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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基本面才是最重要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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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 促加工贸易创新发展

A4

融资余额持续攀升，市场人士建议———

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勿盲目加杠杆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10

月份以来，随着市场回暖，融资

余额由

9

月底的

9041

亿元增至

11

月

6

日的

10808

亿元，

22

个交易日增加

了

1767

亿元。多位接受证券时报采访

的市场人士指出， 近期场内融资规模

已回到今年

1

月中旬行情启动时的水

平，如市场继续上涨，融资余额可能继

续快速增加， 投资者应对杠杆资金在

市场回调时的助跌风险保持高度警

惕，券商应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使

投资者风险识别、 管理及承受能力与

融资融券业务的特性相匹配。

来自权威渠道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期市场杠杆水平上升较快。 全市场

日均融资买入额

9

月为

578

亿元，

10

月为

1032

亿元， 进入

11

月以来达到

了

1259

亿元，

11

月

5

日为

1912

亿

元， 是

6

月

15

日以来首次回到

1900

亿元以上。 融资买入占

A

股普通交易

额的比例由

9

月的

10%

增至

10

月的

11.7%

，

11

月

6

日已增至

14%

。融资余

额已占

A

股流通市值的

2.68%

。

10

月

以来， 融资余额日均增加

80

亿元，接

近今年

1

月份的日均增速。

部分标的证券的融资余额增加较

快。 数据显示，

10

月以来标的证券融

资买入额占其普通成交额的比例中位

数为

22.1%

， 该比例超过

30%

的标的

证券有

20

只， 最高为莫高股份的

34.7%

； 该比例介于

25%

至

30%

的有

171

只，介于

20%

至

25%

的有

399

只。

769

只标的证券的融资余额均有所增

加。其中，中信证券增加

29

亿元，东方

财富增加

28.4

亿元。 截至

11

月

6

日，

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比例中位数为

5.6%

， 全柴动力该比例最高，为

21.6%

。 该比例介于

15%

至

20%

的标

的证券有

17

只， 介于

10%

至

15%

之

间的有

114

只。

同时， 部分客户融资余额增加较

快。 与

9

月底相比，

11

月

6

日有融资

余额的

120.8

万名客户中，

76

万名客

户融资余额较

9

月底增加， 累计增加

3231

亿元。融资余额增幅在

1

亿元以

上的有

82

名客户，这些客户融资余额

累计增加了

161.5

亿元， 占市场新增

融资余额的

9.1%

，最多的客户融资余

额增加了近

8

亿元。

“投资者应谨慎入市， 勿盲目加

杠杆。 ”银河证券副总裁朱永强表示，

6

、

7

月份的市场波动已反映出我国多

数投资者对于驾驭杠杆不熟悉。 杠杆

具有两面性，上涨凌厉，下跌疯狂，投

资者应在充分研究杠杆这一工具后，

根据资金实力和承受范围参与融资

交易。

南方基金总裁助理兼权益投资总

监史博也表示， 当前市场不确定性因

素较多，投资者不要盲目加杠杆追涨，

否则，市场波动较大时，部分中小投资

者若没能做好头寸管理，主动减仓、及

时止损，容易加大投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证券公司融

资余额占比也增加较快。 权威数据显

示，截至

11

月

6

日，融资余额占证券公

司净资本的比例中位数为

89.2%

， 有

57

家证券公司该比例小于

100%

，

25

家介

于

100%

至

150%

之间，

8

家介于

150%

至

200%

之间，仅有

1

家超过

200%

，达到了

284%

。 与

9

月底相比，

86

家证券公司该

比例都有所上升，上升幅度在

20

个百分

点以下的有

62

家，介于

20

至

50

个百分

点的有

22

家，

1

家公司增幅超过

50

个

百分点，占比由

187%

增至

284%

，上升了

97

个百分点。

朱永强指出， 券商应把握好动态杠

杆率， 在当前融资余额持续攀升的情况

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根据投资者

的投资目标、资产金额、风险偏好等因素

设计个性化的服务策略， 推荐合适的杠

杆比例和工具， 使投资者的行为与风险

承受能力相适应， 将不适合杠杆投资和

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及时限制

在融资融券业务外， 让投资者在享受杠

杆带来的高收益的同时， 抵御杠杆可能

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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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市场的自信

扛住了IPO的重启

证券时报记者 徐涛

依了惯常的经验，

IPO

于中国股

市以及身在其中的投资者而言， 形象

可爱的日子似乎实在是屈指可数。 这

就难怪， 上周五证监会突然宣布重启

IPO

之后， 许多人马上就开始担心周

一的股市能否经受住“重锤”敲打了；

有忧心忡忡者甚至认为， 这是悬在市

场头上的巨大利空。

当然， 有担心的， 就一定有高兴

的，颇具新意的

IPO

重启方案，显然

也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某著名投资

人即大胆放言：周一满仓！更有热心肠

的投资者，对“新

IPO

”的可爱之处分

条析理：新规增加了股票的吸引力，同

时解决了巨额资金打新造成流动性巨

幅波动施压市场的问题， 进一步强化

了中介机构责任， 加大了投资者合法

权益保护力度等等。对市场而言，这些

举措无疑都颇为正面， 但市场是否领

情，还是让许多人心里打鼓。

好在答案很快揭晓，周一的市场，

量价齐升，沪深指数都实现了

1.5%

左右

的上涨；一个看似巨大的利空，居然就这

样被市场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现在回

过头来看，如此结果，似乎也并非多么地

出人意料。 除了“新

IPO

”确实有诸多可

人表现外，这个市场能在“最传统而顽固

的威胁”面前毫无惧色，也充分说明，市

场的变化，已深达本质。

始于

6

月

15

日的暴跌， 无疑给市

场、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痛苦于

伤害，无可厚非，但沉沦于伤害，却绝不

可取。 中国证券市场，用自己短短

20

多

年的发展历程， 反复证明着人世间的一

个真理：只要认真对待，坏事就能变成好

事。此次股灾之后，政府多个部门合力出

手， 随着一个又一个具体措施的着力推

进，必须承认，中国证券市场的面貌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不可否认，此前的证券市场，能见度

一直比较低，投资者身处其中，稍不留神

就难免方向莫辨， 这也导致投资者不得

不应之以短期投机。两相影响，市场和投

资者屡次遭受重创， 这直接导致市场一

直难以肩负起应有的历史重任， 投资者

也很难经此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毒瘤”被相关部

门齐心协力以史无前例的力度挖出来并

曝晒在阳光下，必须承认，这个市场的肌

体正开始向健康状态迅速转化； 而一个

健康的市场，也才会有自信、有担当，也

才能托举起此次

IPO

的重启并充分发挥

自身功能。市场环境不一样了，不宜再用

老眼光死盯着所谓的“沟沟坎坎”而忽视

正逐渐展开的坦荡大道。

证金系799只个股大起底：八成公司三季度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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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无惧IPO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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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１２４５３．２４ １．４７％ ３９９３１１

国证

１０００ ４４３８．２０ １．３３％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８４０６．６６ １．７１％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３８９８．３７ １．３４％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２７２４．６２ ２．３７％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５４６３．４６ １．１３％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４２７８．９９ １．１８％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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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３００ ４９９４．６４ １．３８％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５０ ４９２１．２５ １．７１％

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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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基金

７０９３．７１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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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用债

１４６．１７ －０．０３％ ３９９４８１

企债指数

１３０．２７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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