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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股集体走弱 沪指失守2700点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周一，沪深两市小幅低开，股指小

幅冲高后便呈震荡下行走势， 前期成

为托市主力的权重股集体走弱。 午后

开盘，沪指持续震荡走低，银行、钢铁、

煤炭等板块持续杀跌， 致使两市多次

跳水，沪指盘中跌幅扩大至

3%

，低见

2655.62

点， 临近尾盘两市有所回暖，

沪指跌幅略有收窄。 昨日两市缩量成

交

3704.1

亿元，其中沪市成交

1528.3

亿元，深市成交

2175.8

亿元。

截至收盘， 上证综指报

2688.85

点，跌幅

1.78%

；深证成指报

9322.01

点，跌幅

1.02%

；创业板指报

1992.70

点，跌幅

0.07%

。 盘后分析认为，目前

股指明显受到

5

日均线压制， 因而整

体走势还是偏弱， 昨日走势基本上宣

告了上周五的上涨只是技术性反弹。

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市场面临三大

窘境： 一是

A

股明显处于下跌通道

内，自

1

月

4

日巨阴击穿所有均线后，

市场一直处于下跌行情中； 二是临近

春节，投资者持币过节意愿较为强烈；

最后便是本轮下跌行情中多轮抄底资

金抄底失败后将出现解套资金派发的

情况，多头持续做多意愿不强。

事实上， 除上述三大窘境外，

A

股

还面临

2

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新压力。

数据一：

1

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创三年半最低。 中国

1

月官方

制造业

PMI49.4

，创

2012

年

8

月以来

最低，预期

49.6

，前值

49.7

。 中国

1

月

官方非制造业

PMI53.5

，前值

54.4

。 新

订单指数为

49.6

， 回落至

50

以下，环

比下降

2.1

。 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7.3

，

环比下降

3.6

。 另外，中国

1

月财新制

造业

PMI

为

48.4

， 连续第

11

个月低

于

50

荣枯线，预期

48.1

，前值

48.2

。

数据二：融资余额

21

连降，逼近

9000

亿。 截至

1

月

29

日，两市两融余

额已回落至

9071

亿元， 环比下跌

7.35%

。 其中 ， 沪市融资余额报

5330.34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43.66

亿元； 深市融资余额报

3740.74

亿元， 减少

19.25

亿元

;

两市合计

9071.08

亿元，减少

62.9

亿元。 这是两

融余额

21

连降，也是两融余额连续第

五周出现环比下降。

数据三：

80

家股权质押公司面临

危机。 截至今年

1

月

26

日，

A

股股权

质押在押市值规模约为

2.7

万亿

-3.0

万亿元， 占

A

股总市值约为

6.5%

。

2016

年以来，市场的波动性在增大，存

量的股权质押市值面临价格波动风

险，截至

1

月

26

日，约

80

家上市公司

质押接近或触及警戒线。

1月份10家公司

出资逾22亿元回购股票

证券时报记者 吴晓辉 黄剑波

就在

A

股市场节节败退之际，多

家上市公司相继公告表示计划或实施

回购公司股票。据证券时报·莲花财经

（

lianhuacaijing

）记者统计，截至

1

月

31

日收盘，

1

月以来已有

40

余家上市

公司发布了与回购股票事项相关的公

告。而在

2015

年

6

月下旬至

9

月中大

调整行情下，

3

个月内也只有超

40

公

司涉及回购公司股票。

当然，上述

40

家公司回购股票包

括预案、失效、激励方案、员工持股计

划等，比如常宝股份、兴森科技、徐工

机械等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施回购计

划。在弱势背景下，投资者更加关注哪

些上市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回购自家公

司股票。

数据显示，

1

月份

10

家公司出资逾

22

亿元，回购约

1.6

亿股股票。 回购股份

占公司股本比例前三名分别为富安娜、

国元证券、东方雨虹，占比分别为

3.06%

、

3.03%

、

1.50%

。 出资前三名的公司分别为

国元证券斥资

4.7

亿元、富安娜斥资

2.99

亿元、海普瑞斥资

2.32

亿元。

回购股票的资金大部分为自有资

金，出资回购的公司基本上不差钱。 例

如， 富安娜在去年公告计划

3.5

亿元用

于委托理财， 而在今年

1

月

29

日公告

显示出资

2000

万购买理财产品， 富安

娜回购

3

亿元也均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上述

10

家公司回购股票之后，对

二级市场股价均有一定提振作用。

分析人士表示， 股份回购利于活跃市

场交易，有效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对股

价形成稳定预期， 实现公司价值的合

理回归， 从而对持续低迷的市场形成

有力的支撑，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当然， 公司回购不一定能打包票

以后股价一定会涨。 例如富安娜以最

低价

9.60

元、最高价

12.30

元回购，但

现价只有

8.36

元。 东方雨虹以最低价

14.68

元、最高价

15.13

元回购，而现

价为

13.17

元。

从历史经验来看， 历次

A

股底部

均伴随着产业资本依托上市公司增持

或回购。 去年

6

月份至

9

月份三个月

涉及回购金额

400

亿元， 平均每个月

130

亿元左右，而今年

1

月份

180

亿元

上限强于去年

6

月份公司回购金额。

1月份减持倍增 增持减半

西南证券 张刚

1

月份沪市和深市均大幅下挫，

产业资本减持市值环比翻倍，为

2015

年

7

月份以来最高， 仍处于历史偏低

水平，而增持市值环比减半，为历史偏

高水平。

1

月份限售股解禁后合计减持市值

为

73.31

亿元，比

12

月份增加

44.34

亿

元，为其

2

倍多，为

2015

年

7

月份以来

最高，仍处于历史偏低水平。 涉及上市

公司

147

家， 比

12

月份增加

46

家，增

加幅度为

45.54%

。 在分布上看，深市主

板公司

16

家，深市中小板

69

家，深市

创业板

44

家，沪市

18

家；涉及股数共

计

45812.22

万股， 比

12

月份增加了

29061.37

万股，为其

2

倍多。

1

月份整体市场大幅重挫， 两市

单月的日均成交环比减少三成多，为

2015

年

3

月份以来最低，但产业资本

减持市值却大幅增加，主要因为

2016

年

1

月

8

日之后持股占

5%

以上的主

要股东和高管减持禁令被解除。 由于

后续新规对大宗交易限制不多， 成为

主要的大规模减持方式。

1

月份深市

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仍为被减持的主

要群体，占公告减持公司家数七成多。

1

月份上市公司股东增持市值共计

281.21

亿元， 比

12

月份减少

347.63

亿

元，减少幅度

55.28%

；涉及上市公司有

509

家，比

12

月份增加了

180

家，增加

幅度为

54.71%

；在分布上看，深市主板

公司

82

家，深市中小板

185

家，深市创

业板

98

家， 沪市公司

144

家； 共计

187861.14

万股 ， 比

12

月份 减少

134887.30

万股，减少幅度

41.79%

。若按

日均增持市值来看，

1

月份为

14.06

亿

元， 比

12

月份的

27.34

亿元减少

13.28

亿元，减少幅度为

48.57%

。

在大跌情况下，

1

月份增持市值

环比减半。进入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

绩快报密集披露期， 增持操作受到一

定限制。 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中被增

持的公司家数占到五成多的比例。

两融余额连续21个交易日下降 逼近9000亿

证券时报记者 赖少华

上周五

A

股大幅反弹逾

3%

，依然

未能改变两融市场持续下滑的趋势。

截至

1

月

29

日， 两融余额报

9091.72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62.94

亿元，

环比降幅为

0.69%

。这也是两融余额连

续第

21

个交易日出现环比下降，再次

刷新历史连降记录。 与此同时，上周两

融市场遭融资净偿还

719.15

亿元，连

续

5

周处于融资净偿还状态。

其中，融资余额报

9071.08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下降

62.9

亿元，环比降

幅为

0.69%

；融券余额报

20.64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小幅下降

0.17%

。

市场持续大跌之下， 投资者交易

热情降至冰点， 上周融资买入额极度

低迷， 有

4

个交易日的融资买入额低

于

400

亿元规模， 上周四更是仅有

294.30

亿元，再创阶段新低。周五市场

大幅反弹， 当日融资买入规模也不过

360.94

亿元。

与此同时， 两融市场连续第

5

周处

于融资净偿还状态。上周

5

个交易日，融

资净偿还额分别为

37.65

亿元、

242.62

亿

元、

212.95

亿元、

163.02

亿元和

62.90

亿

元，期间累计净偿还额为

719.15

亿元。

分行业看，上周

28

个申万一级行

业全部遭遇融资净偿还。 非银金融以

72.09

亿元的净偿还额继续排名榜首，

计算机、医药生物、电子等板块的净偿

还金额也超过

40

亿元。

个股看， 上周有

213

只个股的融

资净偿还金额超过亿元关口。其中，中

国重工净偿还金额

13.78

亿元， 为两

市最高。 中信证券遭净偿还逾

11

亿

元，海通证券、京东方

A

、中国建筑、中

国平安、 中国联通等个股净偿还金额

也超过

4

亿元。

上周，两市仅有

24

只个股实现融

资净买入， 金地集团成为最受融资客

青睐的个股， 上周融资净买入金额为

15.11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1

月

29

日， 金地集团已连续

12

个交易日

获融资净买入， 期间累计净买入金额

达

28

亿元。此外，三峡水利、万达信息

融资净买入额也超过亿元， 分别为

1.62

亿元和

1.31

亿元。

两融余额持续下滑，引发市场对两

融业务风险的担忧，对此，证监会用权

威数据回应了市场的猜测。 证监会新闻

发言人张晓军日前表示，两融各项风险

控制指标处于安全状态。 具体来看，客

户整体维持担保比例为

225.5%

，仍远高

于

150%

的预警线。 其中维持担保比例

高于

200%

的客户负债占比仍接近一

半； 低于

130%

的客户负债仅占

1.55%

，

只占今年以来

A

股日均交易额的

2.7%

。

同时，客户日均平仓金额为

4946

万元，

较去年日均水平下降

47%

。

反弹逻辑渐明朗 机构观点趋乐观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经过上周五的大幅反弹后，本周

一

A

股重回弱势，沪指大跌

1.78%

，再

度失守

2700

点。 尽管

2

月行情开门

红落空，但多家券商对本周

A

股行情

仍偏乐观。 例如，招商证券认为市场

短期有望企稳回暖；中金公司也认为，

在经历了

1

月份的深度调整之后，市

场短线可能存在“喘息之机”；中泰证

券则称，市场进入反弹阶段。 而对于

反弹的逻辑，各券商略有不同。

券商对本周行情偏乐观

招商证券认为，市场短期有望企

稳回暖。 理由有几点，第一，经过连续

暴跌后，沪指

1

月份跌幅超过两成，悲

观情绪得到极大释放，估值具备一定

吸引力。 第二，汇率企稳及货币政策

环境继续改善，全球风险偏好开始有

所恢复；之前市场一直担忧全球宽松

的货币环境出现拐点，但近来欧日央

行再度释放宽松预期，美国加息预期

也大幅延后；人民币汇率暂时企稳，有

助于稳定国内动荡的金融市场，也减

轻了宽松压力。 第三，前期险资权益

类仓位已经很低，公募基金的仓位调

整压力较大。 最新数据显示，基金仓

位在经历攀升后出现下降，抛售压力

缓解。 此外，两融和股权质押强平、银

行票据的清理整顿对市场流动性的影

响目前尚处可控范围。 定增是对市场

资金需求量比较大的一块，最新数据

显示定增预案规模在

1

月份出现大幅

下降，有利于缓解市场资金压力。

中金公司也认为，在经历了

1

月

份的深度调整之后，市场短线可能存

在修复机会。 理由有多方面：第一，

A

股经过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一次月度

调整后风险已经有所释放。 市场的整

体估值与历史区间相比已经处于中低

端水平，不少公司估值已经进入估值

合理区间；第二，春节过后两会将进入

投资者视线，包括“十三五”规划、供给

侧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与改革预

期均有望升温；第三，美国加息的延后

以及日本央行决定实施负利率可能会

缓解外围市场的压力。 其他方面，包

括创业板业绩预告基本披露完毕，业

绩压力有所释放；首批新股发行后，新

股对于市场的心理影响也在下降等。

同时，中金公司认为，本周是节前

最后一周，综合来看，受节日影响市场

虽然可能有所企稳但成交量和风险偏

好可能难以显著恢复。 从中期来看，

汇率和增长依然是需要持续关注的变

量。 尽管人民币汇率短期稳定，但随

着外汇储备的下降，市场对于汇率前

景预期并不乐观。 增长方面，供给侧

改革的措施在短期内对增长也会造成

负面的影响，房地产投资能否在持续

的去库存之后有所企稳回升，这些都

值得持续关注。 可能需要看到更加明

晰和坚决的汇率应对策略、市场沟通、

政策应对以及改革进展才能扭转目前

市场相对比较悲观的预期。

其他券商中，中泰证券称，在人民

币汇率快速贬值告一段落、稳增长政策

加码、估值水平超调情况之下，再次强

调市场进入反弹阶段，当前位置可以提

高仓位； 同时其总结了

2000

年以来春

节前一周行情，

16

个交易周仅

2

个交

易周出现下行，其余均录得正收益。 华

泰证券也称，早春播种，萌芽将至，市场

快速下跌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国信证

券则称，春节反弹窗口开启。

券商建议关注的主题

投资标的方面， 招商证券称，按

“第一次反弹强势主题， 之后如果超

跌，第二次反弹继续强势”的规律，推

荐的主题为：网络安全、大数据、创投、

生物识别、去

IOE

、人工智能、传感器、

智能交通、汽车后市场、移动支付、锂

电池、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另外，按

“第一次反弹弱势主题，之后如果没有

超跌，第二次反弹强势”的规律，推荐

的主题是：航母、美丽中国、在线旅游、

特高压、国资改革、大央企重组、北部

湾自贸区、水利水电建设、民营银行、

长江经济带、 上海本地重组、 油气改

革、一带一路。

中金公司则建议关注以下品种。第

一，有改革预期，如供给侧改革或国企

重组等支持的低估值蓝筹： 如原材料、

房地产、部分央企等；第二，大消费、大

健康，继续关注业绩尚好，估值合理的

医药保健、食品饮料、旅游；第三，估值

已经有所回调的优质成长股龙头；第

四，关注部分主题，如环保及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高景气度）、年报行情（年报

预警中业绩超预期个股、高送转）。

华泰证券称要关注两类股：一类是

价值蓝筹， 一类是确定性高的优质成

长。价值蓝筹方面，关注

500~1000

亿的

具备一定成长的非周期消费类蓝筹，比

如海康威视（电子）、长安汽车（汽车）、

南方航空 （航空）、 伊利股份 （食品饮

料）、云南白药（医药）；确定性高的优质

成长方面，比如东方明珠、巨星科技、时

代出版、欣旺达、科远股份、网宿科技、

三联虹普等；同时，高股息率的标的将

是很好的选择，比如大秦铁路、上汽集

团（分红回报率都超过

6.5%

）。

买多卖少 沪股通资金再次入场抄底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2

月份第一个交易日

A

股没有实

现开门红。不过，外资试探入场抄底

A

股的说法却有迹象得到证明。

数据显示，昨日沪股通资金流出

1.92

亿元， 当日余额为

131.92

亿元，

这是在昨日

A

股跌幅达

1.78%

的市

况下出现的。 事实上，近期以来，沪股

通资金虽然净流入和净流出的天数

大抵相当，但单日流入金额明显远超

流出金额。 例如

1

月

26

日和

1

月

28

日，沪股通资金也出现净流出，金额

分别为

2.35

亿元和

3.42

亿元， 而

1

月

27

日和

1

月

29

日，沪股通资金净

流入金额达到

44.85

亿元和

16.94

亿

元， 其中

1

月

27

日的买入金额更是

创下去年

9

月份以来的新高，从而被

一些媒体解读为先知先觉的外资悄

悄进场抄底。

港股通资金方面，自去年

10

月底

以来持续出现资金净流入， 昨日流入

5.37

亿元，当日余额为

99.63

亿元。

个股方面，昨日沪股通标的股中，

资金净流入额最大的十只股票分别为

海通证券、中国汽研、人福医药、长江

电力、光明地产、山东黄金、皖通高速、

平高电气、亿利洁能和中金黄金，其中

海通证券、中国汽研、人福医药、长江

电力这

4

只股票净流入额在

3000

万

元以上。由于受到沪港通资金的追捧，

中国汽研昨日以涨停报收， 位居沪股

通标的股涨幅的首席； 皖通高速和光

明地产也分别涨

9.86%

和

7.46%

。

龙虎榜上， 沪股通资金的表现

也有迹可循。 证券时报数据部的统

计显示，今年以来，沪股通资金一共

涉及

4

只股票，分别为亿阳信通、哈

药股份、鼎立股份和中航动力。 上交

所统计数据显示，沪股通资金位居

1

月

27

日中航动力的买二席位，大手笔

扫货

4408.53

万元；

1

月

26

日至

1

月

28

日三个交易日中，沪股通资金占据

了鼎立股份的买一席位，买入

1645.36

万元。

1月份大宗交易成交金额大降

机构卖出36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1

月份

A

股跌跌不休， 沪指全月

累计跌幅超过两成。在大盘暴跌之下，

当月大宗交易市场成交也较为清淡，

成交金额环比大降三成。 而从成交金

额较大的个股来看， 多只个股为重要

股东在减持。除了重要股东，

1

月份机

构在大宗交易市场也卖多买少。

根据统计， 今年

1

月份沪深两市

大宗交易成交金额为

224

亿元， 与去

年

12

月的

339

亿元相比下降逾三成。

在去年以来的

13

个月的数据中，相比

今年

1

月份的成交金额为倒数第二

低，仅高于去年

9

月份。而在去年

4

月

份至

5

月份的牛市行情中， 沪深两市

的大宗交易成交金额均超过

1000

亿

元。折价率方面，今年

1

月份的大宗交

易平均折价率为

6.48%

，较去年

12

月

的

5.32%

也有所增加， 显示资金出逃

意愿仍然较强。行业方面，

1

月份成交

金额较大的行业是医药生物、房地产、

家用电器，均超过

20

亿元。

从个股方面，

1

月份的大宗交易

累计成交金额中， 中毅达最大， 接近

10

亿元；中源协和、万达院线、华锐风

电的成交也均超过

7

亿元，格力电器、

北京城建、上海莱士、康达尔的成交均

超过

6

亿元，完美环球、盈方微的成交

均超过

5

亿元。

这些个股中， 不少个股遭其重要

股东减持。 最具代表性的是中毅达，

1

月

13

日至

1

月

28

日里， 中毅达逆市

大涨，股价迅速翻倍。 股价大涨后，公

司股东也迅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中

毅达

1

月底公告证实， 公司股东西藏

一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西藏钱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均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公司股份。 西藏一乙近期通过大宗交

易累计减持

35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1%

。 西藏钱锋近期通过大宗交

易累计减持

31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1%

。

中源协和

1

月份大宗交易成交金

额

7.66

亿元，在沪深两市个股中排行

第二，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开发区德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1

月

14

日至

1

月

15

日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

持公司股份

1900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

4.92%

。本次减持后，德源

投资仍持有公司

21.09%

股份，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股价方面，中源协和

1

月

份累计大跌

45%

，大幅跑输沪指。

月度大宗交易成交金额排行第三

的是万达院线， 成交金额为

7.29

亿

元， 卖出营业部为中金公司北京建国

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和银河证券德清

证券营业部。

机构方面，

1

月份机构席位出现在

71

笔大宗交易的卖方， 合计卖出金额

36

亿元；同时机构席位还出现在

48

笔

大宗交易的买方，涉及金额仅

14

亿元。

机构卖出的个股中，按单笔成交金额来

看，最大的一笔是

1

月

18

日上海莱士，

总金额为

4.36

亿元，该笔成交买方为中

金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机构买入方面，单笔成交金额最大的是

安信信托，涉及金额逾

3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