中国重工遭控

股股东中船重工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

持

9.18

亿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5%

。

其他个股方面， 上海电气、 中科金

财、赛象科技、博腾股份、国海证券等个

股的减持市值也较大。

此外， 中小板和创业板等小盘仍然

是被减持的重灾区。 不论是在减持数量

还是减持市值方面，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

个股均为所有减持数据的约一半。

除了减持， 增持数据也许更值得投

资者关注。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

3

月

16

日以来， 有

55

只个股获得重要股东

净增持。 其中化工、医药生物、计算机设

备等行业获增持个股相对较多。 个股方

面， 中国平安获增持金额较大，

3

月

20

日至

3

月

26

日， 公司

2015

年度核心人

员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完成购股，共

购得公司

A

股股票

405.02

万股，买入金

额合计

3.12

亿。

从主板中寻找

类“创业板” 股票

汤亚平

近阶段的市场

，

基本上是一

个单边上涨的行情

，

用于判断顶

部的那些技术分析似乎都不灵验

了

，

什么看跌的

K

线组合形态

、

各种技术压力位等等

，

都不能阻

止股指的上涨

。

沪指

4000

点强烈

预期

，

使市场带有强者恒强

、

弱者

补涨的特征

，

表明当前

A

股市场

尚未进入最疯狂阶段

。

从寻找弹性最大的超预期角

度看

，

A

股未来主要机会仍将来

自于成长

，

当前相对更看好的标

的应该是从主板中寻找类

“

创业

板

”

股票

。

为什么

A

股未来主要机会

仍将来自于成长

？

从投资者行为来看

，

新增

A

股开户账户数连续数周处于高

位

，

近一个月内新增逾

400

万户

A

股股民

。

仔细分析

，

这一轮新

增散户的年龄阶层发生了显著

变化

，

80

年代生育高峰时期的年

轻人已经纷纷踏上工作岗位

，

并

且小有积蓄

；

而

90

后新生代股

民本来就伴随着互联网成长

，

并

且是新兴行业的消费主力

，

因此

对于这些行业的成长故事接受

度更高

。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对

于这些

80

后

、

90

后的投资者来

说

，

很多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名

字可能从未耳闻

，

而这些投资者

也不像老股民那样痴迷技术分

析和看图选股

。

从公司行为来看

，

这种变化

带来的影响会加速新兴成长行

业与传统行业的融合

，

传统行业

的公司也需要迎合市场喜欢的

方向才能获得资金关注

。

换个角度

去思考

，

互联网

+

传统行业

、

智能

+

传统行业

，

这样的企业反而是预期

逆转空间最大的

，

这就是为什么零

售

、

纺织服装

、

电气设备

、

包装机械

行业一季度显著跑赢其他行业的

根本原因

。

从市值增长比较来看

，

创业板

股票中不乏

300

亿元

、

500

亿元甚

至

700

亿元的大市值和

100

倍

、

200

倍的市盈率

，

而主板中同类行

业的中小市值股票相对便宜很多

。

今年以来创业板暴涨

73.72%

、

中小

板暴涨

57.41%

，

而主板中成长股的

绝对价格只有创业板平均股价的

三分之一

，

这类

“

成长牛

”

存在补涨

需求

。

从量价关系来看

，

当前市场关

注成交量比关注大盘指数重要

。

事

实上

，

看量就是看资金流向

，

跟着

钱走

，

特别是跟着大钱

、

跟着那些

“

聪明钱

”

走

，

这才是普通投资者赚

钱的门道

，

那些

“

聪明钱

”

赚得盆满

钵满

，

普通投资者可以跟着搭乘一

段顺风车

。

总之

，

上证综指有补涨的需求

，

但指数不断走高

、

风险也在加大时

，

获利避险的最好方法是换股

。

将获

利丰厚的创业板高价股

，

换成牛市

第二阶段最有爆发力的主板中

“

创

业板

”

类股票

；

将内生成长性股换成

外生成长性股

；

将涨幅已到位的成

长股

，

换成传统产业的中小盘

、

中低

价的资产重组股

，

换成主板中互联

网

+

、

智能

+

的成长股

。

这些上市公

司有望通过资产重组

、

吸收合并

，

通

过拥抱互联网

、

智能化

，

使传统企业

华丽转身为一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公司

。

中金投董事长张培峰：

二季度可布局五类股票

� � � �深圳私募界向来不缺少传奇

出现。一季度，一个成立两个月的

私募产品累计收益高达

99.9%

，

私募人士如何创出如此高的收

益，二季度又有哪些投资机会？近

日， 深圳中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培峰做客证券时报网

社区（

cy.stcn.com

），与投资者一

道分享自己的观点。

持续上涨7~8年

涨势如虹的牛市会持续多久？

张培峰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

在对外扩张， 势必带动经济的增

长， 从这个角度分析，

A

股还能涨

7~8

年。 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拿下

上次高点

6124

点肯定没问题。

张培峰同时表示，“如果出现

调整，可能就是买入的好时机。”他

认为，

A

股走牛超过半年， 现在已

有大量的获利盘，获利回吐是正常

现象。再一个就是投资者心理的变

化，大市上升过程中，每到一个技

术高点，都是对投资者心理的一个

考验， 不论是出于防御还是恐惧，

资金暂时撤出都是合理的，集中表

现可能就是股价的回调。

“如果短期

4000

点的目标被

突破了，沪指回调个

200

点

~300

点都是正常的， 现在的仓位应该

谨慎， 但是回调就是加仓好时

点。 ”张培峰表示。

创业板屡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迭创新

高，其估值一直被市场质疑，创业板

何去何从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张

培峰认为，现在创业板遍地开花的上

涨形势持续性不会很好，经过这波凌

厉上涨之后可能会出现调整。

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

会氛围将催生众多创新型公司，持

续激发市场的活力。张培峰认为，从

投资的角度来讲， 虽然创业板可能

出现回调， 但是指数屡创历史新高

的趋势未变。

张培峰还表示，投资者要暂时避

开二级市场上涨过多的公司，因为投

资者很容易追在调整来临之前的最

高位，与此同时，投资者可以寻找那

些还在相对低位整理的公司，一旦市

场爆发，量价配合，可果断介入。

二季度关注五个方向

关于二季度投资方向，张培峰表

示， 投资者可适当布局五个方向，一

是金融板块的银行、券商股。 二是低

市盈率的二线蓝筹股。三是具有技术

壁垒的医药公司。 四是沪港通标的。

五是受益国企改革的相关公司。

在操作层面上， 张培峰认为，

在交易中通过长短期结合，轮动操

作， 不断的降低整体持仓成本，最

终可以取得丰厚的利润。 “战略是

长期看好某个板块，从而在这个板

块里面寻找出绩优股，与之相对应

的是长线投资。 战术则是市场中会

不断出现热点题材，热点题材对应

的就是短线投资。 ”张培峰进一步

解释。

（吴晓辉 整理)

两融余额新高不断 制造业融资买入明显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4

月

1

日， 沪深

A

股两融余额首次

突破

1.5

万亿元， 之后两天继续以日均

200

亿的速度递增，交投极其活跃。 从去

年

12

月

19

日首次突破万亿至今， 两融

余额以月均

1500

亿的量能递增，不断创

出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

日，沪深两

市融资融券余额为

15183.91

亿元，较

前一交易日大增

244.75

亿元。 其中，融

资余额报

15099.55

亿元， 较前一交

易日增加了

240.75

亿元，当日融资净

买入额为

240.74

亿元，仅次于今年

2

月

25

日和

2014

年

12

月

8

日， 位居

历史单日净买入额第三位。 此外，融

券余额报

84.37

亿元， 仅次于今年

1

月

7

日的

85.02

亿元， 位居历史第二

位。 此后两天，融资净买入额度虽然

出现下降， 但整体依然高于平均水

平， 分别为

198.66

亿元和

151.96

亿

元。 当前，牛市财富效应正激励

A

股

进入投融资良性循环，真正服务实体经

济。 不过，两融操作带来的风险也不可

忽视， 因此随着两融规模的进一步增

加，两融业务还会面临着更严格的监管

和规范。

就上周各行业的融资买入和融券卖

出动向分析，资金正在出现明显的分流。

经历股指的连续上涨之后， 杠杆资金在

进一步撤离科技、环保行业，流向权重的

制造、金融、地产行业。数据显示，制造业

一周吸引融资净买入

334.99

亿元，金融

行业居第二， 融资净买入

198.88

亿元，

房地产行业以净买入

51.92

亿元居第

三。 期间净买入额出现负值的也有三个

行业，分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

生行业和水利环境行业， 净买入值分别

为

-1.54

亿元、

-0.49

亿元和

-0.18

亿元。

二级市场上，银行券、商保、险股在

震荡中走高， 创业板和中小板个股借助

高送转进入疯狂拉升， 股价和市盈率之

间进一步分化， 这已经提前在两融市场

得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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