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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上报国务院

点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方案

如果获批，将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有所

帮助。媒体披露了该规划，可能会让市

场对此有所期待，京津冀区域概念股可

适当关注。

国资委勾勒
央企整合路线图

点评：央企资产重新进行排列组合，

可以把旗下的上市公司当做资产运作的

平台注入相关资产，使资产总规模、盈利

能力获得量的飞跃，进而实现质的突破。

保险资金投资股票
最高比例为20%

点评：虽然提高保险公司投资权益

类资产的比例上限未必会立刻让保险公

司大举入市，而保资原本也没有用足上

限，但此时放开更多限制，总有点风险偏

好上升的意味。保险公司是不是会提高

投资比例尚需观察，短期内或只能对市

场心理面产生些许影响。

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
未来升值空间有限

点评：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呈现轻

微上升趋势。但从总体一篮子货币来

看，人民币将呈现总体水平的稳定。这

也正好说明了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呈

现双向波动走势。

台湾拟月底放开险企
投资大陆证券

点评：预计将有3200亿新台币(折合

人民币约682亿元)陆续通过QFII形式

流入大陆证券、债券市场,相比A股市场

规模而言，682亿资金很难造成一些实际

的影响。但是，不排除这次作为前期尝

试，将来投资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切莫被上证综指“一叶障目”
投资者应放大抓小，弃旧迎新，才能获得丰厚回报

责编 王贤松 组版 阮怀霞 校对 丁仕明

一周要闻解读

鉴于政府“调结构、抑过剩、扼房价、防

两高（高能耗、高污染）、转方式”的经济政

策取向不变，流通市值比例日益提高、市场

总体资金不足，以及大盘股融资和再融资

压力，我认为，上证50、沪深300的大盘股

将较长时间维持低估值，股价难以走高，只

能吸引以获取红利为目的的大机构作长期

投资，难以从中获得股价波动的收益，只能

是水涨船高、起搭台作用。因此，下半年指

望上证综指有大的作为很不现实。为此，

我提出“放大抓小，弃旧迎新”的八字方

针。所谓“小”，是指2000万~6000万的具

有高成长性、股本高扩张性潜力的小盘绩

优股。所谓“旧”，是指传统产业、调结构产

业、过剩产业的老股。所谓“新”，一是指七

大新兴产业；二是指公积金多和还没有高

送转过的次新股，尤其是6~7月上旬2400

点左右上市的小盘高科技新股，并且股价

离发行价不远、低位充分换手、估值低于50

倍、40倍市盈率；三是指脱胎换骨的购并重

组股。我相信，淡化上证综指，按八字方

针，分散并中线投资这三类股，便可无视指

数的涨跌，在今年底、明年初获取50%以上

的丰厚回报，使自己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

过货币扩张速度。

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所长 李志林博士

下半年机会：放大抓小，弃旧迎新

第一是上证50指数，涵盖了沪市50

个超大盘权重股。第二个是上证综合指

数，几乎是上证50指数的翻版，被上证50

所“绑架”。第三个是沪深300指数，涵盖

了沪深两市较有代表性的权重成份股，并

成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故往往被期指市

场所“绑架”。第四个是深成指，涵盖深市

40只权重相对较大、业绩较优的成份股。

第五个是深综指，是以深市流通股为标

的，由于将近七八年没有扩容，该指数较

准确地反映了股价的历史变革的真实情

况。第六个是中小板综指，随着扩容快速

不断地进行，加上大多是类创业板的小盘

绩优高科技股，故该指数迭创新高，是中

国股市中人气最高、走势最强、黑马频出

的板块。第七个是创业板指数。由于创

业板新股发行价高、发行市盈率高、超募

比例高、上市首日定价高，该指数呈高开

低走态势，目前仍在 1000 点基准指数左

右。概括地说，前三个指数，仅涵盖了中

国股市3~15%的大盘股的状况，而后四个

指数则代表了中国股市85~97%的中小盘

股的状况。因此，仅以上证综指研判中国

股市是以偏概全的。

需要对七种指数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一家之言

昨日是股期时代进入第77个交易日。8月主力合约再次向上发起

新的攻击，在成交量与持仓量对比前日有所增加的背景下，其大涨2个

点左右，也再次宣告多方继续控制着当下的主导权，精彩在延续。

总的来说，本周市场的震荡非常需要，也非常健康，一切都在做多主

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周一上冲腾出空间来震荡，周五开始有再次发力迹

象，不论是运作思路或是手法都非常有一套。对于下周的行情，在经历

了本周蓄势震荡的一周后，多方或许又要开始再次发动新攻击浪，那时

候，空翻多将成为现实。 著名私募操盘手 吴国平

下周新攻击浪
或让空翻多成为现实

特别报道

辩证法的精髓是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但令人遗憾的是：每天充斥于报刊、电

视、电台的对中国股市的研判、评论和预测，几乎都是以上证综指作为技术分析的标的

物，对各项技术指标、K线、均线和形态都分析得头头是道，对各高点间和低点间的划线

和数浪搞得津津有味，对底部和顶部的争论也喋喋不休。无奈，在告别了大蓝筹领涨的

时代，在别离了齐涨共跌的时代，在进入“一股多制”时代的今天，这种研判到头来只是

关注了沪市一二十只大盘股的走势，而无法反映其他指数所涵盖的90%以上的个股行

情活生生的现实，甚至南辕北辙。这无疑是“缘木而求鱼”，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之片面性。

目前，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

汽车等7大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均在紧

张制定中，预计9月底可形成草案。之后，

草案将呈相关部委征求意见，最终上报各

主管部门。

这些规划的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将

是提出由政府加大引导资金的投入，从而

带动社会资金的进入以放大投资效应。对

于此政策，最终将会在各方案中配套具体

的实施细则。此外，部分专家和业界人士

亦建言，加大政府采购高新技术产品的规

模，将是拉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最直接

方式。

肖明

7大战略新兴产业规划9月底出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