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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股市：“开门红”遇上“巨无霸”

游资砸盘 次新股现逆市跌停潮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昨日市场大幅反弹， 上证指数及

创业板指数涨幅均接近

5%

，但前期连

续暴涨的部分次新股却出现回调，两

市逆市下跌的个股绝大部分是次新

股，其中

17

只跌停个股清一色为次新

股。 盘后数据显示，昨日跌停次新股的

卖方主要为游资。

5

月

27

日之前，次新股集体暴涨，连

续上演涨停潮， 股价涨两倍的个股比比

皆是，这一轮次新股的炒作以游资为主，

机构也有少量参与。 在

28

日市场暴跌之

日，次新股的炒作出现出顶迹象，不少个

股尾盘被卖单从涨停砸至跌停。

29

日，一

些前一交易日大跌的次新股出现反弹，

但在昨日又走弱，截至收盘，大豪科技、

山东华鹏、星光农机等

17

股跌停。

盘后数据显示，游资为上述

17

只

次新股的卖出主力。 例如大豪科技、山

东华鹏、星光农机，昨日卖出金额最多

的前五家席位均为券商营业部。 大豪

科技的卖一为海通证券深圳红岭中路

营业部，卖出

2829.78

万元；山东华鹏

的卖一为国金证券上海黄浦区西藏中

路证券营业部，卖出

651.16

万元；星光

农机的卖一为广发证券郑州农业路证

券营业部，卖出

4207.24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个股的卖出

方中出现市场活跃游资的身影， 如星

光农机的卖二席位为光大证券宁波解

放南路证券营业部， 卖出

3708.06

万

元。昇兴股份的卖一为华泰证券上海武

定路证券营业部，该营业部也是市场活

跃游资。

另外，全信股份昨日跌停，但当日

三家机构包揽其买入金额最大的前三

席位，合计买入

7307.53

万元。全信股份

上周四打开一字涨停，收盘涨

3.66%

；上

周五股价低开高走， 以跌停价开盘，收

盘涨停；昨日则跌停。 全信股份是一家

以军工业务为核心，主要从事国防军工

用高性能传输线缆及线缆组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军工线缆生产企业。

另一只次新股普丽盛，昨日的买四

席位和买五席位也均为机构。该股上周

四尾盘被卖单砸盘， 股价从涨停至跌

停；上周五继续大跌

9.78%

；昨日再度

跌停。普丽盛是我国液态食品包装机械

行业的领先企业，主营业务为液态食品

包装机械和纸铝复合无菌包装材料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

国泰君安认为，次新股此前大涨的

原因包括：市场资金面的推动；新兴经

济转型预期；总市值和流通盘小；次新

股资本运作频繁；机构建仓的资金涌入

等。 此外，此前走出长牛行情的次新股

多属于计算机、传媒、休闲服务、医药生

物、通信等行业。

业绩方面，今年上市、有一季报数

据的

141

只次新股中，业绩同比增长的

有

109

只，占比近

8

成。

超级大盘股IPO股市就要跌？ 看看历史数据怎么说

证券时报记者 姜云起

中国核电登陆

A

股， 预计募资总

额

131.9

亿元， 成为本轮首次公开募股

（

IPO

）重启以来募资额最高的公司。

A

股

历史上，

IPO

募资总额超过

100

亿元的

公司除中国核电外只有

34

家，这些

IPO

之后个股股价及大盘的走势， 或能对此

次中国核电

IPO

之后的市场走势有所

借鉴。

2001年

按年份排序，

A

股第一家募资总额

超百亿元的公司是中国石化， 上市时间

是

2001

年

7

月。 此前，上证指数刚刚到

达年内高点

2245

点，随后在

7

月出现大

幅下跌，单月跌幅达

13.24%

，开始了跌

向

998

的过程。

个股方面， 中国石化

3

个月后股价

较发行价下跌

13.51%

，

6

个月后下跌

25.36%

，一年后下跌

12.8%

。

2002年至2005年

2002

年至

2005

年，

A

股进入熊市，

2002

年当年市场迎来两家募资超百亿

元的公司———招商银行和中国联通，上

市时间分别是当年的

3

月和

9

月。

招商银行上市后的

2002

年

3

月，上

证指数单月上涨

5.2%

，并于

7

月达到年

内高点

1736.29

点， 此后由于市场整体

的熊市格局，指数再次拐头向下。 而招

商银行的股价发行

3

个月后上涨

59.59%

，

6

个月后上涨

32.88%

， 一年后

上涨

59.73%

。

中国联通上市后，

2002

年

9

月上证

指数下跌

5.1%

。 与招商银行一样，中国

联通的股价上市后一路走高，

3

个月后

股价上涨

14.78%

，

6

个月上涨

31.3%

，一

年后上涨

43.91%

。

2003

年，

Ａ

股只有一只募资过百亿

的股票———长江电力。彼时，市场正处于

阶段性盘整的底部， 长江电力上市之后

从

2003

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

A

股市场

出现了连续性的反弹， 上证指数上涨了

29.4%

。 长江电力也在一年的时间里实

现了

100%

左右的涨幅。

此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

A

股

未再出现募资超百亿的

IPO

项目。

2006年至2007年

2006

年

～2007

年，

A

股迎来史上最

大牛市，募资超百亿的

IPO

项目也重新

开始集中发行。从

2006

年

6

月中国银行

上市算起， 两年内

A

股市场共有

17

只

“巨无霸”型的股票登陆，包括除农业银

行外四大行中的另外三家， 以及中国平

安、中国太保，当然还有中国石油。

将上证指数与“巨无霸”们发行的节

奏进行比较可发现，从

2006

年下半年到

2007

年上半年，募资超百亿的

IPO

项目

基本以一个季度两到三家的节奏进行，

同期上证指数一飞冲天，从

1600

点附近

一路上涨至

4120

点的高位。

而此后，随着上证指数愈发飙涨，

大型

IPO

发行的频率也开始加快 。

2007

年

9

月， 仅一个月内就有北京银

行、 建设银行和中国神华三个募资超

百亿的

IPO

。 四季度，此类

IPO

的数量

达到了

4

个，频率明显较此前加快。 这

些最后进行

IPO

的公司

6

个月后也出

现股价大跌。

其中， 中国石油的情况比较特殊。

市场更多记住的是那段在

48

元买入至

今仍未翻身的血泪史，但事实上，中石

油的发行价仅为

16.7

元， 只是由于上

市当天遭遇爆炒才将众多散户深套其

中。 其

6

个月后的股价仍较发行价高出

了

8.8%

。

2008年

牛市过后，

2008

年成为

A

股历史上

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年。 不过，当年

A

股

市场还有两只募资超百亿的个股， 分别

是中煤能源和中国铁建。 但这二者其实

都是

2008

年年初借着牛市的余波上市，

此时熊市格局已无可逆转， 二者的股价

在随后一年中均表现平平。

2009年

2009

年，

A

股市场受“

4

万亿”政策

调控影响出现大幅上涨， 上证指数一年

时间里上涨了大约

87%

。 当年发行的

6

只募资超百亿元的新股， 发行时间都集

中在了下半年，这当中包括中国建筑、光

大证券、中国北车等。

虽然当年

7

月

A

股经历了一次深

度回调，但下半年指数重新振作向上，并

未受这些

IPO

的影响。

2010年至2014年

2009

年过后一直到

2014

年

7

月之

前，

A

股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牛市，

创业板、中小板的结构性牛市成为这几

年的主线。

这几年中， 主板市场一直处于缓慢

探底的过程。

2010

年至

2011

年

A

股共

发行

6

只募资超百亿元的新股， 包括中国

西电、华泰证券、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其

中募资最多的是农业银行， 总计募集资金

685.29

亿元。

有趣的是，熊市中如此大的募资额非但

没有“落井下石”，上证指数反而在随后的

4

个月中出现了一小波反弹。 但这些公司的股

价在几年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结语

综合来看，市场忧虑的所谓“大盘股上

市将是压垮牛市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并不

具有普遍性，或许只是

2008

年那次下跌太

过猛烈，让投资者的印象过于深刻。

历史证明， 募资超百亿元的大盘股上

市， 实际并不会使市场走势发生根本性的

转变。 牛市的逻辑始终还是建立在基本面

与资金面的互相配合之上，大盘股的“抽血

效应”并没有想象中来的显著。

当然， 大盘股对资金面的影响毕竟大

于小盘股，控制发行的节奏，与市场共舞，

而非趁着牛市赶紧“圈钱”，才能呵护慢牛

行情，让市场理性地上涨。

本周打新冻结资金或达8万亿

证券时报记者 张欣然

以 “巨无霸” 中国核电领衔的

23

只新股今日陆续开始申购，成为

本周市场最为关注的焦点。

不少券商分析人士认为，与巨

额募资相对应的是打新冻结资金

的高企， 预计本轮新股合计冻结

资金将远远高于此前一批的

3.5

万

亿元。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

友称，假定本轮

IPO

网上、网下最

终申购占比及中签率与

5

月第二轮

IPO

一致，

6

月

2

日， 多喜爱等

11

只新股发行， 冻结资金

6.84

万亿

元，

6

月

3

日， 索菱股份等

10

只新

股发行， 预计冻结资金

1.44

万亿

元， 预计本轮打新将冻结资金

8.3

万亿元，远超前几轮

IPO

。

“我们是按照

5

月第二轮

IPO

的

20

只新股网上网下申购占比分

别为

90%

和

10%

， 网上中签率为

0.32%

、网下获配比例为

0.10%

计算，

冻结资金最高值为

8.3

万亿。 正常情

况应该在

4

万亿至

5

万亿之间。 ”民

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朱振鑫表示。

中银国际证券预计，累计冻结

资金将达

4.2

万亿元。 中银国际策

略分析师张晓娇认为，由于参与打

新的网下机构资金和网上投资者

总数都相对固定，所以这次冻结资

金的总量并不会达到测算的最大

值。 另外，本次网下机构投资者的

打新资金无法滚动使用，且中国核

电网下打新上限为

95

亿元， 远超

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自有资金的额

度， 其余

22

只新股网下打新资金

上限总计

57.85

亿元。

“本批新股的申购日高峰是

6

月

2

日和

3

日，预计累计冻结资金将分

别达到

2.9

万亿元和

4.3

万亿元， 其中

中国核电在

6

月

2

日网上申购。 ”国泰

君安称， 如果按照目前发行节奏，

2015

年每月发

50

家，全年发行

600

家，每家

平均发行规模

5.9

亿元， 那么一年发行

规模在

3540

亿元， 距离历史高峰的

4980

亿元仍有明显距离， 无需担心市

场对新股发行的承受力。

财富证券也表示， 这周前半周的

打新冻结资金将超

6

万亿， 对短期资

金的压力不容小觑， 股市可能很难上

演前几次打新期间大涨的戏码， 短期

调整风险仍然存在。从资金面来看，短

期市场利率已经降至

2009

年以来新

低， 单日的暴跌应该只是市场释放风

险的过程；长期来看，牛市并未结束，

推动本轮牛市的两大主要推动力资金

和改革预期并未发生方向性变化，只

是出现中短期的一个小波动， 快牛已

开始向慢牛转变。

A股6月“开门红” 五大信号值得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本周一，是

6

月第一个交易日。 在

题材股和权重股集体发力之下，沪指大

涨

4.71%

，连续突破

4700

点及

4800

点

两个整数关口，煤炭、电力等板块表现

抢眼。 中小板、 创业板则分别站上

11500

点和

3700

点，再创历史新高。 个

股方面，两市近

2200

只股上涨，

450

股

涨停，仅百余股下跌。

细究起来，

A

股以大幅普涨的姿态

迎来

6

月 “开门红”， 对于如何观察后

市，有五大信号值得关注。

信号一：三大股指集体大涨历史上

较为罕见。 截至昨日收盘， 沪指报

4828.74

点，涨

216.99

点，涨幅

4.71%

；

深成指报

16917.53

点，涨

817.08

点，涨

幅

5.07%

； 创业板指报

3718.75

点，涨

175.91

点， 涨幅

4.97%

； 中小板指报

11500.14

点，涨

528.03

点，涨幅

4.81%

。

整体来看，“牛不停蹄”的走势已经将

A

股的上涨“大戏”逐渐推向高潮。

信号二， 缩量上涨是市场沉淀筹

码。 最近三个交易日， 沪市分别成交

12479

亿、

9554

亿、

9345

亿，深市分别成

交

11727

亿、

9352

亿、

8751

亿， 创业板

分别成交

2205

亿、

2129

亿、

1885

亿，中

小板分别成交

4526

亿、

3620

亿、

3329

亿。只有“

5.28

”巨震那天，才出现筹码松

动的情况，但也说明多空大换手，多方

接盘踊跃。 第二天缩量止跌反弹，有的

场外资金还在观望。 到昨天第三个交易

日，受周末消息面利好，基本消化了新

股抽签造成的紧张情绪，投资者持股信

心增强，市场中长线筹码开始沉淀。

信号三，央行再度注水。 大量资金涌

入券商、银行等大蓝筹板块，这与央行动

作有关。 央行近期针对特定银行进行了

抵押补充贷款

(PSL)

操作，以提供基础货

币。 本次

PSL

利率降至

3.1%

，而去年央

行拨付给国开行

1

万亿

PSL

利率定为

4.5%

，本次利率较去年大幅下降

31%

。 业

界解读，

4

月份以来央行政策思路似乎发

生改变，短期利率大幅下行，并通过票据

贴现等渠道影响到信贷市场， 这或许与

股票市场近期猛烈上涨存在一定关联。

另一方面， 央行金融运行报告强调要促

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 力推战略新兴板

全面推进创业板改革。 其中指出，促进股

票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央行表态有利于

为股市营造慢牛氛围。

信号四，制造业小幅扩张。 受益于降

准降息、 地方债置换等措施，

5

月份官方

PMI

和汇丰

PMI

数据适度反弹。

5

月中国

官方

PMI

为

50.2%

，比上月微升

0.1

个百

分点，高于临界点，制造业小幅扩张。

PMI

的环比上涨， 使得投资者对经济复苏信

心有所增强。 短期内经济有望在下半年

见底企稳，但经济整体仍有下行风险，促

增长措施蓄势待发。 业界认为，如果资金

延续首季的外流趋势， 预计央行还将降

准

100

个基点，降息至少

25

个基点。

信号五，牛市不会轻易停歇。 历史上

的历次牛市，都是短期形成巨大涨幅。 牛

市就是水涨船高， 顺应趋势胜于猜测短

期拐点。 如果中国经济在利率降低、改革

红利释放的背景下实现周期复苏， 如果

股市直接融资给企业带来盈利拐点，使

经济从分母驱动转向分子驱动，那么，此

轮牛市便可能会很大、很长。 官兵/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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