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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地效应显现 机构乐看银行股风云起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昨日，上证指数下跌

51

点，成交金

额再破万亿元。 盘面上，个股跌多涨少，

银行股高开后呈现震荡走势， 盘中一度

直线拉升， 带领沪指冲至

4572.39

点的

本轮行情新高， 但午后银行板块涨幅收

窄，截至收盘，银行板块涨

3.15%

，仍为

万绿丛中的一抹红。

银行股力挽狂澜

昨日大盘震荡回落， 个股呈现普跌

态势，创业板指大跌超

2%

，银行股盘中

集体大涨，力挽狂澜，成为护盘的中坚力

量。截至昨日收盘，两市

16

只银行股中，

除停牌的北京银行外， 只有招商银行微

跌

0.43%

，其余

14

股均以红盘报收。

其中，南京银行涨幅最大，该股昨日

小幅高开后震荡上行，

10

时

40

分左右突

然直线拉升至涨停板，创下

18.56

元的历

史新高。 午后，南京银行打开涨停，继续

震荡至收盘， 全日涨

8.77%

至

18.35

元。

南京银行全日成交额也急升至

62.8

亿

元，是上一交易日

19.1

亿元的

3

倍多。

昨日盘中触及涨停的银行股还有光

大银行， 全日涨

4.18%

， 该股盘中创下

21.53

元的历史新高。此外，截至收盘，中国

银行和宁波银行分别涨

5.20%

和

4.18%

。

由于盘中急升后回落， 昨日除北京

银行外的

15

只银行振幅均超过

5%

，即

使是绿盘报收的招商银行， 盘中升幅也

一度超过

4%

，全日振幅为

6.13%

。 宁波

银行振幅最大，达

10.71%

。而南京银行、

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振幅均超过

9%

。

换手率方面， 南京银行昨日换手达

11.71%

，建设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换手率

分别为

8.86%

和

6.76%

。

今年以来，股指节节攀升，个股风起

云涌，价格翻番的股票也不鲜见，但银行

股相对低调，涨幅最高的银行股是宁波银

行，今年以来涨

29.82%

。 今年涨幅在

20%

以上的还有华夏银行、南京银行、中国银

行和兴业银行。而民生银行由于年初相对

处于高位，走出了一个“

V

”字形行情，该股

虽然昨日创出历史新高价，但今年以来涨

幅仅为

0.18%

。而上证指数从年初的

3200

多点，急涨至昨日收盘的

4476

点，今年

以来涨幅已达到

38.38%

。 从年涨幅来

看，银行板块可谓远远跑输大盘。

洼地效应逐渐显现

银行板块近期屡被称为 “牛市最

后一块价值洼地”，除了年涨幅跑输大

盘外，还由于其低股价、低市盈率和低

市净率。

从绝对股价上看，

16

只银行股中

股价最高的是宁波银行， 昨日收盘报

20.42

元，而农业银行刚刚脱离

3

元股

行列，目前股价为

4.11

元，仍为两市

第一低价股。 从估值水平上看， 目前

16

只银行股平均市盈率约为

8.65

倍，

平均市净率约为

1.44

倍，均为

A

股的

最低水平。

国海证券认为，银行板块的“洼地效

应”逐步显现。银行板块目前估值显著低

于沪深

300

指数的估值水平，在“宽松

+

改革”支撑的牛市行情中，其低估值的优

势将逐渐凸显。 此外，作为上证

50

指数

的第一大权重板块，上证

50

股指期货的

推出也会为银行板块带来资金流入，未

来表现值得期待。

平安证券也认为， 银行板块目前明

显处于估值洼地， 继续维持二季度看好

板块相对收益的观点。平安证券认为，银

行年报及季报公布完毕后进入数据真

空，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无法证伪，其高股

息填权收益将带来吸引力。 银行板块二

季度的催化因子还包括银监会将在近期

批复“混业

+

分拆”持牌经营的试点机构

名单， 以及更多银行跟进推出员工持股

计划等。

招商证券表示，目前银行板块仍是

前两年熊市中的估值， 相比于其他迭

创新高的板块， 银行股估值明显还有

较大的上升空间， 第一阶段先看

10

倍

市盈率。 未来可以预见的催化剂包括：

一是混业改革推进，银行收购券商；二是

其他银行跟进光大进行业务分拆； 三是

第二轮债务置换落地； 四是进一步的降

准降息。

消息面上， 首只银行分级基金———

鹏华中证银行分级（

160631

）于

4

月

28

日正式上市。据报道，目前已有

9

家公司

申报银行分级基金，同时多家上证

50

分

级基金将陆续推出， 这都将为银行板块

带来规模可观的增量资金。

钟恬/制表 彭春霞/制图

82家公司5月解禁 解禁市值环比减6.90%

张刚

统计数据显示，

5

月份首发原股东

限售股的解禁市值为

1490.70

亿元，比

4

月份的

604.17

亿元增加了

886.53

亿

元，为其

2

倍多。 股改、定向增发等部分

的非首发原股东解禁市值为

837.66

亿

元， 比

4

月份的

1896.74

亿元减少了

1059.08

亿元，减少幅度为

55.84%

。

5

月

份合计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2328.36

亿

元， 比

4

月份的

2500.91

亿元减少了

172.55

亿元，减少幅度为

6.90%

。

5

月份

解禁市值环比略减， 目前计算为

2015

年年内中等水平。

5

月份首发原股东限

售股解禁市值占到全月解禁市值的

64.02%

， 环比出现大幅上升，

4

月份这

一比例为

24.16%

。

82家公司5月限售股解禁

5

月份交易日为

20

个，比

4

月份的

21

个少

1

个。

5

月份限售股解禁的上市

公司有

82

家（美欣达、麦捷科技月内有

两次不同时间限售股解禁），比

4

月份的

116

家减少

34

家，减少幅度为

29.31%

。

5

月份日均限售股解禁市值为

116.42

亿

元，比

4

月份的

119.09

亿元减少

2.67

亿

元，减少幅度为

2.24%

。

5

月份平均每家

公司的解禁市值为

28.39

亿元， 比

4

月

份的

21.56

亿元增加

6.84

亿元， 增加幅

度为

31.70%

。 从整体情况看，和

4

月份

相比，

5

月份限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家

数减少三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市

值为其

2

倍多， 非首发限售股解禁市值

减少五成多，交易日数相近，单日解禁压

力微减， 单个公司的解禁压力增加三成

多。其中，

5

月份单日限售股解禁公司家

数在

10

家以上的日期， 有

5

月

11

日的

11

家和

5

月

25

日的

13

家。

5

月份首发原股东限售股解禁的公

司有

20

家，比

4

月份的

26

家减少

6

家。

股改限售股份、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等非

首发原股东部分涉及的公司有

63

家，比

4

月份的

90

家减少

28

家。 其中，股改限

售股解禁的公司有

2

家， 定向增发机构

配售股解禁的有

23

家，股权激励限售

股解禁的有

37

家，追加承诺限售股份

的有

1

家。

创业板解禁年内第四高

5

月份有

24

家创业板公司的限

售股解禁，数量占月内解禁的

82

家公

司的比例为

29.27%

，占

446

家创业板

公司总数的

5.38%

。

24

家公司合计解

禁市值为

493.66

亿元，占当月解禁市

值的

21.20%

， 为创业板

2015

年年内

第四高。其中，

8

家公司的解禁股数为

限售期

36

个月的首发原股东持股首

次解禁。 解禁股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

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戴维医

疗、晶盛机电、博晖创新，比例分别为

265.13%

、

187.95%

、

161.50%

。

解禁市值最高前三家公司分别为

掌趣科技、晶盛机电、戴维医疗，市值

分别为

146.77

亿元、

119.76

亿元、

48.44

亿元。 按

2014

年年报财务数据

和

4

月

24

日的收盘价计算，市盈率最

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为邦讯技术、珈

伟股份、 金亚科技， 市盈率分别为

693.75

倍、

548.16

倍、

465.30

倍。

24

家

创业板公司算术平均市盈率为

191.20

倍，其中

3

家高于

50

倍。

中小板5月解禁水平适中

5

月份有

33

家中小板公司的限

售股解禁， 数量占月内解禁的

82

家

公司的比例为

40.24%

，占

745

家中小

板公司总数的

4.43%

。

33

家公司合计

解禁市值为

640.98

亿元，占当月解禁

市值的

27.53%

， 为中小板

2015

年年

内单月解禁市值的适中水平。 其中，

6

家公司的解禁股数为限售期

36

个月

的首发原股东持股首次解禁。 解禁股

数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最高的前

三家公司分别为浙江美大、 顺威股

份、同方国芯，比例分别为

300.00%

、

267.81%

、

131.15%

。

解禁市值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

为西部证券、同方国芯、浙江美大，市值

分别为

311.84

亿元、

117.43

亿元、

52.26

亿元。按最新财务数据和

4

月

24

日的收

盘价计算， 市盈率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

别为山东矿机、赛象科技、延华智能，市

盈率分 别为

2997.33

倍 、

241.58

倍 、

233.89

倍。 剔除亏损的美欣达，

32

家中

小板公司算术平均市盈率为

191.43

倍，

其中

27

家高于

50

倍。

5

月份包括首发原股东和非首发限

售股解禁的

82

家上市公司中，解禁股数

占解禁前流通

A

股比例在

30%

以上的

有

27

家，占当月涉及解禁公司数量的三

成多， 而比例在

100%

以上的公司有

15

家， 其中比例最高的前三家公司分别是

浙江美大（

300%

）、顺威股份（

267.81%

）、

戴维医疗（

265.13%

）。

82

家公司中，限售

股解禁的市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有

34

家

公司。

解禁市值最大的前

3

家分别为农业

银行（

387.76

亿元）、西部证券（

311.84

亿

元）、广汇能源（

239.07

亿元）。

2328.36

亿

元的解禁市值中， 沪市公司有

1120.34

亿元，深市主板公司有

73.37

亿元，深市

中小板公司有

640.98

亿元，深市创业板

公司有

493.66

亿元，深市中小板公司和

创业板公司解禁市值合计占到全部的

48.73%

， 沪市公司和深市主板公司解禁

市值合计占到

51.27%

。

（作者单位：西南证券）

三大营业部接力

*

ST博元成“深V” 最佳主角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从连续七个跌停到连续八个

涨停， 濒临退市边缘的

*ST

博元

(600656)

在不足一个月时间里上演

惊人逆转，而在此期间，公司基本

面并无太大变化， 股价

V

形反转

的背后是各路资金的激烈博弈。

盘后数据显示，在

*ST

博元

股价连续八个涨停时， 中投证券

江门堤东路营业部乃炒作的主

力。从走势上看，

*ST

博元最近一

个月的表现基本上可分为连续跌

停、震荡整理、连续涨停等三个阶

段，期间各路资金均激烈博弈。

平安证券金田路

抄底跌停板

3

月

31

日，

*ST

博元公告称，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

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 公司股票

于当日起被

*ST

， 同时公司股票

有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 受

此影响，

*ST

博元随后连续七天

一字跌停。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

七个跌停时，

*ST

博元的成交金

额并不算缩量， 每天成交金额均

超过

1000

万元，最多的一天甚至

达到

5640

万元， 而其去年

11

月

正常交易时， 有

3

个交易日的成

交金额仅为

2000

万元出头。

盘后数据显示， 这一阶段买

入

*ST

博元的主要是各路游资，

其中平安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

业部买入金额最多。 从

*ST

博元

3

月

31

日第一个跌停开始，该营

业部连续四个交易日均有买入，

合计买入

1473

万元。在后面

*ST

博元连续涨停阶段， 该营业部继

续有买入，合计买入

612

万元。其

他营业部方面， 银河证券上海浦

东新区源深路证券营业部、 华林

证券广州体育西路证券营业部买

入金额也较大。

光大宁波解放南路

轰开跌停板

跌停板成交无缩量显示有资

金在持续大量买入， 这预示着

*ST

博元跌停板或将很快打开。

果然，

4

月

10

日，

*ST

博元在交

易的最后几分钟被巨资轰开跌停

板，股价从跌停直线飙升至涨停。

盘后数据显示， 当日买入主力为

以光大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证券营业

部为主的各路游资， 光大证券宁波

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在买一席位买

入

694

万元， 另外广发证券荆州北

京路证券营业部等多个营业部均买

入超过

500

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

*ST

博元

4

月

13

日的盘后数据显示， 光大宁波解

放南路营业部当日已获利出逃，卖

出

738

万元， 按

694

万元的成本计

算，其一天就获利

44

万元。 统计数

据显示， 光大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

此前屡屡抄底像

*ST

博元这种遭遇

黑天鹅事件的个股，如獐子岛、成飞

集成、江泉实业等。 除光大宁波解放

南路营业部外，在这一阶段买入

*ST

博元金额较多的营业部还有新时代

证券上海天山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

证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等。

中投江门堤东路

猛炒涨停板

从

4

月

17

日开始，

*ST

博元则

开始连续涨停，

8

个交易日累计涨近

50%

。 盘后数据显示，中投证券江门

堤东路营业部为这一阶段的买入主

力，累计买入

2365

万元。在

*ST

博元

录得

8

个涨停时，该营业部出现在其

中

5

个涨停的盘后交易公开信息，其

中有

3

次为当日买入金额最大的营

业部。除了中投江门堤东路营业部，

这一阶段买入金额较多的营业部还

有华泰证券广州天河东路证券营业

部， 该营业部合计买入

1484

万元。

另外， 活跃游资所在的中信证券上

海溧阳路证券营业部、 华泰证券深

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

等也有买入，不过金额不大。

消息面上，

*ST

博元第一大股

东变更与其股价连续涨停有一定关

系。 公司

4

月

25

日公告，公司第一

大股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公司

1997.80

万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49%

）已划转至庄春虹名

下，划转日期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

本次司法划转后， 公司第一大股东

变更为庄春虹， 华信泰不再持有公

司股权。 而早在

*ST

博元打开连续

一字跌停板的第二天（

4

月

13

日），

该股票划转申请就已被提出。

截至

4

月

28

日，公司股票已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

20

个交易日，预计

5

月

13

日（当日仍可交易）后公司股票将

停止交易，并暂停上市，目前巨资买

入的投资者到时何去何从有待关注。

牛市回调很正常

逢低继续加仓

汤亚平

近日， 创业板震荡后出现下

跌，而蓝筹股相对较强，跷跷板效

应依旧。

对于大盘来说，牛市中任何的

回调都是补缺口的性质，眼前也不

例外， 指数回调仍是买进的机会，

而牛市的核心就是轮番上涨。近日

创业板回调， 蓝筹股迎来补涨良

机，低估值、高送配和未过度炒作

的主板蓝筹逢低可继续跟进。

有分析认为，调整是因为投资

者担心市场扩容压力加大。证监会

近日新核准了 25 家公司的 IPO

申请，这意味着 4月份获得发行新

股批文的公司增加到了 55 家，创

出 2013年年底恢复新股发行以来

的最高值。 实际上，以发展的眼光

看，扩容是股市最大的利好。

其一， 高层下决心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只有

通过“适当” 增加股票供应才能

体现出来。 一个月放行两批新股

发行，关键是市场能否承受。如果

能够承受， 那么多发点新股也就

无所谓。 现在每批新股发行的资

金， 大致的筹资规模在 200 亿元

左右， 相对于现在每天超过 1 万

亿的成交金额来说， 也并不是什

么大数字。 管理层此举有把握

“火候”的意味，既不希望市场太

火爆，更不愿过分打压股市。证监

会及时澄清提高印花税等传言为虚

假消息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新股发行多了，二级市场

新鲜血液多了， 也就有了更多的操

作机会。 比如，当前热门股中，就有

大量的新上市品种， 扩容对股市发

展的长期利好作用， 这是被中外证

券历史反复印证了的。

其三，投资者希望 A 股走出有

史以来最长的牛市， 慢牛是必然的

选择。鉴于当前的市场实际，一方面

投资者指望股市单边上涨是不理性

的， 只有通过必要的回档， 夯实基

础， 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向上拓展

空间。 另一方面投资者指望有大的

回调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盘中整理

以及部分强势板块的主动性回撤、

蓝筹股与题材股的跷跷板现象等，

都是整理的表现形式。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沪指

昨日成交额再度破万亿。随着市场对

4000点成为牛市新起点这一观点达

成共识， 股指上涨空间将继续拓展，

绝对不是 4500点可以阻挡的。 但是

市场连续上涨， 积累了大量获利盘，

市场震荡难免。 这就出现“里面的人

要出来，外面的人要进去” 的拥挤现

象，多空换手产生成交天量。

总之， 连续逼空后的调整属预

期之内，突破 4500 点出现短期的战

略性休息很合理。但对于大盘而言，

牛市还在路上，行情还会延续，逢低

仍是调仓以及布局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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