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油国对伊朗

是否应参与冻产有

着严重的分歧，因

此无法达成共识。

林根/制表 彭春霞/制图

A5

Institution

机构

主编：刘兴祥 编辑：林根 2016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二

Tel

：(0755)83517262

今年首季保险资管产品

注册规模达516亿

证券时报记者 赵春燕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14

家保

险资产管理机构共注册各类资产管

理产品

33

个，合计注册规模

515.54

亿元。

其中，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7

个，注册规模

121.64

亿元；不动产债

权投资计划

23

个， 注册规模

232.9

亿元；股权投资计划

3

个，注册规模

161

亿元。

数据还显示，今年

3

月份，

7

家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共注册各类资

产管理产品

10

项， 合计注册规模

140

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

3

项，注册规模

60

亿元；不动

产债权投资计划

7

项，注册规模

80

亿元。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3

月底，保险

资产管理机构累计发起设立各类债

权、 股权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

532

项，合计备案（注册）规模

13866.04

亿元。

其中， 在注册制实行之后，

2013

年注册各类资产管理产品

103

项，合

计注册规模

3688.27

亿元；

2014

年注

册各类资产管理产品

175

项，合计注

册规模

3801.02

亿元；

2015

年注册各

类资产管理产品

121

项，合计注册规

模

2706.13

亿元。

产油国冻产协议流产 油价下跌动力陡增

证券时报记者 魏书光

昨日凌晨， 备受市场关注的产油

国多哈会议结束了，出乎市场意料，各

大产油国对于冻产协议谈崩了， 油价

下跌动力因此陡增。 有期货分析师表

示，油价一旦重回跌势，那么大宗商品

价格反弹可能提前结束。

冻产协议谈崩

2

月份， 欧佩克达成了初步冻产

意向。随后的两个月内，欧佩克们已经

喊冻产协议

4

次了。 由于沙特和俄罗

斯计划冻结石油产量等炒作因素，国

际油价上涨了约

30%

。 此前，纽约油

价

2

月中旬跌至

12

年来最低点的每

桶

26.21

美元。 但欧佩克达成了初步

冻产意向后，油价开始反弹。

原油市场的悲观情绪自

2

月以来

已经有所转变， 这促使部分投资者由

做空转向做多油价。 此次多哈会议召

开之前，油价在“冻产”会议预期之下

连涨一周，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

45

美

元

/

桶，创今年新高。

也正因此， 多哈会议更让市场关

注，多哈会议上的

17

个产油国，它们

的产量占了全球原油产量

60%

，本来

它们计划将约定原油日产量均值不超

过

1

月份水平，一直坚持到今年的

10

月

1

日。

然而， 随着多哈会议无果而终的

消息传出， 亚洲市场早盘油价一度暴

跌

6%

，国际油价再度陷入动荡命运。

多哈会议结果尘埃落定， 让市场围绕

冻产或减产的炒作也暂时告一段落。

前期由冻产协议的乐观预期所推动的

油价涨幅也将要回吐。

就一个冻产协议， 达成怎么就这

么难？ 业内人士表示，在“囚徒困境”

中， 其实它们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

选择。 伊朗是“冻产”协议未达成的最

大因素，在会议的谈判的最后，石油输

出国组织（

OPEC

）和伊朗仍未同意维

持产量的协议。 在今年

1

月国际制裁

解除之后，伊朗希望能恢复市场份额。

沙特阿拉伯则表态， 除非其他的产油

国采取一致的“冻产”行动，否则沙特

将不会这么做。

产油国正在加紧生产

多哈冻产会议的背后， 以沙特为

代表的海湾产油国近年来正在积极增

加产量。市场的供需失衡仍然在持续，

产能并没有出现实质性退出。

统计数据显示， 沙特国内的钻机

数量

2014

年开始就加速上升。从过去

一年的供给增量来看 ，

OPEC

增加

1.73

百万桶

/

天至

37.4

百万桶

/

天。

业内人士表示，在增量中的

95%

由沙特与伊拉克贡献。 伊朗由于解禁

未来可有

0.7

百万桶

/

天的净增量空

间。 考虑全球供需差额为

2.5

百万桶

/

天，伊朗复产的意愿和节奏至关重要。

俄罗斯目前产量已经是过去

20

年的

高点，产量提升空间有限，考虑到其承

诺也并不可信，比如

2001

年的减产协

议违约，其态度并不十分重要。

OPEC

发布的

3

月市场数据显

示，

3

月

OPEC

原油产量平均为

32.25

百万桶

/

天， 月环比增加

1.5

万桶

/

天，

伊朗、伊拉克和安哥拉贡献较大，其中

伊朗在

3

月的日均产量比

2015

年的

日均产量增加了

45.4

万桶

/

天。

3

月

OPEC

的日均原油产量比

2014

年和

2015

年全年的日均产量要高。

宝成期货分析师程小勇认为，目

前油价反弹后，产油国已经可以盈利，

不急于达成新一轮达产， 或者说部分

产油国石油成本远低于市场预期，可

以容忍油价长时间低位。 而油价一旦

重回跌势， 那么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可

能提前结束。

进口原油对本土原油

产生挤出效应

东证期货研究所金晓表示， 需求

持续疲弱、 供大于求局面暂时无法扭

转，现在又叠加多哈会议悲观因素，油

价短期内向下压力明显，

WTI

（美国西

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可能会震荡下行

至

30

美元

/

桶附近。 接下来市场最为

关心的还是美国原油产量下降的速度

以及在旺季商业原油去库存力度。

金晓还表示， 进口原油对本土原

油的挤出效应加大去库存的难度。 不

仅是原油面临着巨大的库存压力，成

品油的库存压力也不容小觑。 双重库

存压力将对油价形成向下压力。

中信期货分析报告称， 从

2

月份

这轮油价上涨行情中， 市场应该意识

到产油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类似

“

OPEC

看跌期权”的保护，看跌期权

对应的行权价在

30

美元，意味着油价

跌破

30

美元，

OPEC

以及其他产油国

将采取口头干预、 冻产协议等类似措

施来提振油价，这与此前“格林斯潘看

跌期权”的效果类似，因此尽管油价可

能出现大幅回调，但很难再跌破

30

美

元

/

桶。

商品市场轮动反弹

农产品有望成下一个风口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黑色系品

种的引爆下， 国内商品市场近期呈现

整体反弹， 反弹势头开始在品种间轮

动。 有业内人士认为，龙头品种的强势

有望延续，农产品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风

口，尤其豆粕、棉花两大品种最为看好。

反弹仍是主旋律

本周一，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再现强

势，反映整体走势的文华商品指数当日

上涨

0.82

点至

120.39

点，涨幅为

0.69%

。

具体品种方面， 郑棉期货全线涨停，

主力

1609

合约上涨

4.02%

收报

11775

元

/

吨；焦炭市场同样大涨，主力

1609

合

约收报

941

元

/

吨，涨幅为

4.21%

。

统计数据显示， 昨日文华商品指

数标的品种共流入资金

14.7

亿元，白

糖、铁矿石、螺纹钢、豆粕、焦炭、橡胶、

郑棉资金流入量居前。

前两日一度调整的黑色系商品周

一再度大涨，吸引商品市场做多人气。

国泰君安期货分析师金韬说，“上周末

唐山钢坯拉涨，当地整体库存低，加之

园博会炒作， 黑色系期价再次被带动

上涨。煤炭方面，山西等地的限产政策

下，供给端存在隐患，主要问题还是在

库存偏低，经济数据比较好，需求还过

得去， 大家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演变为

中级反弹。 ”

他还表示， 黑色系中钢材今年

整体情况比去年好， 房地产市场出

现超预期， 二线城市房价接力一线

上涨加速去库存，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已

经连续两个月走高， 这对钢材市场拉动

非常明显。

“黑色系商品起来了，房地产拉动比

较明显， 有色通常会滞后黑色

6

个月左

右，未来也整体看涨，相对看好铝、锌、

铜，不太看好镍。 ”有期货公司资管部人

士称。

农产品成下一个风口

值得关注的是， 一些业内人士已开

始将视线转向农产品。

鸿凯投资董事长林军谈到大宗商品

投资策略时称，积累有效库存前，大宗商

品特别是黑色商品已很难有做空机会，

商品之王原油已形成底部。“全世界货币

都超发，房价涨、农副产品涨是很重要的

现象。 ”

他表示，最值得看好的品种是豆粕。

从种植面积角度分析， 目前国内还是种

大豆的少，种玉米的多。尽管政府的政策

有所调整，但从农民本身角度考虑，今年

大豆种植面积已经不会有大的改变，其

实价格已到往上走的过程。目前，豆粕处

在牛市的早期阶段。

棉花同样走势强劲， 主力合约本月

已出现过三次涨停。业内人士认为，国家

抛储的不断推迟是期价反弹的导火索，

企业和流动环节库存偏低致使供需短期

失衡，市场反弹又带来集中采购，导致期

价上涨的正反馈效应。 “

4

月期价第一个

涨停后， 现货市场就出现了违约惜售的

情况，抛储前预计期价还将维持强势。 ”

该人士称。

新三板分层方案公布在即

业内呼吁三大配套政策

见习记者 吴海燕

随着新三板第一轮分层仿真测

试昨日正式开启， 新三板分层步入

倒计时， 这个流动性有些匮乏的市

场开始躁动起来。

全国股转系统有关人士向证券

时报记者透露， 新三板分层最终方

案已上报监管层， 目前正在等待批

复，预计两周内向市场正式公开。待

新三板分层标准发布后， 且所有挂

牌企业年报如期披露完毕， 才会测

算出进入新三板创新层企业的名单

并予以公示， 方案最快将于

5

月中

旬正式实施。

业内人士分析称， 分层制度落

地后，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短期提高创新层企业的估值， 但仍

无法完全满足市场对于分层制度配

套政策的预期。

新方案

有望下周公布

据全国股转系统官网显示，自

4

月

18

日起，为期

5

天的新三板第

一轮分层仿真测试正式开启。 测试

内容包括分层信息发布、 分层信息

变更等场景， 还对分层后的全部业

务功能进行试运行。

股转系统相关人士向证券时

报记者透露， 此轮测试主要是从

技术层面解决 “全国股转公司、

中国结算、深证通、各市场参与者”

的数据对接问题，以便于做出相应

修改及完善，为

5

月份的市场分层

正式实施做准备。

对于市场最关心的新三板分

层方案公布日期， 上述人士回应

称， 最快两周内向市场公布该方案。

“新三板分层最终方案已上报监管

层，目前正在等待批复，预计最快两

周内会公布。 ”

“创新层企业名单公示大概得花

10

天时间，公示完后没有异议，分层

才会正式实施。 ”上述人士透露，鉴

于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新三

板分层方案最快将于

5

月中旬正式

实施。

业内呼吁三大配套政策

尽管新三板分层制度落地在即，

但业内对于分层效果的市场预期一

般。 在新三板市场愿望清单里的政策

红利中，“公募基金入市、放开投资者

门槛、做市商扩容及再分层”等最受

关注。

易三板研究院执行院长贾红宇向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分层是其他制度

安排的一个前端， 但分层究竟能有多

大的利好，还得取决于配套政策，目前

市场对配套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速度并

不乐观， 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新三板流

动性问题，“公募基金入市、 放开

500

万的投资者门槛、

85

家做市商扩容及

再分层”等政策红利亟需释放出来。

股转系统公司业务部总监孙立近

日表示， 鉴于现行交易制度效应还未

充分释放，股权分散度不够等原因，现

阶段暂不实行竞价交易。

民生证券新三板研究员伍艳艳

还建议， 要发挥分层应有的作用，建

议在创新层优先进行融资制度、交易

制度的创新试点，建立储架发行和授

权发行制度，探索并购贷款和并购基

金的可行性等，对创新层准入公司进

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