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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个人外汇系统上线

与股市波动无关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根据外汇局的公告显示，外汇局将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停止使用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 （以

下简称个人结售汇系统），正式上线个人外汇业务

监测系统（以下简称个人外汇系统）。 由于新系统

临近上线， 引发市场对于新系统是否会影响原有

个人结售汇业务的担忧。

28

日午后

B

股一度暴跌

7%

，带动沪指下挫，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与新系统

即将上线有关。

为此，外汇局当晚在其官微澄清称，即将正式

上线运行的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便利个人通过

银行柜台和电子银行渠道办理外汇业务，提高个人

外汇业务办理效率。该系统不涉及个人用汇政策调

整，不影响个人用汇，与国内资本市场波动无关。

外汇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司长杜鹏在外汇局

2015

年四季度外汇局政策发布会上表示， 新系统

上线对个人和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更加便利，系统本

身调整对个人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并没有改变。

杜鹏介绍称，与原有的个人结售汇系统相比，

新系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新系统可以

有效地减少银行的“二次录入”。 “这对银行来讲，

信息录入工作将大大便利， 以前有很多信息需要

手工录入；新系统上线之后，银行相关的工作量可

以大大简化。 ”杜鹏说。

第二，在原有对个人“结售汇”数据统计基础

之上，新系统又增加了个人的“外汇收支”、“现钞

存取”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新系统将对个

人项下结售汇、涉外的收支、现钞的存取数据实现

全口径的统计监测。

第三，新系统强化了对“关注名单”的管理和

非现场监测分析功能。 杜鹏表示，以前个人“关注

名单” 是由各家银行根据外汇局统一下发的关于

“分拆结售汇”的一些标准单家产生，对全国各银

行不统一适用。系统上线之后，这些数据由外汇局

集中采集、集中分析、集中发布，适用于全国各家

银行。以后个人到每一家银行去办结售汇业务，银

行都有该人是否在全国其他银行、 其他地区被列

入关注名单的记录。

B股跳水A股联动大跌 市场再遇“黑周一”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B股跳水引发A股大跌

昨日，深沪股市总体呈现重挫

走势，

B

股早盘一度上涨

2%

， 午盘

急速下挫近

8%

， 成交量也大幅放

大，全日振幅高达

10%

，收盘跌幅

达到

7.9%

。 沪综指、深成指与创业

板指数全线下跌，创业板指一度瞬

间击穿上升趋势下轨线。

截至收盘， 沪综指跌

2.59%

，

报

3533.78

点； 深成指跌

2.27%

报

12686.34

点， 创业板指跌

2.21%

。

成交量同比放量，两市共成交金额

8972

亿元， 盘中出现一定程度的

放量恐慌性杀跌。资金流向显示周

一净流出

1119

亿， 资金的放量杀

跌很可能促使指数考验

3500

点的

支撑。

从行业板块看，昨日两市上涨

板块不足

30

家， 主流板块几乎全

线走低。 智能汽车、

ST

板块和无人

驾驶领涨大市，智慧城市、智能机

器和计算机相对较好；券商、保险

和地产跌幅较大。 目前来看，金融

地产仍有多重因素制约：一是年前

最后几个交易日两市将迎解禁高

峰，解禁市值达

1353

亿元，为

2015

年全年单周解禁规模第二高水平，

市场顿时压力陡增；二是人民日报

警示险资风险， 这对

12

月以来资

本市场火热的举牌概念股形成了

负面抑制，打击了市场人气；三是

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下降

1.4%

，宏观经济仍然无力令

A

股承压。

从技术指标看，顶背离结构明

显。 目前两市快速指标中的

KDJ

、

W/R

、

RSI

、

EXPMA

等指标出现向下

调整态势，而市场量能出现一定程

度的萎缩； 大盘

60

分钟图上的

MACD

指标绿色柱增长和两条指标

线开口朝下，显示短线调整还有下

跌动能；击破日线图布林带中轨的

股指将受下轨道线（

3481

点）的牵

引与其靠近；从

120

分钟走势图来

看， 在仅次于日线级别的周期里

面， 它终于形成了顶背离结构，由

此引发的调整直接促使日线级别

形成顶背离结构。

换言之，日线形成顶背离结构

早有预兆。 所以从技术的角度看，

大盘中阴杀跌导致

DIF

数值直接

由滞平开始掉头向下，日线

MACD

指标死叉避无可避，后市很可能会

继续走低。 今年日线图已经出现两

个顶背离结构，

A

股很可能要迎接

日线级别的调整，逢高减仓为宜。

市场呈现三大特点

特点一：

B

股大跳水拖累

A

股市场。

B

股市场昨日出现了大跌

走势， 并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单

日最大跌幅。 实际上，相比

A

股，

前期

B

股指数三个月涨了

70%

，

近期指数已经连续上涨

13

个交

易日，已回归到股灾前水平，同时

有些个股已经翻了两倍。 临近年

末资金获利回吐预期强烈， 出现

较大调整也在预期之中。 同时，外

汇局之前发了一些关于外汇管理

的新规，将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开

始实行，有传言称这可能是造成

B

股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

B

股的大

幅下跌是否会改变

A

股的运行节

奏，仍有待观察。

特点二：央企重组板块重挫人

气。 昨日，中远、中海的关联股票中

国远洋、中海发展、中海集运集体

跌停， 这也对市场人气造成影响。

有投资者认为，机构不护盘，仅靠

散户去做接盘侠，难以解决股市的

遗留问题。

市场为何出现这样大的杀跌？

市场多数观点认为，

2016

年

1

月

8

日，此前政府颁布的“

5%

以上的大

股东半年内不得减持”的禁令将到

期，这可能是导致

A

股大幅回调的

重要原因。 届时，

2800

只股票中被

压抑了半年之久的大股东很可能

有减持冲动，并将集中喷发，这是

与往常限售股小批量逐步解禁截

然不同的筹码大扩容。

Wind

数据统

计显示， 在

2015

年

7

月

8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限售股解禁的上市

公司共有

524

家， 解禁股数合计

841.2

亿股，解禁市值合计

11900.15

亿元。西南证券研究员张刚指出，考

虑到多数情况下， 可能解禁股数合

计

260.09

亿股， 解禁市值合计

4782.01

亿元。

近期包括牧原股份、易联众、罗

顿发展、国祯环保、金贵银业在内的

多家公司公告称， 大股东欲在明年

1

月开始实施减持计划。 中金估算，

1

月份潜在净减持压力或超过

1500

亿元， 占自由流通市值比例

0.7%

以上。 一季度的净减持压力在

3500

亿元左右， 占自由流通市值比例约

1.6%

。

特点三

:

打新资金为何未进场？

市场普遍预期打新资金出来后能带

动指数再度展开一波攻势， 甚至是再

创新高，那样可能会更好，但结果却是

事与愿违， 指数在权重股的带动下逐

步展开杀跌的走势， 最终指数更是日

线收中阴。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

有两大原因：一是眼下市场的不确定

性增加，等待注册制、科创板、新兴战

略板等利空因素正式落地；二是老办

法发行之后，新办法还需要两个月的

衔接期， 存在一个很大的空窗期，也

存在一个较长的可能向下的减持期。

这或许是

12

月以来打新资金不回补

二级市场的核心原因。 总体上看，大

盘目前方向未能明确，投资者宜轻仓

观望。

机构大跌中抢筹6只个股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受

B

股暴跌影响， 昨日

A

股也出现大跌，沪

指跌逾

2%

；不过盘后数据显示，机构出现在多只

个股的买入龙虎榜数据中；其中，上海物贸、烽火

电子、山东矿机、海源机械、电光科技、中泰股份等

6

只个股获机构买入，无机构卖出。 另外，山东地

矿、商业城、三力士、索菱股份等多只个股虽有机

构卖出，但同时也有机构大量买入。

上述

10

只个股中，上海物贸、烽火电子、山东

矿机、海源机械、山东地矿等

5

只个股昨日均涨停；

仅两只个股下跌， 三力士跌逾

9%

， 中泰股份跌近

5%

。 另外，这

10

只个股中，中小板个股最多，有

5

只；创业板个股仅有中泰股份，该股日前预披露年报

高送转，拟

10

转

20

派

2

元；另外，商业城、电光科技

则是近日携利好复牌，股价经过大涨后打开涨停板。

电光科技

7

月中旬停牌， 上周三复牌后连续

三天一字涨停，昨日打开涨停板，高开低走，收盘

涨

4%

。 昨日的盘后数据显示，三家机构买入电光

科技，合计买入

5668

万元，占当日成交金额的逾

一成。同时，招商证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也

买入超过

1600

万元。

经过两个多月的停牌后， 上海物贸上周五复

牌大跌逾

7%

，昨日则低开高走，早盘便封住涨停；

昨日的盘后数据显示，两家机构合计买入

1.29

亿

元，占当日成交金额的逾两成。而在上海物贸上周

五大跌时，则主要是上海游资在买入，当日买入金

额最大的前五家营业部均为上海地区的券商营业

部， 其中中投证券上海灵石路证券营业部买入金

额最多，超过

4000

万元。

商业城

12

月中旬复牌后连续大涨，一共收出

10

个涨停，累计大涨

159%

，昨日高开低走，微涨

0.34%

；虽然股价在高位，不过仍然有机构买入，昨

日的盘后数据显示， 三家机构合计买入

2.44

亿

元，占当日成交金额的近两成。 而此前在上周四、

上周五，也均有机构买入商业城；其中上周五有三

家机构买入逾两亿元商业城。

三力士昨日获三家机构抄底，合计买入近

1

亿

元；另外，招商证券上海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安信

证券北京远大路证券营业部也均买入超过

2000

万

元；不过，同时也有一家机构卖出

2705

万元。

其他个股中， 山东矿机昨日获两家机构买入

逾

8000

万元，占当日成交金额的逾一成；股价方

面，山东矿机昨日早盘高开高走，迅速涨停，午后

受大盘拖累，一度打开涨停板，但随后又迅速封住

涨停。 海源机械昨日也获两家机构合计买入逾

4000

万元； 烽火电子获一家机构买入近

2000

万

元；中泰股份获一家机构买入近

700

万元。

基金：四因素致调整 仍存结构性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李沪生 刘明

见习记者 何婧怡

针对

12

月

28

日

A

股市场的调

整，公募基金经理和私募基金经理认

为， 临近年底，

A

股市场调整主要是

受四因素的影响。 至于近期行情，万

家基金认为利率下行推动大类资产

配置转向股市的趋势不变，宽幅震荡

仍是近期行情重点。

谈到具体原因， 一是

B

股下跌拖

累

A

股。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表示，

外管局从

2016

年

1

月

1

日将停止使

用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 正式上

线个人外汇业务监测系统， 引发部

分

B

股资金提前变现导致

B

股大

跌。 此外，根据最新的新股发行市值

配售办法，

A

股投资者拥有新股发

行的认股权，而

B

股投资者则没有。

同时， 近期

B

股指数较

A

股指数走

出一波独立行情，出现

13

连阳回到

6

月

26

日高点， 也成为昨日

B

股从

高点回落原因之一。 受

B

股重挫影

响，

A

股也被拖累。

二是保险资金举牌受到更为

严格的监管。 近日保监会连续下

发 《关于加强保险公司资产配置

审慎性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和

《保险资金运用内部控制指引》，进

一步规范资产配置和资金运用。

三是注册制授权通过。虽然市场

预期注册制是在监管框架下有步骤

实施，但注册制对投资者心理还是有

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临近年底， 由于基金等机构

投资者的资金主要配置在

TMT

等新兴

行业上， 为了在年底排名中更上一层

楼，也不排除有的基金卖出主板股票，

买入新兴行业股票， 基金的调仓换股

也加剧了市场的调整。

不过针对未来的市场， 深圳翼

虎投资公司总经理余定恒表示，未

来

A

股市场震荡的格局并未发生变

化，仍然是“两多两空”格局，即资金

面宽松、政策做多这两多格局还在，

两空是指经济基本面下行与股票估

值偏贵。 在目前这种箱体震荡的格

局下，很多个股却仍在创新高，因而

还是存在很多结构性的机会。 余定

恒看好价值转型企业的投资机会。

深圳前海银湖投资管理公司董

事长贺文哲表示， 预计

A

股市场可

能还要调整一段时间， 但结构性的

机会仍存，主题方面虚拟现实、无人

驾驶等热点主题可能还会受到市场

关注。

券商淡看下跌：市场为合理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 赵春燕

昨日

B

股指数在上午

11

点后

突现断崖式暴跌， 半个小时内从高

位处下挫

20.47

点， 区间跌幅达

4.52%

。 午后开盘，

B

股指数再次大

幅跳水， 盘中跌逾

7%

，

A

股也随之

持续下挫跌破

3600

点。

安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德良

表示，注册制进一步明朗，早段大盘

已开始积极向上，不过，

11

点过后，

一直最稳定的

B

股整体突然急挫，

加大了情绪波动。 而

B

股是

8

月修

复行情以来表现最稳定的群体，急

挫的主因应该还是获利盘的集中释

放。另外，有人担心与险资及其杠杆

在检查有关。

上证综指大跌近

2.6%

，为一个

月来最大跌幅。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

经济学家邓海清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 触发本次大跌的因素主要有两

个：一是午盘上证

B

指暴跌，下午开

盘时跌幅已接近

7%

，对市场情绪造

成显著影响； 二是

14:40

人民币汇

率突然大跌，市场不确定性增强，上

证综指跌幅进一步扩大。

邓海清同时表示，

12

月中旬以来，

在多重利空下， 市场却并未出现像样

的调整。 目前市场情绪仍然比较脆弱，

一旦下跌开始， 就很容易出现恐慌性

出逃。从较长期的视角来看，

12

月份的

利空主要有三个：第一，注册制审议通

过，加上战略新兴板消息明确，这对股

市造成的影响目前仍不确定； 第二，

2016

年

1

月

8

日“大股东限制减持”规

定（

7

月

8

日证监会公告）失效，市场担

忧卖盘压力增加；第三，市场原本预期

12

月将至少有

1

次降准， 甚至降息，

“水牛”的预期仍然强烈。

“但到目前为止， 并未降准降息，

这是年内第一次出现市场预期与央行

货币政策的长时间背离，值得关注。 ”

邓海清称。

邓海清同时表示， 股市新制度的

实施、牛市根基的重塑，给市场带来了

短期的不确定性， 市场调整是正常和

合理的。 但这恰恰表明了股市正在逐

渐走向理性，长期慢牛成为可能。他认

为，

2016

年基本面将改善，基于企业盈

利改善的长期“健康牛”可以期待，建

议关注即将公布的

12

月

PMI

及经济

数据。

B股A股走势今年联动性高

证券时报记者 吴晓辉

昨日，连续

13

个交易日上涨的

B

股指数在午后跳水，截至收盘，跌

幅达

7.9%

。

101

家

B

股中，

39

家跌

停， 占比近四成。 从上涨

2%

到跌

7.9%

，

B

股指数振幅高达

10%

，午盘

后空头打压十分坚决。

对于

B

股市场的暴跌，大同证

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胡晓辉认为，昨

日上午尾盘

B

股蹊跷跳水，从消息

面很难找出像样事件， 外汇管理局

新规不足以诱发大跌， 明年

1

月

8

日以后

A

股限售令解除也不应从

B

股开始下跌。 资金撤离中国股市

回流美国或是主要原因。

B

股市场跳水后，

A

股随之杀

跌更是引起了市场关注。证券时报·

莲花财经 （

lianhuacaijing

） 记者统

计， 自

1992

年以来，

B

股指数出现

122

次单日跌幅超过

5%

，而当日沪

指逆势上涨只有

15

次， 其余均下

跌。

B

股指数与沪指下跌的关联度

高达

87.7%

。

实际上， 今年

A

、

B

股的联动表

现更为明显。 今年以来，

B

股指数单

日跌幅

14

次在

5%

以上，仅在

7

月

6

日，

B

股大幅杀跌而沪指上涨

2.41%

，

其余均同步下跌，只跌幅不同。不过，

从

7

月

6

日的分时图看，

B

股指数与

沪指同为高开低走，只是沪指尾盘反

抽收红，而

B

股指数并未反弹。

当然， 对比今年以来

B

股指数

与沪指的走势， 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今年

3

月至

4

月中旬，

B

股指数弱于

沪指，在

4

月上旬强势反弹后，与沪

指走势基本一致。

9

月中下旬至今，

B

股指数一直强于沪指。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B

股

今日突然下挫引起整个市场震荡下

跌，但

A

股的涨跌应是内外合力的

结果。长江证券赵祐啟表示，昨日

A

股大跌或因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IPO

注册制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引起投资者较大心理压力，投

资者普遍倾向于在注册制推出前后

一段时间内谨慎观望。 第二，明年

1

月

8

日，“

5%

以上的大股东半年内

不得减持”的禁令将到期，这将对市

场构成直接压力。第三，自

9

月中旬

市场企稳反弹以来， 经过较长时间

的上涨之后， 市场已面临较大获利

盘的套现压力。

赵祐啟认为， 近期市场面临多重

压力，投资者宜保持谨慎。

胡晓辉则认为，

A

股跟随下跌与

经济下行， 安全投资标的匮乏有直接

关系， 未来股市涨跌根本主导因素还

是资金， 能否有说服资金流入股市的

理由与通道十分关键。 中小保险公司

举牌

A

股，演绎的投资

A

股成本法变

为权益法的会计统计转化， 将诱发资

金缓慢通过万能险等保险品种缓慢流

入

A

股，一旦被市场关注，推动一轮

股市上涨的资金将源源不断。

注册分析师贺春明表示，近期市

场处在多空平衡的平台整理运行之

中，市场震荡已近两月，市场的长期横

盘之后， 非常容易出现盘中的恐慌性

下跌，所谓久盘必跌也是这个道理，但

是这个下跌并不代表趋势的反转，更

多的是市场参与者情绪的宣泄。

贺春明认为，

B

股暴跌放大了散

户对于市场的恐惧， 从今天的市场运

行可以看出，

A

股市场的散户特征仍

然非常明显， 午盘之后的市场再现踩

踏特征。然而，目前市场已经不具备三

季度股灾过程中的高杠杆特征， 再度

进入暴跌模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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