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００５１６．ＳＺ

开元控股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１４１．５７ ０．５０％ ０．３８％ ０．１１ ９０８４．３５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８．１０

０００６１０．ＳＺ

西安旅游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４６．０７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０３ ３２６．０３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７．３４

０００８９３．ＳＺ

广州冷机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２２０．００ ２５．３２％ １０．００％ ４．９１ １１２１１．４６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２２．１２

０００９７２．ＳＺ

新中基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３４０．００ ５．９１％ ５．５８％ ２．３６ ０．２１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０．０８

００２０８５．ＳＺ

万丰奥威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１７０４４．５８ １５０．８０％ ５９．９４％ １５．５６ ８７．３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９．１３

００２０８６．ＳＺ

东方海洋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３７．７７％ ２６．６６％ ８．１１ ６７６．０５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２．４８

００２０８７．ＳＺ

新野纺织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１３２１０．５６ ８８．５８％ ４６．９７％ ８．１２ １．３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１５

００２０８８．ＳＺ

鲁阳股份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１０８３２．６５ ９４．８１％ ４６．３０％ ２４．５５ １１３９．１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２２．６６

００２０８９．ＳＺ

新海宜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０８０．１９ １６．２９％ ９．７２％ ２．７１ ６５５８．２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１３．０２

００２２８４．ＳＺ

亚太股份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４８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２％ １．９１ ７１６８．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９．７５

００２２８５．ＳＺ

世联地产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６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９６ ９６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１．８０

００２２８６．ＳＺ

保龄宝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３８ ６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３４．３８

００２２８７．ＳＺ

奇正藏药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８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０２％ １．９８ ３６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４．１６

６００２０８．ＳＨ

新湖中宝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１１２００．００ １９７．２１％ ６２．４０％ ２３５．７０ ２０１４５．３４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１１．１６

６００２３９．ＳＨ

云南城投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１３３０．０４ ６．１４％ ２．１０％ ３．４３ ４０３４４．２１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定向增

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５．８２

６００８９３．ＳＨ

航空动力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５３７．７４ ２０．９６％ ５．７４％ ６．５７ ２９５８７．６５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２５．８９

０００９２９．ＳＺ

兰州黄河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４４２３．３９ ３１．２５％ ２３．８１％ ４．１８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９．４５

６００２００．ＳＨ

江苏吴中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３１１８．５０ ５．９７％ ５．００％ １．５５ ７０４２．５８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４．９７

６００２７８．ＳＨ

东方创业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１．２１％ ５．００％ １．７２ １６１２５．３３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０．７７

６００６９８．ＳＨ ＳＴ

轻骑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２２０２．３７ ５．５２％ ２．２７％ １．４５ ３２１０６．６２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６．５８

６００７１５．ＳＨ ＳＴ

松辽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７１４０．１６ ４６．７１％ ３１．８４％ ５．１６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７．２２

６０１６６６．ＳＨ

平煤股份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８２９４５．３７ １４６．１１％ ５９．３７％ ２５６．４７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９２

６０１８７２．ＳＨ

招商轮船

２００９－１２－１ １８５６５５．４１ １１７．７４％ ５４．０７％ １００．２５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５．４０

６００１２７．ＳＨ

金健米业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１１２２５．６６ ２５．９７％ ２０．６２％ ８．０７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７．１９

６００３８１．ＳＨ ＳＴ

贤成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１４５０６．９６ ８９．９３％ ４７．３５％ １１．４６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７．９０

００２２８８．ＳＺ

超华科技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４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１２％ １．１３ ６３９３．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５．５８

００２２８９．ＳＺ

宇顺电子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３７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３％ １．０９ ５５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９．３７

００２２９０．ＳＺ

禾盛新材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４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２％ １．８８ ６２６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４４．７５

００２２９１．ＳＺ

星期六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１２％ ２．５９ １６０００．００

首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３．５７

６００３７８．ＳＨ

天科股份

２００９－１２－３ ４８７６．８８ ２４．７８％ １９．８６％ ６．０２ ０．００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１２．３５

０００５７２．ＳＺ

海马股份

２００９－１２－４ ４７３６０．００ ８３．２５％ ４５．２８％ ２８．８９ ３３２．６７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６．１０

６００１０４．ＳＨ

上海汽车

２００９－１２－４ ３２７５０３．００ ９９．９７％ ４９．９９％ ７７２．９１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２３．６０

本周限售股解禁一览表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时间

本期流通数

量（万股）

占流通

Ａ

股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按前日收

盘价计算

解禁额度

待流通数

量（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收盘价

环球一周

■

凯迪电力
生物质发电的领跑者

旅游业重新定位
观光业进入黄金时代

D2

11

月

25

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

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旅游业拉动内需，已经

提高到战略高度。

D3

考虑到公司所处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技术壁垒较高、 创新的经营模式， 给予

2010

年

30

倍

PE

， 目标价

21

元， 推荐评

级。

利空突袭力度有限
豆类有望回稳

D4

在迪拜债务危机的利空冲击下， 上周五国内商

品期价全线暴跌， 大连豆类期价亦遭重创。 笔者认

为，期价在短期内急速下跌，释放了突发利空消息的

冲击和多头平仓压力，预计后市期价有望企稳回升。

主办： 市场部

主编：关登成 编辑：文 雨 组版：小 黄

E m ail:scb@ zqsbs.com

2009年 11 月

星期一

多空看板

■

一、你对下周大盘的看法是：

数据来源
：

大智慧投票箱

点评：

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

上
周沪深两市股指双双冲高回落

，

对
投资者的信心影响较大

。

此次调查
结果显示

，

虽然不少投资者对于后
市仍比较看好

，

但看涨的比例由前
几周超过六成下滑到四成七

。

而从
板块方面看

，

公用事业
、

金融地产
、

钢铁以及有色金属较为受投资青
睐

，

但单项得票比例均不高
。

相比之
下

，

超过三成的投资者看淡权重指
标股

，

而看淡题材性品种的比例则
不到一成五

。

（

万国测评
谢祖平）

机构视点

■

A

股将重新向上

国泰君安

展望未来
，

大跌将
使得市场未来

1 - 2

周进入震荡整理
阶段

：

首先
，

市场情绪从狂热回归理
性

，

市场逐渐放弃概念炒作
；

其次
，

小
盘股估值过高

，

资金将会部分撤离
，

风格将逐渐转向大盘股
，

而每次风格
转换往往伴随市场整理

；

最后
，

市场
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明政策方
向

。

我们认为
，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定调

，

市场将完成震荡整理
，

风
格也将从小盘股切向大盘股

，

A �

股重
新抬头向上

。

市场能消化融资

莫尼塔

中行再融资计划和银
监会对于银行资本金要求的预期

，

使
银行业补充资本金再度成为焦点

。

工
行和建行明确表示

，

短期内没有巨额
再融资计划

，

而中行即使有再融资
，

也并非短期内火烧眉毛的应急举措
，

更多是为了今后的扩张和发展提供
后劲

。

而从市场资金面来看
，

按照我
们的测算

，

只要明年新增货币供应量
入市比例达到历史平均水平

，

那么按

照经验数据
，

明年全市场自由流通市
值的扩张将超过

3

万亿元
，

由扩容带
来的自由流通市值增加的空间可能
上万亿

。

只要大行不出现密集地巨额
再融资

，

市场完全有条件消化股份制
银行补充资本金的举措

。

风格转换欠东风

东海证券

小盘股估值的持
续上升

，

同时伴随着风险的累积
，

将
逐步抑制投机资金的参与兴趣

，

市场
风格后期有向大盘权重股转换的倾
向

。

但目前由于部分不利因素的存
在

，

这种风格转换暂显不畅
。

近期的急速调整既是市场中小
盘个股高估值下的风险释放过程

，

也
是市场风格进行转换的前奏

。

从历史
上看

，

市场的风格转换往往都要经历
几个回合的反复方能成功完成

，

而此
过程中

，

通常都伴随着指数的大幅波
动和调整的产生

。

周二开始的急跌有
助于市场从狂热逐步回归理性

，

同时
一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宏
观经济政策定调

，

市场预期即将趋向
明朗

，

届时市场风格的转换亦有望实
现

。

（

元 一

整理
）

二、你下周看好的板块是：

32

家公司
96.67

亿股解禁上市
，

合计市值
1526.21

亿元
中小板公司解禁规模占深市近五成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本报讯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

本周两市共有

32

家上市公司解禁流

通限售股，合计

96.67

亿股，较上周

26.5

亿股增加

264%

， 占两市未解禁

公司限售

A

股

1.52%

。据西南证券张

刚统计， 以上周五收市价为基准计

算， 这批限售股的流通市值为

1526.21

亿元， 较上周的

485.7

亿元

大增

214%

， 占两市未解禁公司限售

A

股市值的比重为

1.70%

。

资料显示，

32

家公司中，深市占

19

家， 解禁的限售股为

11.08

亿股，

解禁流通市值为

115.44

亿元， 占深

市流通

A

股市值

32560.11

亿元的

0.35%

，与上周相差无几。沪市本周限

售股解禁涉及

13

家公司， 合计解禁

流 通

85.58

亿 股 ， 合 计 市 值 达

1410.76

亿元， 占沪市流通

A

股市值

104130.47

亿元的

1.35%

。 由此看来，

无论是解禁股数， 还是解禁市值，本

周沪市的解禁规模都远远大于深市。

本周沪市解禁流通涉及

13

家公

司， 其中上海汽车解禁

32.75

亿股，

占沪市本周解禁总股数

38.27%

，其

股权性质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为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总

公司持有。 本周解禁后，上海汽车将

为全流通公司。 其上周五收报

23.60

元。 新湖中宝解禁

21.12

亿股，占沪

市本周解禁总股数

24.67%

， 其股权

性质亦为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量

居沪市第二，其占流通

A

股比例高达

197.21%

。 招商轮船则以

18.57

亿股

的解禁量居于沪市探花位置，其股权

性质为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其他解

禁量在

1

亿股之上的还有平煤股份、

ST

贤成和金健米业。 而解禁股市价

最高的当属平煤股份，上周五的收市

价在

30.92

元。 其次为航空动力，上

周五的收市价在

25.89

元。

值得一提的是，本周深市的解禁

股延续上周特点，即中小板公司占据

半壁江山。 深市共解禁

11.08

亿股，

其中中小板公司合计超过

5.43

亿

股，占解禁总量的

49%

，接近五成。深

市

19

家公司中， 中小板公司为

13

家，其中万丰奥威解禁的是首发原股

东限售股份， 解禁流通

1.7

亿股，占

流通股

150.80%

。 东方海洋、新野纺

织、鲁阳股份和新海宜均涉及的亦是

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其余的

8

家中

小板公司，如亚太股份、世联地产、保

龄宝、奇正藏药和超华科技、宇顺电

子、禾盛新材、星期六，解禁股份性质

均为首发机构配售股份；解禁的绝对

量都不大， 而占流通股的比例都是

25%

。 其中，世联地产上周五收市价

61.80

元， 是本周两市解禁公司中最

高，其次为禾盛新材。 深市其他

6

家

公司是主板公司，海马股份解禁规模

最大，为

4.73

亿股，占流通

A

股比例

为

83.25%

。 西安旅游的解禁量最小，

仅有

46.07

万股，占流通

A

股比例为

0.24%

。

据统计，本周解禁后，沪深两市

新增全流通公司

8

家， 其中沪市

7

家，深市

1

家。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日前，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视察国土资

源部表示， 土地管理要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 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城乡用地

布局，科学合理地安排用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支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土地管理要更好地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粮

食安全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保持粮食稳定增

产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绝不能放松。

点评：

利用土地行政审批可以有效地抑制
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

，

抑制高耗能
、

高污染产业
的发展

，

进而优化工业生产结构
，

促进产业升
级

。

固定资产投资偏快的时候
，

土地行政审批控
制同样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辅助手段

。

在工业
化快速推进的同时

，

也要保证民生用地
，

粮食的
耕种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存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瞻

未来中国以保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策

要延续，同时又要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对

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 展望未来，调结构、促转

型将被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适当保外需、大力

促内需应该是政策的着力点。真正扩大内需，还

是要在增加居民收入上下功夫， 重中之重是扩

大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稳定之本，是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之本。扩大就业应该成为经

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点评：

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报告大致
包括三个方面

：

首先
，

肯定过去一年一揽子经济
刺激计划的成功

；

其次
，

表示要保持政策连续性
以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

；

最后要为明年的经济
发展确立基调

，

政府应当会对通胀预期
、

资产价
格泡沫等问题有所关注

。

调整经济结构必然是
明年工作的重点

，

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体制改
革

、

民间投资准入的放开等或被提及
。

美对中国油井管实施制裁

美国商务部

24

日作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

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将对相关产品实施

10.36%

至

15.78％

的反补贴关税制裁。该案涉及金额约

27

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

一起案件。除了反补贴外，美国商务部此前还对

中国油井管作出了反倾销的初步裁定。 根据该

裁定，

37

家中国企业将面临

36.53%-99.14%

不

等的反倾销惩罚性关税。

点评：

受美国国内经济下滑
、

保护主义抬头
以及政客操弄等多种因素影响

，

美国最近频繁
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

，“

中国制造
”

正
成为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最大受害者

。

日本服务价格指数连续下降

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

25

日公布的

速报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日本的企业服务价

格指数为

98.1

，比上年同期下降

2.2%

，连续

13

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数据表明，国际国内航空客

运价格、 国内公路客货运价格等项目的下降是

导致日本企业服务价格指数继续同比下降的主

要原因。

点评：

企业服务价格指数反映企业间交易
的服务价格水平

，

它与企业物价指数和消费价
格指数一样

，

都是衡量日本物价及通膨水平的
重要指标

。

金融危机以来
，

由于日本物价水平持
续走低

，

日本政府日前已经承认日本目前处于
通货紧缩状态

。

美国经济数据好坏不一

美国

9

月

S&P/CS

房价指数月率上升

0.3%

，预期上升

0.6%

；年率下降

9.4%

，预期下

降

9.0%

。

11

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为

+1

，

低于

10

月的

+7

。

11

月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为

49.5

，高于市场预期的

47.7

，咨商会消费者

1

年期通胀预期为

5.3%

。

点评：

尽管涨幅低于预期
，

但房价的正增
长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正在日渐企稳

。

从房价收
入比

、

租金房价比以及历次危机平均跌幅来看
，

房价仍有相当的下降空间
，

当前房价停止下跌
可能只是低利率

、

税收优惠及抑制房屋止赎率
等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

制造业指数的回落则
表明在旧车换新刺激过后

，

生产继续增长的动
力不足

。

PMI

指数的新订单和库存之差的缩
小

，

无疑也说明再库存对生产的带动也将逐季
衰减

。 （

元 一

整理
）

近期

A

股市场一改前期震荡盘

升的走势，出现持续调整的态势。 上

证指数更是形成放量破位式的下跌

趋势，

K

线形态似乎表明

A

股市场在

近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那么，如

何看待这一走势呢？

悄然浮现两大预期

对于上周

A

股市场的走势，业

内人士认为， 与当前市场的舆论氛

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 尤其是这么

两个复制的预期：其一，保险资金的

率先减仓， 是否会否复制

7.29

行情

之后的

8

月份暴跌走势？ 有媒体报

道，“

11

月

24

日，上证指数大跌

115

点。 就有消息称，某家保险公司已赎

回

30

亿元。 一家基金公司的人士告

知，该保险公司自

11

月

19

日起向基

金公司发出赎回指令， 并同时降低

自己的股票仓位， 涉及资金规模近

百亿元”。 而且，这家保险公司的“领

跑”行为，起着先导作用。 “有一家机

构的人士声称， 其它保险资金也加

入了减持行列”。 而在今年

8

月上

旬，该保险公司曾赎回

80

亿股票基

金。 当时，其他保险资金也紧随其后

参与减持。

8

月份近

17

个交易日，上

证指数展开了今年以来最大幅度的

一波调整。 如此的信息重叠就使得

市场担心， 当前保险资金的减持会

否复制

8

月份的暴跌走势。

其二，迪拜危机会否复制雷曼破

产后的全球金融海啸大暴发走势。

这一场暴跌的风眼是 “迪拜主权债

务违约风险重创全球股市”的报道，

全球股市周四大幅下跌， 原因是投

资者对政府投资机构迪拜世界集团

(Dubai World)

的债务问题感到担心。

且美元继续走软， 兑日元汇率下触

1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港

股恒生指数在上周五也是一度暴跌

1000

点。 正由于此， 有媒体开始讨

论， 迪拜危机会否类似于去年的雷

曼破产， 因为去年的雷曼破产使得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向纵深发展。

这样的复制预期也就加剧了市场的

担忧， 也就使得

A

股市场的股价出

现大幅走低的态势。

预期复制概率并不大

对此，笔者认为，复制的概率并

不大。其一是因为当时

8

月份，适逢

钢材等要素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的走

势， 这自然会使得市场担忧经济复

苏的前景。但反观目前，中国经济出

现了超预期的强劲增长趋势， 不排

除明年

GDP

增速重上两位数的可

能性。在此背景下，显然机构资金不

可能再现当年盲目跟风的操作思

路，所以，抛压可能会略低于今年的

8

月份。

其二是媒体援引英大证券研究

所所长李大霄的成果称，“首先，我们

要冷静观察， 这个危机是延缓偿债，

并不是债务完全变成坏账，这跟当时

的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彻底破

产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现在全球

金融市场状况和金融危机爆发时的

金融市场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全

球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现在是发生

在迪拜，不是一个数量级”。 所以，迪

拜危机只是短暂影响，难以产生深远

的对经济的破坏力。

所以，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的

确要重视当前机构资金的减持以及

迪拜危机的冲击力，但不宜过分夸大

他们的影响力以及对

A

股市场趋势

的破坏力。 毕竟我们已经挺过了去年

底的金融海啸，难道还怕目前的迪拜

危机冲击波吗？ 更何况，目前

A

股市

场的估值依然低企。 有资料显示，目

前基于

2010

年的业绩推测，

A

股市

场的动态市盈率只有

20

倍， 银行股

等品种只有

10

余倍。 如此的估值数

据，又怎么能够让

A

股市场重陷暴跌

泥潭呢？

与此同时，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预期依然存在。 周末的舆论所披露的

信息就显示，汽车消费的刺激政策有

望延续，且车型进一步拓展，从而推

动着汽车的销售继续火爆，成为我国

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 这对于主流资

金来说，更是一个信号，显示出刺激

经济政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也有

望延续。 既如此，将提振多头的做多

底气。

积极心态应付调整周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短线上，

A

股市场的确面临着一定的调整压力，

本周一

A

股市场极有可能出现低开

格局。 但由于前文提及的因素，不排

除周一

A

股市场就出现低开企稳的

可能性。 故在操作中，建议投资者以

相对积极的心态应付调整周期，其中

可以积极低吸未来题材预期依未兑

现的品种，比如说新疆板块、海南板

块以及低碳经济概念股。

两大
“

复制
”

预期延续调整周期
金百灵投资

秦 洪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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