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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煤炭股、钢铁、水泥建材、
有色金属等板块涨幅居前，煤炭板
块罕见暴涨超 9%。5日有消息称，
上午国家相关资金入市买入蓝筹
股，以支持股市，据悉，国家队买入
的股票包括银行和钢铁等蓝筹股。

有分析指出，市场当前无力撼
动那些国家队死死抓住的大市值蓝
筹，对高高在上的中小创又心有余
悸，那净值高相对安全，市值低相对
低的股票自然就成了首选。

实际上，过剩产能概念股再次
飞了起来，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

兴业证券张忆东上周一就曾表
示，就“去产能”对于股票投资而言，
现阶段“要去，但还没去”的阶段是
最好的投资窗口期，至少可以假装
炒炒，一旦明年二季度进入实质性

的去产能阶段，无论是微观感受还
是对于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而言都
是相对负面的。在短期板块推荐中，
兴业证券认为周期股反弹是值得期
待的政策主导型机会。

钢铁、煤炭、有色、化工板块股
票多为伴随经济周期盛衰而涨落的
传统周期性股票。

中信建投、国信证券、华泰证
券、中银国际等多家券商上周纷纷
建议布局供给侧改革推进下的周期
股阶段性反弹机会，主要关注有色
金属、建材、钢铁、化工等周期性行
业。

本周一至周二，李克强总理实
地考察山西太原钢铁集团，并表示，
受产能过剩和需求收缩影响，钢铁
行业形势十分严峻，当前要把去产

能、促升级作为紧迫任务，痛下决心
进行结构调整，要采取多种方式清
除落后产能，禁上新增产能项目。

从5日的钢铁板块的启动到今
天煤炭股的崛起，绝非单纯消息的
刺激，而是市场在不断攻击低市值、
高净值的股票，因为这是避险和投
机双重力量博弈下的市场选择。

对于市场走势分析人士称，主
题轮动后新热点缺乏、基金排名争
夺结束导致机构调仓换股需求回
升、注册制加速推进、经济数据不及
预期、央行降息降准预期再度落空
以及减持禁令即将到期等多重利空
的共振，是导致市场出现重挫并触
发熔断机制的主要原因。而央行“意
外”放水、多家公司承诺不减持等消
息则对恐慌的市场情绪起到了明显

的缓解作用，虽然市场仍需进一步
休养生息，资金心态也亟待修复。但
在非理性情绪主导市场出现连续破
位、巨震之后，市场的反弹机遇也在
逐渐迫近。

中信建投认为，临近年底，工
业、基建等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工业
用电量正逐渐走低，在下游用户逐
渐补库结束后，煤炭季节性需求将
逐步减少。炼焦煤市场尤其是山西
市场仍以稳定为主；河北某焦企上
周部分煤种采购价再降 5—10元。
目前焦钢企业限产力度有继续增大
的趋势，尤其是年底煤焦钢企业资
金链都异常紧张，煤矿也多反馈近
期下游回款缓慢，一些焦企因为亏
损及资金流原因，进一步执行限产。

近期，房地产去库存与财政政

策扩张的预期、美联储加息落地、险
资举牌蓝筹股、中央经济会议的召
开、经济数据改善预期等因素叠加、
收储预期与资源型央企的去产能与
并购重组等等，较多的因素在近期
让蓝筹股和传统周期股孕育了躁动
的逻辑，煤炭虽不是周期股中的最
优选择，但当前时点其仍具备一定
投资机会。2015年 12月 23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
构调整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在淘汰
煤炭、钢铁行业落后产能中安置下
岗失业人员，也预示着政策对行业
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支持。

综合来看，建议近期可重点关
注盘江股份、永泰能源、冀中能源、
潞安环能和陕西煤业等品种。

主力上演“煤飞色舞”另有深意
市场攻击低市值股票 避险、投机双重力量博弈

熔断机制带来的股市跌
宕，引发市场各方对手中握有
重金险资的各种猜想。记者调
查显示，开盘几日险资并没大
动，逢低吸纳成常态。

近日，证监会盘前发布答
记者问，发出维稳市场的明显
信号，一些险资开始出手维护
自身举牌股和重仓股。一险资
管人员称，在大盘下跌过程中，
才是买入最佳时机，他们公司

也买了些公司此前重仓的股
票。

今年保费的高速增长态
势，已经从险企必做的开门红
功课中可见一斑。开门红预示
着全年的保费走势的好兆头。
快速增长的保费，加大险资资
产配置压力。权益类尤其是资
本市场的大权益类投资，成为
险资发力重点领域。因此，逢
低买入，已成常态。

二级市场逢低吸纳

险资发力权益类投资

2015年的最后一天，证监会发布了完善新股发行制度相关规则，正式宣布新股申购进入“免费

时代”。不过对于打新一族来说，围绕着未来新股申购究竟应该如何操作，依旧存在诸多疑问。

1月5日下午，随着沪、深交易所同时公布了新股发行实施细则，上述疑问也随之解开。对于每

一位有意参与新股申购的投资者来说，都必须对如下诸多规则了如指掌。

根据上证所披露的信息，对
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些新、老打
新规则的区别是：一是取消了在
申购时就全额缴纳申购资金的规
定，投资者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中签数量缴纳申购款；二

是明确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情形的，将被列入限制申购
名单，自其最近一次放弃认购次
日起的 180日（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网上新股申购。

值得一提的是，深交所格外
规定，小盘股全部网上发行，即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在2000万股（含）
以下且无老股转让计划的，直接
定价全部向网上投资者发行。

和此前的市值配售规则类
似，沪、深两市市值分开计算。其
中持有沪市 1 万元以上（含 1 万
元）的投资者方可参与新股申购，
然后每 1万元市值可多申购 1000

股。同样，持有深市1万元市值可
参与申购，然后每 5000元市值可
多申购 500股。如果投资者持有
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
的市值合并计算。

市值计算按投资者 T-2日（T
日为新股申购日）前 20个交易日
的日均市值计算。

这是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一
点，同样也是和过去申购新股差
异最大的内容。根据交易所规定，
中签结果将于T+2日公布。而投资
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中签
结果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T+3日，中国结算

对认购资金进行交收处理，将认
购资金划入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
户。

简单地说，投资者想确认是
否中签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向
券商查阅自己的新股配号，等中
签结果披露之后，再与之进行对
比；二是在中签之后，券商将通过

短信或者交易软件登录后获得提
示。但如果中签，那么在T+2日收
盘之时，账户中必须要有足够的
资金，否则就会视为放弃认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投资
者 T+2日日终无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结算参与人不得允许投资
者进行补款。

考虑到部分投资者可能无法
及时了解到自己是否中签，最稳
妥的方式就是在账户中保留一定
量的资金，以避免中签了新股，却
因为没有认购资金而错失良机的

情况出现。
那么预留多少资金合适？记

者统计了 2015年发行的约 220只
新股，按照中签一个号来估算，对
应资金在 1145 元至 33560 元之

间，有一半以上在 1万元以下，平
均下来则是接近 1万元。从这些
数据来看，如果投资者账户中能
够预留5万元左右资金，那么足以
应对绝大多数的情况。

打新规则有哪些“新”变化？

如何计算申购资格？

如何确定中签？如何缴款？

账户中预留多少资金合适？

取消全额缴纳申购资金

2016年打新股有新变化

市场表现：沪深两市周三
携手高开，盘中受益于煤炭、有
色、海工装备、铁路基建等板块
回暖带动，市场走出震荡反抽
的走势，最终大盘以中阳线报
收，量能略有缩小。而创业板
则同步震荡反弹。市场在恐慌
氛围急速释放之后，正逐渐从
急跌下挫向超跌后的技术性反
弹过渡，交易人气也逐渐回暖。

主力动向：主力资金周三
净流入 97 亿。从分项板块来
看，海工装备、铁路基建、有色
金属等位居主力资金净流入前
列，而传媒娱乐、保险、医药等
出现主力资金减持。近期主力
资金在谨慎观望之后，虽然开
始逐渐向海工装备、量子通信、
铁路基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略
有回流，但回流的力度并不强，
但后市仍需特别留意主力资金
回流力度和持续性。

热点方面：受国防部近期
表态中国启动了第二艘航空母
舰研制工作且国产航母计划年
内下水的消息刺激，中原特钢、
亚星锚链等海工装备概念股表
现活跃，再加上主力资金介入
意愿强烈，短线有望持续活跃；
此外，受李克强总理赴山西考
察西山煤电集团的消息刺激，
山煤国际、大同煤业等煤炭概
念股集体飙升，考虑到 2016 年
煤炭行业要根据市场需要主动
压产减量严控新增产能的预期
影响，故煤炭概念股反弹能否
持续有待进一步观察。

后市预期：综合考虑“政策
利好预期+资金面回流+技术
性修复基本到位”等因素影响，
我们维持A股震荡不改上行趋
势的预期。建议投资者在坚定
未来慢牛行情预期的同时酌情
把握个股低吸机会。

市场喜迎技术性反弹
人气逐渐回暖

“我们承诺不减持！”面对
二级市场的剧烈调整，一批上
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监高率先
站出来表态。据统计，两市合
计已有 26家上市公司发布“关
于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或“延
长限售承诺”的公告，加上前日
公告的 3家，已有近 30家公司
向市场传递其对长期发展的信
心和对稳定股价的诉求。

上述公司承诺不减持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回应中小股东
的呼吁”。1月4日，A股市场大
幅下跌，两次触及熔断阀值并
停止交易至收盘，逾千家公司
的股价跌停。有市场人士分
析，暴跌原因之一是投资者对
即将到来的减持解禁有所担

忧。去年7月8日，为维护市场
稳定，证监会发布的“18号文”
规定，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及董
监高六个月内不得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公司股份。而这一“禁
令”将于1月8日“到期”。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导
致下跌，既然中小股东提出了
要求，我们大股东也没有减持
的意愿，就顺应了这个呼吁。”
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介绍。“增
强投资者信心，避免公司股价
出现大幅波动，从这个角度来
讲，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是一致的。”另有券商人士分
析，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大
股东和公司高管对中小投资的
积极回应也体现了其责任。

近30家上市公司大股东
主动承诺不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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