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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减持井喷

作为持有股份的特殊股东，小盘股

的高管面临着两个选择：坚定持有，与企

业共同成长；抛售股票，落袋为安。从监

管部分和普通股民的角度，显然高管长

期持股将会实现共赢。然而，对于许多

高管来说，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甚至

是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

今年以来，高管“离职风”不断升温，

剔除因换届、身体原因和工作调动的原

因，以辞职和个人原因离职的高管已经

多达1719位，其中，中小板、创业板公司

的高管714位。仅11月份就有45位高管

离职，其中，董事会秘书就有14人“挂印

而去”。2010年年报显示，中小板、创业

板公司的高管（不含独立董事）共计9932

位，而今年以来离职的高管占比为7.2%。

市场人士指出，在主动辞职的高管

中，除了部分是由于寻求个人发展或业务

转型之外，多数可能是为顺利实现套现作

出的“牺牲”。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

规定，只要辞去董监事高管职务，无论是

否在关联子公司任职，均可在6个月后自

由买卖公司股票。如果不辞职，高管的限

售股至少要1~3年后才能分批卖出。

综上所述，11月高管疯狂套现，既有

二级市场动荡的因素，也有股权兑现高

额收益诱惑的原因，这体现出部分上市公

司和高管“轻企业业绩、重个人回报”的浮

躁心理。另外，29.87亿元仅仅是在职高

管的减持规模，随着大批高管离职，未来

他们的隐性减持将更加难以估量，在制

度上急需抑制离职减持的蔓延趋势。

杨晓春

10月份中小板、创业板的高管减持

金额仅为3.08亿元，是2009年以来偏低

的水平。

11月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共有258位

高管出现了减持行为，减持股份合计1.48

亿股，按照交易平均价或变动期间股票

均价计算，套现金额合计29.87亿元，环比

10月份增加了8.7倍。在年内，之前小盘

股高管减持的高峰出现在3月份，当时减

持金额合计为22.19亿元，与之相比，11月

的减持规模再创新高。即使是从历史来

看，小盘股高管减持最多的月份为2010

年 11月，减持金额高达302.14亿元，今年

11月的规模位居次席。

赚薪水不如卖股票
作为中小盘股票，创业板、中小板上

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主板更加分散，基

于灵活的股权分配和激励机制，许多高

管都持有企业股份。原本股权应该是激

励高管人员提升企业经营水平的动力，而

实际情况却是，近几年创业板、中小板公司

整体业绩平平，成长性与高估值难以相符，

而高管却把手里的股票作为生财之道。

以2010年年报为例，745家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全年报酬支出总额为 23.67

亿元，这个数据是包含了所有董事、监事

和独立董事的薪水。对比可以发现，仅

今年11月份的高管减持金额就已经超过

了所有小盘股高管一年的薪酬总额。

数据显示，11月出现减持行为的258

位 高 管 ，2010 年 拿 到 的 薪 酬 合 计 为

6849.07万元，与当月套现金额29.87亿元

相比，二者相差了42.61倍。

高管“离职风”劲吹

资金流向

本周市场各行为主体资金进出分别

如下：

超级机构净流入26.6亿元，机构净

流入54.19亿元，大户净流出40.7亿元，

中户净流出161.9亿元，散户净流出66.8

亿元。资金流模型显示，目前市场正处

于机构护盘，游资杀跌，散户割肉阶段。

自 2009 年 6 月 18 日重启 IPO 以来，

716家上市公司实现IPO上市，合计募资

金额超过9500亿元，在IPO重启之后，仍

有不少IPO重启之后上市的次新股逆势

走牛，大消费概念股表现最为最耀眼。

据统计，有162只个股自IPO以来股价上

涨，其中属于大消费概念的农林牧渔、生

物医药、食品饮料、商业百货、纺织服装

五大行业的个股有39只个股，占比超过

20%。上市以来涨幅榜前十位有4只大

消费概念股，其中上市以来涨幅最大的

个股是洋河股份，高达236.02%；罗莱家

纺以152.10%的涨幅位居次新股涨幅榜第

三位；海宁皮城以123.48%涨幅位居涨幅

榜第6位；壹桥苗业以71.31%位居第十。

较发行价溢价率最高前十位有6只

个股是大消费股票，分别是洋河股份

(392.33%)、探路者(291.62%)、大禹节水

(268.73%)、冠昊生物(259.29%)、罗莱家

纺(223.11%)、爱尔眼科(199.65%)。

东财

下周两市将有91亿限售股解禁，相比本周

解禁股环比大增 26 倍，解禁市值亦猛然增至

593 亿元。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后，12 月的

解禁洪峰突然来袭，是否会让投资者措手不及

呢？

6个股解禁后全流通

据数据统计显示，下周两市将有涉及21只

个股的91.07亿股限售股解禁，较本周解禁股

环比大增26倍。其中，沪市将有涉及8只个股

的84.99亿股限售股解禁，占下周解禁总量的

93.32%，解禁市值为510.96亿元；深市则仅有

涉及13只个股的6.08亿股解禁，占下周解禁总

量的 6.68%，解禁市值为 82.22 亿元。相比之

下，下周沪市压力更大。

从限售股解禁类型来看，下周主要的解禁

力量来自于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和定向增发

限售股解禁。其中将有涉及7只个股涉及的

76.61亿股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解禁，占下周解

禁总量的84.12%；另有7只个股涉及的10.67亿

股定向增发限售股股解禁，占下周解禁总量的

11.72%；还有2只个股涉及3.08亿的股改限售

股解禁以及5只涉及0.71亿首发机构配售限售

股解禁。

下 周 有 上海电气 (601727)、岳阳林纸

(600963)、中 兵 光 电 (600435)、凌 钢 股 份

(600231)、瑞贝卡(600439)和金种子酒(600199)6

只个股将会在解禁后实现全流通，这些个股的

股本将面临较大扩容。

上海电气解禁数量最大

具体看，下周有大连港、上海电气、南方泵

业等7只个股涉及首发原始股东限售股解禁；

还有中兵光电、凌钢股份、瑞贝卡等7只个股

涉及定向增发限售股解禁，不过大多参与定增

机构账面浮盈不多或者系控股股东持股解禁，

解禁后，面临抛压或相对较小。

从个股来看，上海电气的74.09亿股首发

原始股东限售股解禁占下周解禁总量的81%，

是下周解禁股的绝对主力。按收盘价计算，解

禁限售股流通市值达426.76亿元。不过解禁

限售股持有者为上海电气的大股东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因此分析人士认为，抛售可能不

大。 王子涵

本周两市

资金累计净流

出188.64亿元，

与上周的净流出 128.1 亿元相比继续增

加。

本周净流入排名前列的板块是：金

融、医药、航天军工。

本周净流出排名前列的板块是：中

小板、创业板、新能源及材料、化工化纤。

相关热点板块及个股如下：

银行，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民生银

行、深发展、南京银行。

教育传媒，净流入较大的个股有：天

舟文化、浙报传媒、华谊嘉信。

随 着 指 数 短 期 快 速 下 跌 并 再 次

来 到 汇 金 出 手 的 位 置 2400 点 附 近 ，

成 交 也 已 明 显 萎 缩 ，短 期 的 抛 压 减

轻，下跌空间有限，并且全球各大政

府 出 手 挽 救 经 济 的 态 度 日 益 明 朗 ，

预 计 指 数 将 在 2400 点 附 近 止 跌 回

稳，并再次反弹。

减持、套现、闪人——

258位高管套现近30亿
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11月份A股市场整体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股市的低迷加

剧了小盘股高管减持行为。统计显示，11月份中小板、创业板的258位高管蜂拥抛售

股份，套现金额合计 29.87 亿元，创下年内月度新高，是这些高管 2010 年年薪的 42.61

倍。

中国最具区域影响力期货公司
大连商品交易所最具成长性会员
郑州商品交易所市场进步奖十强
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优胜奖

“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徽商期货 如期而获

客服电话: 4008878707
网 址: www.hsqh.net
地 址:安徽合肥市芜湖路260号

交银施罗德：

寻找前瞻、有责任感、
有影响力的声音

为寻找前瞻未来的经济学家，交银施罗德

基金与第一财经联合发起“年度经济学家”评

选活动。最终获奖榜单于 11月24日在北京隆

重揭晓。

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交银施罗德基金，既是

一家机构投资者又是一家大众理财机构，因

此，不但要关注专业的研究分析，搭脉经济走

势，把握政策方向，也要关注百姓的心声，服务

他们的财富需求，助力他们实现人生价值。

活动上，交银施罗德总经理战龙先生代表主

办方致辞，“这样的寻找，在全球局势复杂动荡的

背景下，更加具有意义。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

题，和诸多未来的不确定性，每人都在关心，我们

如何走出这场变局。选择倾听有价值的思考，因

而变得愈发迫切和重要”。

恐慌情绪再度蔓延本周资金流出188.64亿元

IPO重启募资近万亿大消费表现最牛数据观察

解禁信息

91亿股限售股下周解禁
市值猛然增至59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