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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20日举行2015年投
资策略报告会,东北证券首席策略
分析师沈正阳表示，中国经济仍在
涅磐，而中国股市已然重生，“2015
年全部A股市盈率有上行至 20倍
的可能；从合理估值的角度看，预
计上证指数的合理区间在 2250—
3050点，乐观情绪推动下可望挑
战3500点。”

沈正阳称，资金价格回落的滞
后效应，将有利于大类资产资金对
股市的再配置；资本市场的规范发
展，则有利于降低股市的风险溢
价、提升吸引力。“2015年全部 A

股市盈率有上行至 20倍的可能；
从合理估值的角度看，预计上证指
数的合理区间在 2250—3050点，
乐观情绪推动下可望挑战 3500
点。”沈正阳认为，考虑到较高的基
数，预计 2015年两市成交进额保
持相对平稳，增速大致在5—10%。

投资风格方面，沈正阳说，“预
计 2015年将更偏于蓝筹、更偏于

“老树发新芽”的逻辑；成长股则面
临大浪淘沙、去伪存真的考验。看
好上证指数的表现；创业板偏于谨
慎、其机会将在滞胀的白马成长
股。”

明年沪指可望达3500点
看好白马成长股

A股年内暴涨47%牛冠全球
全年成交望达75万亿

12月5日，沪深两市单日成交
量达到10740亿元，再度刷新世界
纪录，将美国股市保持的纪录远远
甩在了身后。据统计，今年以来沪
市成交 33.71 万亿元，深市成交
35.51万亿元，两市累计成交达到
了 69.22 亿元。按照当前日均
8000亿元的成交，在今年剩余的7
个交易日里，两市全年成交有望达
到 75万亿元。这将成为A股有史

以来最大成交的一年。此外，伴随
股指快速抬升，A股总市值已经超
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股市。据
上交所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 12
月 19日，沪市总市值报 230397亿
元，流通市值报206416亿元；深市
总市值报 131589亿元，流通市值
报97447亿元，两市总市值达到了
惊人的361986亿元。

按照行业的成交情况看，金融

毋庸置疑排在第一，成交 47145.6
亿元；其次则为机械设备、医药生
物、化工，成交金额均超过了 4万
亿元。钢铁行业和交通运输今年
的成交金额同比增幅最大，分别为
136.29%、100.59%，国防军工、计
算机等 12个行业增幅超过五成，
也超过整体平均增幅。

70万亿元 有钱就是很任性

强势的表现，让A股

在全球股市内扬眉吐气了

一把。年内46.91%的涨

幅，领跑全球各主要股

指。同时，A股还缔造两

项璀璨纪录：单日成交额

破万亿创世界纪录；总市

值超越日本成全球第二大

股市。

一年前的2013年11月2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
2014年金融“蓝皮书”，其分报告
《2013 年的中国股票市场》曾预
测，2014年的中国股市，可能会再
次出现 1999年 5月开始的“5·19”
行情。彼时，市场看空之声四起，
对于牛市的言论大空头们嗤之以
鼻。但如今，2014年仅剩最后7个
交易日，上证综指飙升 992点，涨
幅约 46.91%。单从指数表现来
看，中国股市已经进入牛市。

回顾2014年A股市场,行情在

下半年开始启动。尤其是进入 11
月下旬以后，上证综指开始加速飙
升。市场在极端的时间里上涨超
过600点，涨幅超过20%。上证指
数收盘突破 3100点，较去年的收
盘点位已经上涨了将近 1000点，
涨幅达到了 46.91%。虽然对于

“牛市”没有严格指标定义，但是如
此涨幅俨然已经在这段时间内构
成了牛市行情。

从市场表现来看，6年多的大
熊市后，中国牛市初见端倪。回顾
本轮行情的启动，业内人士认为

2014年全年，基于经济基本面稳
定、政府改革力度较大、股市整体
估值较低、海内外机构投资者提供
增量资金等因素，A股市场有望开
启新一轮牛市。2014年下半年是
最好的下半年，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扩容量比较小，只有100只
新股，今年是新股扩容最小的一
年，而且是最确定的一年。另外一
个原因是上半年提出一个7.5%的
经济增长目标，为此出台多项政
策，拓展了政策想象空间，这些原
因造成下半年火爆的行情。

1000点 A股涨幅全球第一

A股的不断拉升之中，资金开
始疯狂地涌入。数据显示，12月8
日至 12日，沪深两市新开账户数
为89.22万户。这一数字较此前一
周的 59.82万户，又增加了 29.4万
户，也创下了自 2007年 10月份以
来的新高。其中，新增A股账户数
为89.13万户，新增B股账户为965
户。在最近几周开户数不断创新
高的同时，沪深两市活跃账户也在
不断增加。根据中国结算公布的

数据同时显示，上周沪深两市参与
交易的 A股账户数为 2632.54万
户 ，占 期 末 A 股 总 账 户 数 的
14.62%，较前一周继续放大；上周
期末，A股持仓账户数为 5335.26
万 户 ，占 期 末 A 股 账 户 数 的
29.63%，也较前一周小幅放大。
中国结算日前发布的统计月报显
示，11月份沪深两市合计日均新
开A股账户数为 54071户。其中，
沪市平均每日新开A股账户数为

27908户，环比增加 4724户，增幅
为 20.38%；深市平均每日新开 A
股账户数为 26163 户，环比增加
3538户，增幅为15.64%。

市场人士认为，开户数出现爆
发式增长，主要得益于A股市场行
情走好，所带来的赚钱效应带动了
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随着券商开
户技术的升级，网上开户、手机开
户的上线，简化了开户流程，使得
更多投资者快速参与到市场当中。

大盘股飞上天
2014年，大盘目前涨幅不足 50%，

但大盘股的表现却远超市场。统计显示，中
铁二局涨幅 188%、中国中铁涨幅 248%，中国中

冶上涨 200%，中国铁建上涨 185%，中国建筑上涨
129%。银行股平均上涨 50%，保险股全部跑赢大盘。
大象起舞是今年市场的特点，也是牛市的特点。

蓝筹股的启动，不少投资者却遗憾地错失。一个全
新的词汇“满仓踏空”突然流行起来。由于此番率先拉
升的都是金融权重股，不少散户手中的筹码还躺着待
涨，“赚了指数，没赚钱”的窘况引发吐槽。对此，分
析师表示，事实上，从A股的历史来看：蓝筹启
动了，这才叫牛市。对于投资者而言，在牛

市当中，应该积极参与大盘股，不要
再以熊市的思维看待市场。

5335.26万户 持仓账户创新高

疯狂的大盘，疯狂的券商股。
作为A股本轮行情的绝对龙头，券
商股集体涨停是市场的一大亮
点。从全年的表现来看，券商股无
疑是市场最闪耀的板块。其中，光
大证券、兴业证券、中信证券、招商
证券等股全部翻倍，甚至一度出现
过全线涨停的盛况。12月 16日，
券商股第二次集体暴涨，18只券
商股集体涨停。此前，券商股历史
上第一次集体涨停出现在 12月 4

日。
券商股今年走强的动力首先

来源于新股的发行。2014年新股
迎来密集上市，上市券商的净利润
由此大幅增加。此外，随着行情的
回暖，市场的成交量也迅速放大。
统计显示，2012年，沪深两市总成
交量合计31.8万亿元，当年佣金总
收入 504 亿元，佣金比例约为
0.16%。2013年，两市总成交量合
计 47.2万亿元，当年佣金总收入

759 亿 元 ，佣 金 比 例 也 是 约
0.16%。以此佣金水平来推算，截
至2014年12月19日，两市总成交
量合计70万亿元。2014年剩余16
个交易日，保守估计可以产生 12
万亿元成交量，因此 2014年合计
成交量约为 75万亿元，年度总佣
金收入约为 1200亿元，比 2013年
增长约60%。

券商股集体绽放

股市播报

临近年底，各大银行终于坐不
住了，纷纷加入“抢钱”大战。数据
显示，预期年化收益率在6%以上的
银行理财产品上周达到45款。投资
者有的哀叹抢早了，有的忙着四处
筹钱准备跟进下一轮。

年尾理财收益率意外走高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上周共

有 776款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
发售，平均预期收益为5.23%。其中
有 45款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超过 6%
（包含），占当期发售的人民币非结
构性理财产品总量的5.8%。而在上
周，发售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率超过6%（包含）的只有24款，占当
期 779款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
总量的3.08%。

按以往惯例，每年年中和年底
都是银行存款准备金中考和大考的
节点，每到这时银行都会推出短期
高收益理财产品以应付银监会考
核。去年底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最高竟达到8.8％—9％。

但纵观今年全年，银行理财情
况确有不同。从春节过后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率一直徘徊在4％—5％之

间。投资者满怀期望地等到银行年
中考核的 6月份，理财收益率却“稳
坐钓鱼台”。好不容易盼来第四季
度，但由于今年11月22日央行降息
和银行存贷比政策的调整，各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跟着下调，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

据银率网统计，12月前两周理
财平均收益率还是保持在4％—5％
之间。很多投资者由此得出结论，
今年银行“不差钱”。更多的人把资
金转投股市和基金。

原因：银行跟股市“抢钱”
银行到年末为何坐不住了，难

道银行又“差钱”了吗？分析人士表
示，新一轮申购新股上周四开始，市
场预期冻结资金将超过2万亿元，加
上沪深股市日成交量大幅上涨，各
金融机构推出众多股票型基金，资
金开始流出银行，进入资本市场。

在资金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
下，面对存款大量流失，银行只有通
过更高的预期理财收益率来留住存
款，甚至跟风推出与股票挂钩的理
财产品来留住投资者。

年底银行“抢钱”忙
高收益理财产品激增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