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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只个股昨日创历史新高

锂电池概念表现最抢眼

证券时报记者 郑灶金

周二

A

股全线大涨， 个股呈普涨

格局， 一大批个股的复权股价当日创

出历史新高。 具体来看，在剔除今年

4

月份后上市的次新股， 周二有贵州茅

台、多氟多等

19

只个股的股价创出历

史新高，这些个股中，锂电池概念股占

比最多。

上市公司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肯定与资金追捧有关， 而近期

A

股

最受资金关注的题材无疑是锂电池

概念了， 另外与之同为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的充电桩概念也表现活跃。

在周二创出历史新高的的个股中，

锂电池概念股最多，有多氟多、天赐

材料、融捷股份、当升科技、赣锋锂

业、智云股份等。 另外，充电桩概念

股也有和顺电气、高澜股份等；两者

合计有

8

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占

当日剔除次新股后创历史新高个股

数量的逾四成。

由于行业处于高景气时期， 多只

锂电池概念股一季度业绩表现相当出

色， 多氟多一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

1245%

；当升科技的

业绩增幅也高达五倍， 天赐材料的增

幅接近五倍，赣锋锂业增逾三倍，融捷

股份则增逾一倍；当然，也并非所有锂

电池概念股的业绩均如此出色， 比如

智云股份一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率为

-115%

。

申万宏源此前的研报分析称，作

为整个新能源产业链的上游，锂供给

不足是

2015

年整个产业链发展的最

大瓶颈， 由于锂矿项目投产周期长

（

2-3

年），需求爆发又较为集中，供需

错配引发了去年四季度碳酸锂的暴

涨行情。 根据测算，

2016

年全球新增

碳酸锂供给

2.5

万吨， 新增需求

2.3

万吨， 供需失衡状况将得到一定缓

解；但从节奏上看，由于新增产能投

放集中在

2016

年下半年， 因此上半

年碳酸锂仍将紧缺， 全年供需紧平

衡。 结合锂资源自给程度以及碳酸锂

产能，申万宏源继续推荐行业龙头天

齐锂业和赣锋锂业，此外，众和股份

今年锂精矿产量预计达到

6

万吨，融

捷股份的锂矿项目也有望二季度内

投产，建议重点关注。

周二还有一批题材股创出历史新

高。如具有高送转概念的濮阳惠成，具

有智能穿戴概念的中颖电子和康耐

特，具有虚拟现实概念的利亚德，具有

免疫治疗概念的博雅生物； 从最新市

值来看， 这几只个股多是中小市值个

股，濮阳惠成、中颖电子、康耐特等最

新市值均低于

100

亿元； 利亚德最新

市值稍大，为

200

亿元出头。

除了题材股， 有些传统白马股创

出历史新高， 比如沪深两市第一高价

股贵州茅台；另外，老板电器当日也创

出历史新高，老板电器从今年

1

月

29

日开始，一路震荡上行，累计涨幅已超

过四成；业绩方面，老板电器最近几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均

在

40%

左右，是传统的白马股，其今

年一季度的业绩增幅也接近四成。

其他在周二创出历史新高的个股

还有赛摩电气、好利来、万润股份、

ST

宜纸， 其中，

ST

宜纸是周二创出历史

新高的的个股中唯一一只

ST

股。 总

体上看，周二创出历史新高的

19

只个股

以小盘股居多， 创业板个股有

10

只，中

小板个股有

7

只，沪市个股仅有

2

只；上

市日期方面， 则

2010

年上市的个股最

多，有

7

只；行业方面，化工行业个股最

多，有万润股份、濮阳惠成、多氟多等

6

只，电子行业有

3

只个股，电气设备、机

械设备、 轻工制造等行业也均有两只个

股；最新市值方面，除贵州茅台外，其余

个股市值均低于

300

亿元。

“莆田系” 三只港股

单日蒸发3亿港元市值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大学生魏则西之死”事件，将

百度和 “莆田系” 医院推至风口浪

尖，华夏医疗（

08143.HK)

、万嘉集团

(00401.HK)

、 和美医疗（

01509.HK

）

等多家在港上市的“莆田系”公司也

受到高度关注。

受事件负面影响， 上述三家公

司在“五一”假期后港股的首个交易

日齐齐下挫。截至昨日收盘，上述

3

家公司单日蒸发市值共计将近

3

亿

港元，其中，华夏医疗股价盘中一度

暴跌

18%

，收盘跌幅仍逾

13%

。

据媒体调查披露， 包括詹、 陈、

林、黄在内的莆田“四大家族”把持了

大部分“莆田系”医院的资源，其中，

以“华夏”、“华康”、“华东”等名称开

头的医院基本被陈氏家族控制；以

“博爱”、“仁爱”、“曙光” 为名称的医

院大部分被林氏家族所控制。

资料显示， 在港上市的三家上

市公司中，号称“中国最大的私立妇

产科专科医院集团” 的和美医疗是

由林玉明创建，并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据悉，公

司市场份额约占

13%

，主要以“和

美”、“现代女子”等品牌在内地

7

个

一、二线城市设

11

家医院。 公司的

财报显示，

2015

年营业收入为

9.09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06

亿元。

另外两家“莆田系”港股上市公

司均由莆田商人翁国亮经营。 值得

一提的是， 虽然翁国亮并不在莆田

“四大家族”之中，但他旗下的华夏

医疗、 万嘉集团却在行业中很有名

气，且分工明确：一个负责“卖医”，

一个负责“卖药”。其中，华夏医疗集

团旗下的医院包括： 嘉兴曙光中西

医结合医院、上饶协和医院、重庆市

爱德华医院、 珠海九龙医院和澳美

佳女子医院。

翁国亮不仅身兼上述两家港股

公司的董事长，

2014

年， 他还联手

万通投资控股董事长冯仑、 新希望

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共同成立中国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联盟。目前，联盟已

有

15

名会员， 控制着上千亿的资

产，覆盖金融、地产、保险、科研以及

医疗服务。 其中，金融有平安银行、

民生银行的超百亿授信； 地产有业

界名人冯仑； 陈东升携泰康人寿进

入联盟； 华大基因的汪建成为联盟

科学专家委员会主席； 服务环节由

翁国亮的万好国际旗下的厚康医疗

来打理。

不过，“莆田系” 的发迹史并不

那么光鲜亮丽。冯仑在

2013

年中国

企业领袖年会上曾经这样描述翁国

亮，“在福建莆田一个村的小伙子，

16

岁出来在电线杆上贴性病广告，

现在带出

8000

人， 在全国开出

8000

家民营医院”。

另外， 三家港股上市公司的业

绩也不尽如人意。 以翁国亮旗下的

两家港股公司为例： 从最新公布的

季报来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的

9

个月内， 华夏医疗实现总营业

额约

11.7

亿港元， 较

2014

年同期

减少约

16.5%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9

个月内，公司拥有人应占

亏损约为

2070

万港元

(2014

年为约

4.98

亿港元

)

；同期每股基本及摊薄

亏损分别约为

0.012

港元

(2014

年

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分别约为

0.28

港元

)

。

万嘉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9

个月内，实现总营业额约

9.77

亿港元，而

2014

年同期的总营

业额约

12.49

亿港元， 同比减少约

22%

； 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为

1119

万港元，每股基本及摊薄亏损

约为

0.017

港元。

虽然三家港股上市公司的业绩

乏善可陈， 但在资本市场运作方面

却动作频频、不甘寂寞。

2015

年

12

月

2

日， 华夏医疗

公布， 公司就向卖方港峰企业收购

两家从事投资控股公司富德国际及

百富发展全部股权签订谅解备忘

录， 预期代价不超过

12

亿港元，买

方可以现金或发行新股份支付代

价， 其发行价不得超过每股

0.9

港

元， 较谅解备忘录日期前的最后交

易日收市价折让

18%

。据悉，华夏医

疗的目标是将两家公司重组完成

后， 将主要从事管理及营运分别位

于哈尔滨、齐齐哈尔、北京、天津、沈

阳及重庆

8

间在内地的医院。

2015

年

12

月

10

日，和美医疗

(01509.HK)

公布，与

Phayathai Hos－

pital Group(PHG)

、深圳市瀚海基因

生物科技、健康卫视

(

策略伙伴

)

各自

同意分别组成策略联盟以进行以下

相关合作：

(1)

与

PHG

于中国推进及

扩展体外人工受孕

(

俗称：试管婴儿

)

业务；

(2)

与深圳瀚海制订及实行先

进的遗传基因检测业务；

(3)

与健康

卫视进行网络信息科技及媒体服务

升级，并建设智慧医院。

资料显示，

PHG

为泰国大型医

疗集团，主营包括

IVF

业务在内的医

疗服务及医院管理业务，在试管婴儿

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深圳瀚海

主要从事基因测序技术研究，开发等

业务。 健康卫视在香港注册成立，是

通过卫星全频道用汉语普通话播出

的医学科普卫星电视台。 很明显，以

翁国亮为代表的部分“莆田系”已经

进入了资本运作的新轨道。

白酒股迎涨停潮 防御价值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 钟恬

“五一”小长假后

A

股实现开门红，

盘面上红多绿少，其中白酒板块是强中

之强，成为领涨板块。 据

Wind

统计，昨

日白酒股掀起涨停浪潮，

18

只白酒股

中

7

只盘中创下年内新高，

12

只收盘

价创下年内新高，而龙头老大贵州茅台

则放量拿下历史新高。 交易所数据显

示，昨日有机构在积极抢筹白酒股。

个股批量创年内新高

Wind

统计显示，

18

只白酒股中

有

8

只强势封涨停，包括酒鬼酒、口子

窖、山西汾酒、沱牌舍得、顺鑫农业、伊

力特、迎驾贡酒和金种子酒，此外，五

粮液和古井贡酒的涨幅也都超过

9%

。

值得一提的是， 该板块个股昨日

批量创年内新高。 山西汾酒、五粮液、

古井贡酒、今世缘、洋河股份、

*ST

水

井等共

12

只股票收盘价创下年内新

高。 可见，在大盘整体下跌的情况下，

白酒股的防御价值很高。

龙头老大贵州茅台昨日放量大

涨，一举创下历史新高。该股昨日低开

高走，

10

时

30

分左右一度涨幅超过

4%

，触及

262.28

元的历史新高，成交

金额放大至

14.6

亿元。 白酒股一向被

视为防御品种， 上证综指今年以来跌

幅达到

15.44%

，贵州茅台成了攻守兼

备的最佳品种，其年涨幅接近

20%

，大

幅跑赢大盘。 公司在

3

月底发布了

2015

年年度报告，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双双连续三年持续增长， 并推出近三

年最慷慨的分红方案。此外，公司一季

报显示，实现营业收入

99.89

亿元，同比

增长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8.89

亿元，同比增长

12.01%

。

交易所数据显示， 昨日有机构在积

极抢筹白酒股。 其中酒鬼酒的买方榜上

出现了两家机构， 总共买入

1998

万元，

占其全日成交总额的

12%

。 顺鑫农业的

买方榜上出现了三家机构， 出手更为阔

绰，总共买入近

1.36

亿元，占其全日成

交总额的比例达到

24%

。

外资抢筹白酒股？

国信证券一位分析人士认为， 白酒

行业已步入回升态势， 因此吸引机构积

极布局。他认为，白酒板块是港股中的稀

缺板块，一向得到外资关注，因此今年白

酒股表现强势的背后， 不排除有外资买

入。 从贵州茅台一季报的十大流通股东

数据可看出， 除了实际控制人和 “国家

队”，外资已占据了半壁江山，包括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及

GIC PRIVATE

LIMITED

、易方达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

司等

QFII

、

RQFII

。

招商证券认为，近期披露的一系列白

酒股的一季报，已显示行业整体进入复苏

轨道，预计下半年茅台批价回升进一步带

动板块估值修复和估值切换。 其提出三大

理由推荐白酒股：一是估值便宜，一线白

酒为

15

倍左右， 二三线白酒约为

20

倍；

二是

2015

年起行业现金流已经开始好

转，预计一季度全行业好转，带动业绩高

增速复苏；三是配置避风港，近期债市信

用违约加剧， 期货市场风险快速酝酿，白

酒板块显现稳健配置价值，且机构配置比

例仍低，是规避风险的好选择。

日元欧元高歌猛进

高盛近期频频误判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作为货币宽松的代表，欧洲和日

本央行可谓不遗余力，但欧元和日元

却继续高歌猛进，让市场大跌眼镜。

近日，日元表现持续强势。在昨

日欧洲交易时段， 美元兑日元汇率

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

0.78%

，报

105.58

， 创下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

的新低。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

元兑美元汇率已经攀升

13%

，是发

达国家中涨势最猛的货币。 自上周

日本央行意外决定维持货币政策不

变以来， 美元兑日元汇率已连破多

个整数关口。 即便是曾在外汇市场

呼风唤雨的“日元先生”、前日本财

务省副大臣榊原英资， 也没有预料

到日元涨势会如此凶猛。 榊原英资

此前预计，日元汇率会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内”升至

105

水平。

日元持续走高， 考验着日本官

员的耐心。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昨日再度发出警告， 强势日元可能

损害日本的经济复苏。令日元走软，

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缩局面，

是安倍经济计划中的关键一环。 自

2015

年第四季度经济陷入萎缩后，

市场担心日元持续走强可能导致日

本经济在两年内陷入第二次衰退。

这时，欧元也“不甘示弱”，欧元

兑美元汇率昨日一度突破

1.16

关

口，刷新去年

8

月份来的新高。美元

指数则跌破

92

关口， 最低至

91.98

水平，创去年

1

月份以来的新低。伴

随着欧元走强， 欧洲股市昨日低开

低走， 德国和法国股市盘中个跌幅

接近

2%

。

欧日央行相继出台更多刺激政

策，欧元、日元不跌反升，美联储去

年底终于迎来十年难遇的一次加

息，美元却不升反跌。汇市节奏难把

握，投行难免打脸。高盛首席货币策

略师

Robin Brooks

近日在致投资

者信中指出， 预期日元短期内会走

强，但他曾于

4

月

24

日预期日元汇

率将走弱。 高盛的这一预期调整充

分表明，

2016

年的外汇市场是多么

难以预测。 不过， 打脸的不只是高

盛。去年下半年，彭博调查的所有分

析师都表示看空日元兑美元汇率，

今年

6

月将跌至

115

的水平。

不只在汇市失足， 作为忠实的

黄金大空头， 高盛今年以来也显然

吃瘪了。今年

2

月，高盛刚刚下调三

个月金价预期至每盎司

1100

美元，

并建议投资者做空黄金。但在昨日，

黄金期货再次涨破每盎司

1300

美

元，连续第七个交易日走高。

A股5月开门红背后有五层压力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A

股喜迎

5

月开门红

。

沪深股市节

后首日一反近期的缩量阴跌态势

，

上

证综指放量走高

，

一举收复

5

日

、

10

日

均线

，

逼近

30

日均线或

3000

点

；

创业

板指上涨

3.67%,

重返

2200

点之上

。

今年以来

，

上证综指前

4

个月都

录得开门绿

，

5

月开门红应在情理之

中

。

可是

，

也应该看到

“

开门红

”

背后有

诸多压力

，

投资者需理性看待

，

不可盲

目乐观

。

首先，经济下行压力。

从

4

月份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的具体分

类来看

，

大型企业的

PMI

最高

，

为

51%

，

显示出这轮经济上涨主要依靠大

型国企

，

而且可能主要是跟钢铁

、

煤炭

、

建材等有关

；

而中小企业

PMI

指标始终

都远离荣枯线

。

可以看出

，

中国经济目

前的驱动力量仍主要靠

“

旧经济

”，

中国

经济的结构调整及转型压力仍大

。

随后财新传媒与

Markit

发布的

4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基本印证了上述观点

。

上月财新制造

业

PMI

从

3

月份的

49.7

下跌至

49.4

，

连续第

14

个月低于

50

荣枯线

，

且大

幅低于预期的

49.8

。

财新传媒首席经

济学家何帆表示

，

总体来说

，

数据表明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并不牢固

，

经济仍在反复筑底当中

，

政府仍应重

视经济的下行风险

。

其次，新增信贷压力。

今年一季度

新增人民币信贷投放

4.61

万亿元

，

主要

对接房地产按揭贷款及城投平台的基

建融资

。

同比增加

25.3%

，

已占多数研究

机构预测的全年信贷增量的

35%

以上

。

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信贷狂飙突进

后

，

4

月信贷投放出现了新变化

。

主要体

现在近期市场资金紧张

，

短债利率飙升

。

多数经济学家及分析师认为

，

受

前期信贷超预期投放及季节性税收上

缴等因素影响

，

4

月份及年内新增信

贷将呈回落态势

。

华泰证券预测

4

月

新增信贷为

7500

亿

，

社会融资规模为

1.1

万亿

，

企业债券融资

3500

亿

，

M

2

增长

13.5%

。

究其原因

，

城投平台在年

初获得大量融资后

，

资金相对充裕

，

后

续随着地方债置换的进一步加码

，

融

资需求或将有所减弱

；

而房地产在去库

存背景下的回暖

，

尤其是在地产调控政

策的潜在影响下

，

其旺盛的融资需求能

否持续存在疑问

。

第三，金融“脱虚向实” 的压力。

近

期

，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促进

“

脱实向

虚

”

的信贷资金归位

，

更多投向实体经

济

，

有效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

。

归位就要从

“

脱实向虚

”

走到

“

脱虚

向实

”，

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稳增

长大局

。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将面临趋势性收

紧

，

短端利率中枢可能出现抬升

。

这种收

紧不一定以类似

“

钱荒

”

的剧烈形势出

现

，

但收紧的趋势难以避免

。

在这一过程

中

，

资金将持续脱虚入实

，

从而给包括股

市和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压力

。

第四，大盘 3000 点大关压力。

A

股

下方

60

日均线支撑明确

，

但大盘

3000

点和

30

日均线强压力仍未化解

。

昨日是

市场的变盘点

，

大盘放量上攻化解了短

线下行的风险

，

但注意到防御性板块的

集体启动

，

以及近期强势股盘中纷纷冲

高回落

，

投资者还需提高警惕

，

提防大盘

挖坑动作

。

昨日午后大盘高位震荡

，

在一定程

度上显示出了投资者面临

3000

点整数

关口的压力还是忧心忡忡的

，

而多方主

力进攻力度也随之减弱

，

午后大盘基本

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的格局

。

技术上

，

近

期股指持续在

BOLL

通道的下轨道运

行

，

而昨日的拉升

，

股指已经脱离了下轨

道

，

目前也正向中轨道的压力位置挺近

，

中轨道的压力同样是在

3000

点整数关

口附近

。

第五，“中小创” 减持高峰压力

。

5

月份后解禁压力将明显增加

，

5

月份限

售股解禁的上市公司有

165

家

，

当月限

售股解禁市值升至

1876.25

亿元

，

比

4

月份增加了

597.73

亿元

，

环比增幅达

46.75%

。

随后

6

月份沪深两市限售股解

禁市值更是将达到

2596.04

亿元

，

为全

年次高水平

。

5

月

“

中小创

”

解禁压力最大

，

中小

企业板的解禁市值为

576.80

亿元

，

为今

年月度第二大解禁高峰

；

创业板

A

股的

解禁市值为

464.44

亿元

，

同样为今年月

度第二大解禁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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