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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救市稳住局面危险警报尚未解除

市场修复需时日轻仓谨慎操作

大势纵横

本周热点

年报拉开序幕12月数据亮相
上周的A股市场可以载入史册：两日四次熔断，全天交易时间最

短不足14分钟，实施4天后熔断机制取消，沪深股指跌幅分别达到
9.97%和14.02%，给期待新年新气象的投资者当头一棒。本周，12
月经济数据或延续疲软态势；上市公司年报也将拉开序幕；物联网产
业与智慧城市发展年会将召开，概念股利好；光环新网等三公司重组
申请13日上会；40只限售股解禁等相关资讯。临近春节资金面或现
紧张，众多因素交织，虽然本周市场可能会出现大跌后的反弹，但整
体仍需谨慎对待。

【重头戏】年报披露拉开序幕
根据沪深交易所定期报告披露时间安排，从本周五开始，2015年

上市公司年报拉开序幕。具体来看，深交所主板的财信发展和美好集

团是两市率先披露年报的公司，1月18日将揭开业绩面纱。

分析人士指出，每年的一季度，市场都会出现一波声势浩大的年

报行情，按以往经验，预喜公司在发布预告后至年报正式披露前的收

益，明显要大于业绩正式出台后的收益，而率先公布年报业绩预告的

公司中，预喜公司受追捧的可能性也较高。

12月经济数据出炉
12 月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将在周一公布。周三，12 月贸易差额、

M1/M2、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等披露;周四，12月全社会用

电量公布。

高华证券预计“12月份出口增速改善、进口增速放缓”，12月份出

口同比增速从 11 月份的-7.1%升至-5%，季调后环比增幅从 11 月份

的-1.3%升至1.5%;12月份进口同比增速持平于11月份的-9.0%，季调

后环比增幅从2.1%降至-0.2%;贸易顺差从11月份的537亿美元升至

545亿美元。

【热点板块】物联网产业与智慧城市发展年会召开
在国家提倡“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契

机和融合点。众多针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方向的国家政策和指导意见

相继出台，为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亟待加强引导的困难

和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而第六届中国物联网产业与智慧城市发展

年会的召开，也将利好相关概念股。

申万宏源表示，看好传感器在工业互联网、人机协同硬件等方面

的市场扩展。建议关注苏州固锝、华天科技、华工科技、通富微电、中

航电测等。

【公司要闻】光环新网等三公司重组申请13日上会
证监会发布公告称，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定于2016年1

月 13 日上午 9:00 召开 2016 年第 3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议厦门

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大连橡

胶塑料机械有限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

【交易提示】本周40只限售股解禁
据统计，本周沪深两市共有40只个股合计37.56亿限售股解禁，

解禁市值高达349.75亿元。其中，沪市10家，合计解禁17.55亿股，深

市30家，合计解禁20.01亿股。解禁量最大的京运通，本周将有11.48

亿股限售股解禁。位居第二的京东方A，将有6.75亿股解禁。亿晶光

电、复星医药、得利斯等个股本次解禁后实现全流通。

【财经日历】本周风险事件清淡关注美联储褐皮书
1月13日，星期三，欧元区公布2015年11月工业产出月率。

1 月 14 日，星期四，德国公布 2015 年 GDP 年率，美联储发布褐皮

书经济报告，美国公布1月9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1月15日，星期五，欧元区公

布2015年11月未季调贸易账，美

国公布12月零售销售月率、12月

PPI 月率、12 月工业产出月率以

及2016年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

信心指数。 杨晓春

上周是新年后的第一周，
中国股市便让世界为之一震，
熔断机制在中国只活了“四个
交易日”。两市一度暴跌超
12%和15%，上周五国家队奋
力救市算是暂时稳住局面，但
大盘技术面已遭破坏，利空警
报尚未完全解除。

上周四夜间，在局势万分危急的情况
下，熔断机制被管理层紧急叫停，上周五国
家队进场“救火”，同时人民币企稳，于是股
市止跌回稳，最低砸出低点 3056 点，距离
3000点已近在咫尺，市场技术面已遭破坏，
修复需要时间，不排除股指还会有一波下探
动作，但在3000点附近有望构筑二次底部。

从盘面看，减持新规的出台以及熔断
机制的暂停，化解了市场恐慌情绪以及流
动性危机，而本就处于低位的没有经过大
幅炒作的，且具有优化重组预期的低价蓝
筹股获得资金青睐，煤炭、钢铁就是其中的

突出代表。不过场内个股分化较为严重，
中小创股和题材股表现疲弱。

专 家 表 示 短 线 来 看 ，本 周 股 指 在
3000～3200 点区域构筑整理平台的可能
性较大，目前大盘各分时指标还没有形成
底背离结构，也就是还没有发出真正的
买入信号，仓位较轻的可以在 3000 点一
线低吸一部分筹码，自己手上的主力资
金还要耐心等待更明确的买入信号。总
体而言，在后市一些重大利空因素还没消
除前，特别是政策面没有明朗前，还要以谨
慎防守为主。 杨晓春

概念题材

高送转股或成本周焦点
目前已公布“高送转”预期的公司中，多

家公司已较早地发布了 2015 年度业绩预
期，如预计在3月前正式公布2015年业绩的
财信发展、万润科技、三诺生物、西泵股份、
电光科技等，都纷纷发布了全年业绩预喜的
公告 ，对于这些业绩向好的个股而言，一旦
获得资金关注则有望再度表现。

从A股以往历史来看，率先公布年报的
公司一般都是“好学生”，业绩报表的靓丽吸
引很多资金前去追捧，相关个股的走势也明
显强势。其中在“靓女先嫁”“高送转”概念
保驾下的财信发展走势最为强劲，新年以来
在大盘指数连续4次熔断、两天千股跌停下，
竟也能上涨 24%；美好集团、安信信托虽然
在上周一跟随大盘下跌而下跌，但在上周二
大盘微跌中也逆市涨停。 东方

数据观察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传统的

农历新年即将来到，这段时间投资者往往

会期待一波送红包的行情。根据历史数据

进行总结和分析，近 10 年春节前的红包行

情并非空穴来风。统计2006年至2015年上

证指数元旦至当年春节的涨跌幅发现，10

年间有6年上涨4年下跌，平均涨幅1.8%。

进一步统计，近10年沪指在节前最后一

周的表现发现，春节前的“关门红”也是大概

率事件。近10年上证指数春节前最后一周

仅有1年是下跌的，上涨的9年平均涨3.1%，

2007年春节前一周上证指数涨幅更是接近

10%。2015年春节前一周沪指上涨3%。

另外，春节后首周上证指数也仅2年下

跌，分别是 2007 年和 2013 年。2009 年春节

后首周上证指数表现最佳，涨幅达10%。

数据告诉我们，近 10 年元旦至春节前

计算机行业表现最强，10 年平均涨幅达到

13%。而食品饮料行业在 28 个一级行业中

表现最差，近10年平均涨幅仅1%。

春节后首周属农林牧渔行业表现最

强，近 10 年平均涨幅达 6%。电子、轻工制

造、汽车行业表现尚佳，平均涨幅达4%。而

银行业在元旦至春节前及节后首周表现都

排名靠后，近 10 年元旦至春节前平均上涨

3%，排名倒数第二。另外，银行业近10年春

节后首周平均跌1%，同样排名倒数第二。

按照流通市值比较，中小市值股票较

高市值股票近10年在元旦至春节前表现更

强。流通市值在 100 亿元以下的中小市值

股票平均涨10%，而流通市值在100亿元以

上的高市值股票平均涨 7%。另外，对近 5

年元旦至春节前个股走势进行梳理，发现

19 只个股连续 5 年跑赢上证指数。其中，

TCL集团、海信电器、上海机电堪称常胜将

军。另外，云海金属、运盛医疗、保税科技

也表现不俗，近5年在春节前平均涨幅超越

上证指数10%以上。 海雪峰

春节行情历史走势盘点

计算机最强
食品饮料最差

个股信息

次新股占高价股半壁江山

中科创达接棒成新股王

在 A 股的一片嘈杂声中，两市第一高
价股悄然易主，次新股中科创达上周五以
225.49元的高价成为了两市“新股王”。中
科创达已连续 21 个涨停，涨幅达 693.7%。
在两市前十大高价股中，除了贵州茅台及
世纪游轮外，其余 8 只都是新股或次新股。
作为“市值配售、全额预缴”旧规则下的最
后一批新股，获得资金的追捧也在情理之
中。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市场中的新股仍
然是属于稀缺品种。 中 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