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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春节前的确定性红包
预增概念股成为重要选股标的

热点聚焦
热点聚焦

春节前新股发行节奏有望减缓
6日，天瑞仪器等

5 家创业板公司公布

了2011年的首批招股

意向书，这是继 2010

年12月28日（上周二）

5家公司公布招股意向书后的再次公开发

行。而统计显示，2011年前基本上每周都

会公布两批IPO招股意向书，新股发行数

量大概在10只左右，以此来看新股发行的

节奏较此前似乎有所减缓。

2010年尽管中国A股市场沦为全球股

市表现最差市场之一，不过IPO市场却成

为全球募资金额和项目数量的“双料冠

军”，据统计，2010年A股两市全年IPO数

量达到347家，募集资金接近4900亿元。

市场人士认为，2010年新股发行之所

以提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2008年9月

至2009年6月期间，新股发行暂时终止导

致期间挤压的项目在2009年和2010年集

中释放。消息人士指出，虽然期间新股发

行暂时停止，但项目申报却没有停歇，在新

股发行重新启动后，积压项目和新项目一

起推出，其中一大部分是顺延到2010年，

导致了2010年新股发行速度加快。此外，

2010年是创业板推出元年，为了保障创业

板的规模和水平，开板初期众多经过辅导

的成熟项目集中推出，也是造成新股发行

速度加快的重要原因。

不过，由于新股发行暂停期间的项目

已在2010年年末释放完毕，加之春节前夕

往往是券商总结一年工作的时间窗口，所

以年前新股发行速度有望放缓，而这从发

审委的审核节奏和IPO预先披露节奏也能

看出一些端倪。

从发审委的审核节奏来看，2010年12

月31日有4家公司过会，12月29日、28日

也分别有3家、4家过会；从IPO预先披露

的情况来看，2010年12月31日仅有江苏维

尔利环保一家公司公布申报稿，12月 24

日、27日分别有7家和5家公司公布申报

稿。而在新的一年里截至周四既没有公司

过会，也没有公布IPO申报稿。

市场人士分析，目前市场化已成为新

股发行改革的既定方向，外界关于全年新

股发行总量目标的传闻并不可信。实际

上，新股发行改革后，IPO新股从申报材料

到审批、从发布招股到发行上市都有所提

速。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券商投行人士

表示，“感觉近期证监会审批效率大大提

速，投行反应不及，甚至因为提前安排了其

他工作还没来得及去封卷。”

此外，根据财汇统计，2010年春节期间

IPO的发行节奏也有所放缓，如在2009年

12月共有36家公司申购，2010年 1月和2

月份分别有34家和20家公司申购，而2010

年春节就在2月。

不过，有市场人士指出，尽管2010年

春节前发行节奏或有所放缓，但截至目前

除去一些问题IPO，已过会尚未发行的拟

上市公司约有60家左右；如果按照一个月

30家左右的速度发行，也已经足够发行2

个月了，因此未来新股发行压力仍然不可

小觑。 方俊 刘水

机构动向投资论坛

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还有不

足月余就将到来。根据我们的传统习惯，

很多人都会在春节期间盘点一下一年的得

失。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当然希望能在

这诡谲多变的资本市场中提升自己的账户

市值，在这CPI不断走高的大背景下给自

己发一个大大的红包。但当前的资本市场

恰恰处在一个相对纠结的行情之中，如何

取得这个红包确实费思量。

根据我们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统计可以

发现，在春节之前布局，节后取得绝对正收

益的概率达到七成左右，而如何选择标的

不妨借鉴一下投资大师们的经验。

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上取得重大成就并

且广受推崇的就是巴菲特老人家了，而他

的基本投资特征就是在资本市场不确定性

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很多人习惯于寻找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确实可以产生很多概

念，造就很多炫目的光环，也可能带来快速

获利的机会。但是不确定性是不可控的，

最关键的是可能带来致命的失败结局。而

确定性的东西市场都可以较清楚看到，并

且一般在短期爆发的概率不大。但由于这

类概念拥有持久的上升动能，最后结果可

能如龟兔赛跑的结局一样。正如目前在资

本市场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不求涨停，但

求涨个不停。

市场自进入到2010年12月份以来，上

证综指截止到周四仅仅上涨了4个指数

点，但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表现相对强势。

正是由于建筑建材以及房地产个股的业绩

表现非常确定，而且可以预计在今年上半

年的业绩依然有稳定的增长。因此这类确

定性增长的主题概念以及部分预增概念股

在短期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和追捧，成为

在春节之前取得红包的重要选股标的。

元旦之前很多人预测节后资金面将会

出现较大改善，并因此推断股市将会开

涨。但事实上这样的推断过于简单。首

先，两者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因为

资金面的宽松并不代表有更多的资金流进

市场，而且在货币紧缩预期高悬的一季度，

任何进入市场的资金都会持有一定的谨慎

心理。其次，决定市场涨跌的并不仅仅有

资金面因素，公司的业绩亦是重要因素。

而上市公司整体的业绩增速出现下滑恰恰

又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事件，这也使得市

场整体性的机会可能并不是太多。第三，

市场自去年11月12日开始大跌之后，做多

的氛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甚至出现了更

加保守的市场看法。这样的市场情绪在短

期内并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采取谨慎的操作

策略成了大多数机构的一致选择。市场自

11月17日开始的纠结走势，恰恰也是投资

者如此操作思路的直接反映。在前期强势

个股不断倒下的时候，采取谨慎的操作策

略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此在春节前

的总体交易建议是：降低仓位，把握业绩确

定性个股所带来的阶段性交易机会。

徐广福

新材料领域有可能会成为基金经

理2011 年超配的一大成长性板块。随

着军民融合以及高端装备制造、节能减

排的推进，其中新兴材料领域受到基金

经理的强力关注。

军民技术融合有望快速推进民用

技术和产品嵌入庞大的军工产业，其中

一些复合材料上市公司受到机构投资

者的关注，在军工产业市场化改革中，

基金经理已提前布局可能受益的相关

上市公司。

基金经理对新材料的布局是不遗

余力的。华泰柏瑞基金对新材料领域

的上市公司采取强力持有的策略，旗下

多只基金去年三季度罕见同时介入时

代新材、安泰科技、金瑞科技、博云新

材、中航三鑫等一批新材料个股。

作为对2011 年的布局，社保基金、

QFII在对新材料领域的布局上，也在积

极挖掘上市公司。社保110组合、社保

基金604组合均在去年三季度介入了主

营硬质合金材料的厦门钨业，而社保基

金 109 组合、社保基金 601 组合则在同

期持有烟台氨纶。而太原刚玉、中科三

环也被多只QFII重仓持有。

一些新材料上市公司的产品普遍

切入到高端制造、新能源、节能等领

域。交银施罗德基金重仓持有的中材

科技生产的特种纤维复合材料主要面

向风电领域，华泰柏瑞基金介入的时代

新材则面向高铁、风电两大块。

南方优选基金经理谈建强认为，新

材料领域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减排的

基础，因此，随着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节能减排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发展

机遇明显。 安仲文

基金瞄上新材料
可能会成为2011年
超配的一大成长性板块

在岁末召开的纪念资本市场建立 20

周年座谈会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作了重

要讲话。在谈到资本市场下一步发展重

点时，尚福林表示：“要适应居民收入增长

和社会保障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本

市场税收环境，重视资本市场投资回报，

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

经济成果的机会。”

重视资本市场投资回报不能只是停

留在口头上，需要落到实处。笔者以为，

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重点落实：首先

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对于已

上市公司，需要通过并购重组来提高其质

量。而对于新公司，则要严把上市关。一

方面是要保证公司的质量与成长性；另一

方面是要杜绝造假上市等行为的发生。

如果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保证，那么，重

视投资回报就是无水之鱼。

其次是改革新股发行制度，降低新股

发行价格。如果新股发行的市盈率都如

目前这样少则50倍、60倍，多则上百倍，公

司的成长性已经被大大透支，投资这样的

公司，投资者除了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之

外，很难分享到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成

果。

其三是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规

定上市公司每年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净利

润的30%，或股息率不低于银行存款利率，

或不低于每年的CPI值。并且将现金分红

与高管薪酬挂钩，与再融资挂钩，使上市

公司真正重视给予投资者现金回报。

皮海洲

重视资本市场投资回报
不能光说不练

专家论坛

凭着对市场节奏的准确把握，今年中

小基金公司在年度业绩比拼中异常引人

注目。尤其是2006年成立的华商和信达

澳银两家公司均在2010年打了业绩翻身

仗。华商为年度冠军，而信达澳银则以一

只第五，全线基金收益为正的成绩领跑收

官。

信达澳银位列2010年晨星股票型基金

前五名。信达澳银精华入选“2011十大潜力

黑马基金”。

基金经理曾国富透露，“今年市场仍

将呈现震荡格局，在投资组合的行业配置

构架方面偏均衡，战略性配置将重点在产

业结构升级和新兴行业、节能环保等行

业，同时相机抉择配置周期类个股。”

2010 信达澳银
业绩全线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