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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融增势不减 周融资净买入创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谭恕

A

股

4000

点处波澜不惊，源自看多

资金的稳健推高。 沪深两市一度单日放

出

1.55

万亿天量， 上证指数轻松迈过

4100

点，与此同时，两融资金的活跃度

也进一步提升。

上周， 两融余额突破

1.65

万亿，期

间融资净买入达到

980.56

亿元，两项指

标均创出历史新高。截至昨天，两融余额

见到

1.68

万亿新高。 数据显示， 今年

2

月底， 周融资净买入金额仅

466

亿元，

3

月初突增至

743.37

亿元，

3

月中突破

800

亿元， 除了

3

月下旬微调到

650

亿

元附近，之后一直维持在

800

亿元以上，

上周达到

980.56

亿元逼近千亿。

两融余额一周增千亿

净买980亿创历史新高

市场的财富效应越突出，杠杆资金的

威力在市场显示得越充分，两融资金的活

跃度也越高。 近周，周融资净买入维持在

历史高位，上周更创出周买入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今年

2

月底，周融资净买

入金额仅

466

亿元， 到

3

月初突然增至

743.37

亿元，

3

月中突破

800

亿元， 除了

3

月下旬某周微幅调整到

650

亿元附近，

之后一直维持在

800

亿元以上， 上周达

到

980.56

亿元逼近千亿，创出历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

3

月底到上周的连

续三周里， 融券周卖出额连续三周突破

千亿，同样创出历史新高，其中

4

月

3

日

当周高达

1163.85

亿元。

沪深市场融资融券交易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正式启动， 一路平稳发

展。

2014

下半年，随着

A

股行情的发

展，两融余额持续攀升，在

12

月

19

日

冲破万亿大关， 达到

10070

亿元。 今

年，

A

股经历了两个月盘整，

3

月份继

续发力，两融规模增速加快。月内连破

1.2

万亿、

1.3

万亿和

1.4

万亿三大整

数关口。

4

月

1

日更是成功站上

1.5

万

亿，上周进一步突破

1.6

万亿元。

信息技术融资净买劲升

仅次制造业金融业

融资净买入和融券卖出额同步创

出历史新高， 这表明买入和卖出资金同

样活跃，更多地理解为资金在换筹。行业

数据则可以窥见两融资金在两融板块的

切换。

行业数据显示，以融资净买入排名，

继制造金融行业之后， 前周排在第三位

的房地产行业上周下降到第四位， 信息

技术行业则净买入劲升，替代了房地产。

具体来看，连周以来，金融板块连续

被投资者青睐， 成为融资买入的 “香饽

饽”。 融资买入额前十名中，金融股便占

了八个席位。制造业融资净买入

1459.98

亿元， 排名第一， 金融期间融资净买入

720.28

亿元居第二， 信息技术活跃度提

升，期间融资净买入

229.66

亿元，替代

前周的房地产行业列行业排名第三。

把时间放长一些来看，

4

月

1

日至

4

月

13

日，融资买入额最高的行业为非银

金融，达到

2725

亿元。其次是银行股，融

资买入额

1102

亿元。融资买入额分列第

三至第十位的依次是房地产、医药生物、

计算机、有色金属、建筑装饰、机械装备、

化工以及电子。

期间融资买入额最高的为中信证

券，达到

436

亿元。 中国平安、海通证券

以

385

亿元和

265

亿元分列融资买入额

第二、三位。

在融资买入额排名前十位中， 除中

国重工和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外，剩余

均被金融股包揽。 第四至第十名分别是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华泰证

券、中国重工、华泰

300ETF

和中航资本。

A股市值年内增逾四成 计算机行业增幅最大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今年以来，

A

股市场持续走强，沪指

年内涨幅接近三成，这也带动

A

股市值

大增。分行业来看，计算机行业市值增幅

最大；个股方面，年内市值增幅最大的为

安信证券借壳的中纺投资。 总体而言，

A

股市值的增加除了上市公司股价上涨

外，新股发行、个股股本增加等也是重要

原因。

A股市值大增

截至

4

月

14

日收盘， 深市

A

股总

市值为

20.50

万亿元， 沪市

A

股总市值

为

32.21

万亿元， 合计为

52.71

万亿元。

而去年

12

月

31

日时，深市

A

股总市值

为

12.77

万亿元， 沪市

A

股市值

24.31

万亿元，合计

37.08

万亿元。 也就是说，

两市

A

股总市值年内增幅达到

42%

。 而

同期沪指涨幅为

27.85%

，深证成指年内

涨幅为

27.49%

，不过创业板指则大涨逾

七成，但创业板个股市值总和较小，即使

年内大涨后， 最新数据也仅为深市主

板个股市值总和的一半出头。

A

股年内市值增幅远大于沪指

年内涨幅是由于新股上市以及个股

股本扩增等原因。 例如今年已有

70

只新股上市，粗略统计新增市值超过

一万亿元。 另外，上市公司频频定向

增发股份、 并购重组等也造成股本及

市值快速增加。宏观背景来看，目前全

球不少国家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也是推

动包括

A

股在内的全球股市市值大

增的原因之一。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

以降息或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

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

20

个。流

动性的宽松也使得股市上涨动力充

足，今年以来，全球股市总市值增加

了

5

万亿美元， 已突破

70

万亿美元

的历史最高市值。

计算机行业增幅最大

行业方面，按申万一级行业算，年

内市值增幅最大的为计算机行业，行

业内

130

家上市公司去年底

A

股市值

为

1.17

万亿元，最新市值则达到

2.35

亿

元，期间增幅达

100%

，这与今年以来市

场风格重新转向小盘股，

TMT

概念股普

遍大涨有较大关系。

另外，业绩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

前计算机行业超过八成个股去年净利润

同比实现正增长， 其中浪潮软件增幅达

到

17

倍。 传媒、机械设备、轻工制造、电

子等行业今年以来的市值增幅也超过七

成， 不过这几个行业市值增加除了个股

股价上涨外， 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也是原

因之一， 例如传媒行业今年以来上市公

司数量增加了

9%

。 而银行股由于去年

底普遍大涨， 今年有相当长时间处于调

整期，个股普遍涨幅不大，银行行业今年

以来的市值增幅仅为

8.80%

， 远低于平

均水平。

个股方面，剔除今年上市的次新股，

年内市值增幅最高的个股是中纺投资，

最新市值为

1084.23

亿元， 而去年底其

市值不足百亿，年内增幅近

10

倍。 中纺

投资市值增长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安信

证券借壳导致公司股本增加。另外，华东

科技、 迪康药业年内市值增幅也超过

600%

，贤成矿业、长百集团、联络互动、

中达股份等增幅也超过

400%

。上述几只

个股中，除联络互动外，均为通过重组、

定向增发等手段使得公司股本大增；而

联络互动市值增长的重要原因是股价大

涨，公司原来股票简称为新世纪，在改名

前后遭到资金追捧，年内涨幅超过三倍，

同时公司也具有移动互联网、金改、高送

转等多重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 年内市值增幅最大

的公司与股价涨幅最大的公司并不完全

一致， 例如市值增幅最大的前四家公司

年内股价涨幅不足一倍， 而目前年内股

价涨幅翻倍的个股超过

300

家 （剔除次

新股），原因如前文所述，重组导致股价

上涨及股本扩张是上市公司市值增长的

重要原因。此外，市值增长与公司净利润

增速也并不完全成正比， 例如在年内市

值增幅最大的前

20

只个股中，除

4

股未

公布去年年报外， 还有

4

股去年净利润

同比增幅大幅下降。

疯狂的港股：140股9个交易日涨逾50%�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恒生指数昨日终于中止疯狂的 “八

连升”，跌

454.85

点或

1.62%

，大市成交

金额仍高达

2376

亿港元，为连续第五日

突破

2000

亿港元。 虽然部分股票如腾

讯、港交所、国美电器等在连日急升之后

有所回吐， 但也有部分股票继续强势上

攻，如酷派集团、中国天然气、英皇证券

等，昨日仍有

7%

以上的涨幅。

“一只股票一天之内短炒就有超过

10%

的收益。 ”有着近

10

年股龄的香港

散户李先生近日一谈起股票就笑得合不

拢嘴，自

3

月

30

日以来，短短几个交易

日，他的持仓收益已经达到

50%

，短期

内如此可观的收益， 在其炒股的生涯中

还未曾出现过。

5

万亿公募资金放行、

10

万亿险资

可投资香港创业板、 深港通即将开通、

港股通额度有望扩容等消息，使恒生指

数从

3

月

30

日开始便高举高打，

9

个交

易日升

12.56%

。 而自去年

7

月

22

日上

证指数开启牛市之旅以来，至今年

3

月

底的大约

9

个月间，恒生指数的升幅仅

为

6.47%

。

近期恒指的成交金额更是不断创出

新高， 已经连续

5

日突破

2000

亿港元，

劲爆的成交曾致使中银香港、耀才、渣

打等多家香港券商及银行的网上证券

交易平台出现瘫痪情况。

个股的表现比指数更为生猛，据

同花顺

iFinD

统计， 不计重组股唯冠

国际， 自

3

月

30

日以来， 涨幅超过

30%

的香港主板股票有

361

只， 涨幅

超过

50%

的股票有

140

只，股价翻番

的股票也有

19

只。

从行业分布来看， 证券行业的涨

幅最大。 金利丰金融、英皇证券、海通

国际、敦沛金融、时富金融等香港本地

券商股在

9

个交易日内股价翻番，第

一上海、国泰君安国际、银河证券等的

涨幅也在

50%

以上。 分析认为，受惠

于港股交投畅旺， 香港本地券商的证

券买卖佣金收入有望水涨船高， 而在

业务杠杆效应下，盈利将大幅提升，为

股价带来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券商可

能会南下抢占市场份额， 其中一个快

速便捷的方法便是收购香港本地券商

股， 因此香港本地券商股还有被并购

的概念，值得留意。

科技股也是牛股倍出， 其中中资

科技股表现突出。

A

股上市公司用友

网络旗下的云计算子公司畅捷通一马

当先，

9

个交易日涨

88%

，区间振幅更

是高达

103.19%

。 股价长年在

1.3

港元

至

1.6

港元之间徘徊的酷派集团， 也在

此期间突破

2.5

港元，区间累计涨

67%

。

网龙、慧聪网、中国擎天软件等内地知名

科技公司的股票涨幅也居前。

H

股相对

A

股折价较大的股票补

涨效应相当明显。以新华制药为例，其

A

股相比

H

股的溢价率高达

110.93%

，

3

月

30

日以来， 新华制药

A

股有

47.90%

的涨幅，而其

H

股更是勇猛，区间涨幅

达

117.71%

。此外，

A

股相比

H

股的溢价

率超

100%

、 区间涨幅在

50%

以上的股

票还有洛阳玻璃、创业环保、上海电气、

东北电气、浙江世宝、中海集运、大连港、

山东墨龙、洛阳钼业、一拖股份等。

此外， 部分仅在香港上市的知名中

资公司也受到追捧，如厦门港务、国美电

器、锦江酒店、银泰商业、花样年等，短期

涨幅都超过

50%

。港股上市公司“厦门港

务”全称为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为

A

股上市公司“厦门港务”（即厦门港

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

55.13%

股份。该股多年来股价表现低迷，

长期在

2

港元以下徘徊， 却在香港 “复

活”长假后表现生龙活虎，

4

月

8

日、

9

日

及

13

日分别大涨

33%

、

18%

和

27%

，其

3

月

30

日以来涨幅高达

141%

， 成为表

现最出色的中资股之一。

翟超/制图

泽熙涨停潮

破解总舵主徐翔选股思路

证券时报记者 李志强

4

月以来， 泽熙概念股走势

彪悍，文峰股份、美邦服饰、大恒

科技、赤天化等集体上演

4

连板，

让不少投资者津津乐道。

人称“涨停敢死队总舵主”的

私募一哥徐翔的投资风格一直是

不少投资者致力学习模仿的榜

样。 其二级市场操作经常以快进

快出打板著称， 进出时机普通投

资者难以企及， 只能通过年报和

季报数据来捕捉，而待数据公布，

个股走势往往见到波段顶部。

一般而言， 目前市场上的徐

翔概念股有以下几类， 最常见的

一类是通过年报和季报披露的股

东持股情况来进行跟踪， 比如赛

象科技、东方金钰、东源电器、万

邦达等。

第二类是通过泽熙的席位来

捕捉判断其进出， 比如国泰君安

交易单元

227002

以及目前火热

的中信溧阳路营业部，短线来看，

上述席位往往产生一些短线牛

股，但对一般投资者比较难把握。

第三类则是泽熙最新调研的

上市公司，虽然调研不一定意味着

买入，但调研一定程度代表一种态

度，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挖掘，因此

泽熙调研的股票在公布后往往也

能引起市场一定的反响，比如今年

以来的中科金财、尔康制药、宏达

高科，公布后都有市场跟风。

第四类则是通过协议转让、

大宗交易、 举牌等方式获得上市

公司股权的股票，比如文峰股份、

工大首创、美邦服饰等。比如去年

9

月

29

日，泽熙举牌美邦服饰成

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又如去年

12

月

23

日，文峰股份公告，徐翔母

亲郑素贞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接收

大股东

1.1

亿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88%

，转让价为

8.64

亿元。

第五类则是通过定增方式介

入的上市公司， 比如

2014

年来，

泽熙通过定增介入华丽家族、 华东

重机、赤天化、大恒科技等公司。

举牌和协议转让等方式由于持

股比例高， 进行减持时往往需要事

先公告， 股价可能需要更高的运作

空间。 定增和协议转让通常具有一

定的锁定期，持股比例也比较集中，

因此第四类和第五类公司通常具有

更大的中长线涨幅， 是投资者重点

把握和学习的种类。

通过分析泽熙的进出时间，笔

者发现， 一哥偏好的股票具备以下

特征：

一是总市值比较小， 通常在

100

亿及以下， 比如文峰股份进入

是市值大约为

65

亿， 华丽家族、美

邦服饰约为

100

亿，赤天化约为

30

亿，华东重机也不到

30

亿。

二是行业多为传统行业， 冷门

股，进入时业绩通常比较差，比如大

恒科技、华东重机、美邦服饰、赤天

化的

2013

年净利润下滑至少都在

50%

以上， 更具有引入外部投资者

和转型的动力。

三是绝对涨幅低， 比如文峰股

份公告时的涨幅约为

60%

，美邦服

饰公告时涨幅约为

40%

，大恒科技

公告前的年内涨幅也在

70%

以内。

四是股权分散， 大股东持股比

例较低，比如工大首创，分析可能为

入主后可获取更大话语权， 有助于

对上市公司经营的掌控。

当然仅仅依靠上述几点是不足

以跟上一哥思路的， 但从中可以看

出其逆向投资思路。 此前网上有一

篇题为《我在泽熙学到的七堂课》的

系列文章，股票最精髓的，难度最大

的东西可能就是市场情绪的利用和

把握，成为高手，每个人需要花费的

时间和摸索过程大不一样。

一季报显示， 泽熙系仍坚守

东方金钰， 但是退出万邦达。 从

2014

年年报数据看， 泽熙系持有

的公司包括大洋电机、 东方金钰、

东源电器、工大首创、建研集团、康

强电子、宁波联合、赛象科技、鑫龙

电器。

多一点唯物少一点唯心

汤亚平

全民炒股的时代开始了，股

市又成了妇孺皆知的热地。 在

“众人拾柴火焰高” 和加杠杆资

金煽动下， 疯牛行情让所有的分

析方法都失灵了。 其实有一条不

会失灵：炒股要多一点唯物，少一

点唯心。

前段时间价值投资的代言人

巴菲特又出手了， 据说他依旧延

续其顽固贯彻几十年的“买吃买

喝，高科技坚决不碰” 的投资方

式， 让旗下的亨氏去收购另一食

品巨头卡夫。

今年 3 月 25 日亨氏食品和

卡夫食品联合宣布，两家公司达

成最终并购协议，将合并组建卡

夫亨氏公司。 合并后的新公司将

成为北美地区第三大、世界第五

大食品和饮料公司。 该消息宣布

后， 卡夫股价大涨 35.62%至

83.17 美元， 盘中最高涨幅一度

超过 43%。 这个被许多人不看好

的传统行业合并案，却得到市场

认可。

巴菲特曾经数次对投资者坦

言，他之所以不投资 IT 类高科技

企业， 主要原因是这一块他看不

懂，风向一会儿一变，风险太大，

而诸如食品饮料这一类传统行

业，变化不大，一百多年前可口可

乐就是这个配方， 而且不管经济

大势如何， 人们还是该吃吃该喝

喝。细嚼巴菲特的话，其投资逻辑

可以概括为十个字：多一点唯物，

少一点唯心。

其实， 巴菲特也不是完全不

投资高科技企业， 譬如他就曾介

入世界 IT 巨头 IBM 和中国新能

源汽车龙头比亚迪。他对 IT 类公

司的谨慎， 主要是担心这类企业

“风向一会儿一变” 。这似乎与当

下 A 股市场喜欢“猪也会飞” 的

“风口”主旋律格格不入。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资金青睐

的新兴产业不比传统行业更容易避

免产能过剩。譬如中国的光伏产业，

这肯定是典型的高科技行业， 而且

90%以上的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国

外，受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但“一

窝蜂” 地上该类项目就必然出现产

能过剩。当前 LED 产业也要防止重

蹈光伏产业的覆辙， 虽然目前产能

过剩主要集中在上游领域， 但产业

链上游环节的过快投入和下游市场

需求缓慢释放的结构性矛盾仍没有

解决。

再拿当前市场最大的风口“互

联网 +” 、“+ 互联网” 来说，是最

具有想象力的空间，也是最容易产

生泡沫之地。 在互联网股票疯狂的

背后，是 P2P 网贷的倒闭潮，业内

预计可存活 P2P 公司最终不到 20

家。 当前许多新兴公司超过百倍市

盈率甚至上千倍的市梦率，理论上

投资回报成本周期需要一百年、上

千年时间。 这是值得怀疑的，本质

上市梦率是一种非理性的主观唯

心主义。 300 多年前的法国大数学

家笛卡尔对所有的事物持怀疑态

度，之所以他在数学领域有巨大的

成就与他当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怀疑论者有很大的关系。 他坚定地

拒绝相信任何事物，除非经过他自

己的验证。 因此笛卡尔建立了自己

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在死后 300 年

里没有人能赶上他。

记得 2000 年纳斯达克的疯狂

传导到中国， 网络股行情异军突

起，“不看市盈率，只看(鼠标)点击

率” 是对当时行情的最好写照。 当

时许多人豪言壮语，炒股就是炒预

期，点击率是最好的预期。 事实证

明，预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建立

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预测。 当年

全球互联网泡沫大破裂的教训仍

值得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