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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视点

市场观察
就在A股受困于流动性而频频弱

势之际，一则重磅利好终于浮现：央行继

上周大举释放流动性后，本周将再次实

现1200亿的净投放,这意味着货币政策

有转向偏松的迹象。

从盘面来看，在流动性偏松下，市场

量能也开始温和放大，市场新热点你方

唱罢我登场、成交量也逐步放大，说明大

盘正逐渐回暖。不过由于当前IPO重启

迫在眉睫，因此央行释放流动性或将被

对冲，这意味着A股又将面临结构性行

情的新变局。

我们认为，虽然上周证监会首度明确

给出新股发行100家的预期，但增量资金

不肯进入股市，仅有存量资金博弈的市

场，也难于承受100家 IPO的发行。因

此，主力若想拉动主板发动大行情，心有

余而力不足。不过，由于2000点政策底

处护盘力量犹在，所以在跌不下去的情况

下，主力资金将会重新回流到创业板为首

的题材股上。毕竟小市值个股所动用的

资金少，且符合当前管理层改革与转型的

政策，同时创业板也经过了3个月的调

整，已具备中级反弹的动力。这也意味着

后市结构性热点将成主基调。

综合来看，在市场资金不充裕下，后

市创业板为首的题材股仍会是主力的主

战场。特别是具备以下四大题材的小盘

股，更有望成为结构性反弹新龙头。

1.中报业绩大增，又有游资提前深入

布局的股票，如大富科技、尤夫股份的再

次暴涨创新高；2.具有实质性并购重组

且有主力深度介入运作的个股，如成飞

集成一口气6个涨停板，股价瞬间涨了

77%；3.政策大力扶持、且游资机构相继

接棒上涨的个股，如廊坊发展走出圆弧

底后，近期再次暴涨，成为二次赚钱龙

头；4.前期主力运作痕迹明显，且具有中

央战略级别的，如信息安全、新能源汽车

的崛起等。 广州万隆

创业板为首的题材股仍是主战场

四大题材:结构性反弹新龙头

投资论坛

应严惩IPO环节
的违法违规行为

5月23日，中国证监会通报

新股发行承销检查结果处理情

况。我武生物等 6 家 IPO 公司

在发行承销过程中，存在未按事

先披露的原则配售股票、向禁止

配售的关联方配售、干扰投资者

报价、向投资者提供超出招股书

范围的发行人信息等违反公平、

公正原则的行为。

为此，证监会决定对违规

的机构和个人采取相应的监

管措施。其中对情节较为严

重、社会关注度较高、市场负

面影响较大的海际大和采取

“3 个月暂不受理其证券承销

业务有关文件”、“责令处分有

关人员”和“责令公开说明”的

监管措施，对海际大和的计静

波、陈永阳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管措施。

在今年 1 月 IPO 重启后的

新股发行过程中，各种乱象丛

生，新股询价、配售环节黑幕重

重。因此，证监会能够对这种行

为及时地进行查处，这是值得肯

定的。但这种查处必须体现出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要

予以严惩，而不是挠痒痒。

从证监会对海际大和的查

处来看，处罚明显偏轻。最明

显的标志就是其违法违规行为

所带来的利益丝毫不受影响。

在我武生物的网下配售中，不

仅享有优先配售权的社保基金

与公募基金没有享受到优先配

售的权力，而且国联安旗下一

专户投资组合获配比例高达

100%，自然人柳海彬获配比例

高达 50%，明显存在利益输送

行为。且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我武生物的网下配售还存在

“中签返点”这种涉嫌腐败的违

法犯罪行为。

面对上述违规违法行为，

证监会只是暂停海际大和 3 个

月的证券承销业务受理，“责

令处分有关人员”、“出具警示

函”等，这样的处罚对于后来

者丝毫没有“警示”意义，甚至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违规违法

行为的纵容。

应该说，新股发行环节所

面对的利益关系是厚实的，也

是错综复杂的。不论胳膊是

往内拐还是往外拐，都涉及到

利益的不同走向。因此，这就

要求新股发行环节务必坚守

“三公”原则，确保新股发行的

公正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对

IPO 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

严惩是必不可少的。

皮海洲

有此一说

39家IPO有望率先上市
新股发行步入了“计划时代”。5月19

日证监会主席肖钢表示，从6月到年底，计

划发行上市新股100家左右，并按月大体

均衡发行上市。据此计算，在接下来的7

个月中，每个月将有15家左右新股发行。

按照这一发行节奏，目前苦等上市的

近600家企业，只有1/6左右可在今年让

“梦想照进现实”。

IPO开闸在即，谁有望率先上市？从

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目前通过发审委

审核的企业有39家，不出意外，这些企业

有望在今年叩开资本市场大门。 东财

沪指遇阻30日均线
小盘股继续逞强

周一两市双双跳空高开，沪指盘中受

制于30日均线压制，遇阻2050点这一压

力线，创业板指数活跃度较高，截至收盘，

沪指报收于2042点。就后市看，近期消

息面偏暖，IPO重启进度预期明确，蓝筹

股的低估值决定了重心，小盘股消化掉

IPO利空后展开绝地反击，股指的反弹有

望进一步延续，操作中可适度激进。

消息面上，监管部门5月23日召集

部分券商就IPO发行问题举行会议，根据

媒体报道，目前部分拟上市已递交的发行

方案还需在老股转让、募集资金等方面进

行完善并补充封卷。这些手续的完成意

味着IPO启动更进一步。

早盘两市双双高开，但主板市场盘中

有一些犹豫，银行地产等权重股弱势震

荡，与此同时，小盘股市场涨幅喜人，创业

板指数一举突破30日均线的压制，其中

新能源汽车独树一帜，领涨两市，受国家

主席习近平讲话称发展新能源汽车是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新能源板块中的

充电桩、特斯拉概念股全线爆发。从上周

开始，前期快速下跌的成长股中的信息安

全、安防开始出现全线反弹，这种反弹的

轮动开始扩散到包括医疗保健、新能源汽

车等强势产业之上，并且后期还会继续蔓

延到消费电子等品种上，小盘股的强劲反

弹给市场营造了很好的操作氛围，可操作

性大大增强。

就后市来看，我们认为上周的地量之

下很可能地价已现，1991点成为阶段性

低点的可能性较大，当然，就月末的行情

来看，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层面的干扰，但

央行不断出台的微调预调政策使得这种

干扰难成大气候，整体市场的运行氛围仍

然偏暖，股指有望延续阶段性反弹。就操

作而言，可把握两条主线：其一为周期股

中的受益于政策变暖的地产等品种；其二

为成长股的板块轮动，互联网、消费电子

等有望接力医疗保健、新能源汽车、安防、

信息安全等品种进一步发力。 国元证券

机构动态

信息安全概念不断升温

基金再度加仓软件股
5月20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

中心要求采购的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

许安装Win8操作系统，使得信息安全

概念升温。在此背景下，二级市场相关

概念股受到资金青睐，多家公司股价持

续上涨，同时，数据显示基金等机构投资

者对于软件股再度重视起来。

华泰证券计算机行业研究员马仁敏

表示，今年4月微软宣布停止对Win XP

系统提供服务支持，而目前国内仍然有

大量办公电脑使用该系统，由此可能引

发的信息泄露风险非常大。工信部也表

示，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国产操作系统

的研发和应用，并希望用户使用国产操

作系统。在此背景下，国产化操作系统

无疑最为受益。

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开发国产操

作系统和软件的上市公司涨幅靠前，如

中国软件、浪潮信息、浪潮软件、紫光股

份、北信源等，其中，紫光股份、北信源的

成交席位上屡有机构席位买入。

数据显示，2013年业绩优异的宝盈

基金经理王茹远管理的宝盈策略增长一

季度增持中国软件314.16万股至688万

股，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基金一季度

增持中国软件359万股至519万股，中

邮核心成长增持中国软件230.77万股至

300万股。在浪潮信息上，一季度山西

证券买入335.03万股，易方达科讯增持

67.1万股至224万股，嘉实策略增长买

入 195.12 万股，博时新兴成长买入

149.99 万股，景顺长城新兴成长买入

138.04万股。此外，一季度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八组合、博时新兴成长、宝盈策略

增长、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买入浪潮软

件的股数也较多。 和讯

行业分析

基因测序突飞猛进
可望引领生物经济新浪潮

2014年，千山药机、达安基因等上

市公司布局基因测序，成为公司除传统

医疗器械业务外的新看点，其股价也在

资本市场上演绎出一波亮丽行情。基因

测序技术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能否引

领生物经济产业化新浪潮？这些都成为

近期医药领域和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

目前国内最成熟的基因测序技术主

要应用在无创产前筛查方面。2013年

华大基因、贝瑞合康在无创领域分别测

序10万人次、5万人次，市场规模约4.5

亿元。我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约1600

万，按无创产前筛查10%的市场渗透率，

3000 元/人次计算，市场空间约 48 亿

元。达安基因旗下的爱健生物作为早期

介入者有望分得一杯羹。

据达安基因相关人士介绍，达安基

因持有17.14%股权的爱健生物，从事二

代基因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的科研服

务和转化医学应用，已与广东妇幼保健

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河南妇幼保

健院等多家医院开展合作。

海通证券医药行业研究员预测，随

着单独二胎政策在各省相继落地，今年

开始，未来每年新生儿的增量在500万

左右，这也为无创基因筛查创造出巨大

市场需求。已经切入相关领域的上市公

司将获得迅猛发展的新机遇。

专家介绍，我国疫苗、基因检测、单

克隆抗体等多种生物技术突飞猛进，有

关方面也正加快推进生物经济的发展。

我国已经将生物经济列为国家的支柱产

业，未来将完善优化审批程序，促进我国

生物医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而基因测

序将成为生物经济中最重要、应用最广

泛的领域之一。 宦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