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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回笼近8000亿 资金面依然宽松

面对逾万亿元资金到期，央行选择保持静默。 13日，央行连续第3日未开展

逆回购操作，因央行逆回购和MLF到期，已净回笼资金近8000亿元。 但市场资

金面不改宽松格局，货币市场利率继续走低。

A08A04

增量资金流入 基金紧盯外资配置方向

以北上资金为代表的增量资金呈现持续流入态势。 对于2019年行情的特

点，一些基金经理表示，考虑到外资是2019年A股市场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之

一，外资偏好的品种将受到市场重视。

多家公司拟高比例现金分红

永兴特钢2月13日晚发布公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兴江提

议，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元（含税）。 Wind数据显示，目前已有46

家公司披露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新凤鸣、易世达等公司拟转增股

份，且转增比例较低,多数公司拟现金分红。 其中，兰州民百拟每10股派

16元, 加上2018年半年报和三季报的两次分红， 该公司分红总额占

2018年全年利润的98.86%。

A06�公司新闻

OLED有望成为下一代主流显示技术

OLED板块近期表现抢眼,2月11日以来的三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16.49%，多只股票连续涨停。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新一代平板显示技

术，OLED相比LCD具备省电、轻薄、可视角度大、柔性等特点。三星、华

为将于近期发布折叠手机。 不过，OLED成本仍居高不下，产业全面爆

发尚待时日。

A06�公司新闻

做多情绪不减

两融余额连日回升

13日两市继续呈现普涨行情。 在前一个交易日，融资客再度加仓，

做多情绪浓厚。 12日，两市融资余额增加33.27亿元，达到7193.12亿

元；两融余额增加35.20亿元。分析人士表示，市场风险偏好开始显著回

升。在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政策托底效应明显之际，A股市场具备良好的

投资价值。

A07�市场新闻

今年以来恒指涨逾10%

中资券商股表现强劲

2019年以来， 港股在外围市场走强和消息面向好的双重推动下涨

势强劲,截至13日收盘恒生指数涨幅达10.26%。 随着大市转暖，中资券

商板块涨势强劲,13日中资券商股几乎全线上涨。 2019年以来，超过三

分之二的中资券商股跑赢恒指。

A03�海外财经

上市险企2019年

将加大长期股权投资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受资本市场震荡下行影响，2018年五大上市险企权

益投资有不同程度下降，导致整体投资收益承压。 2019年，在监管部门

鼓励险资增持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和资本市场估值处于相对合理位置的

背景下，上市险企会考虑加大A股市场配置力度。由于长端利率下行，险

企也会加大长期股权投资和基建投资的力度。

A05�机构天下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

全力落实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

□

本报记者 徐昭

2月13日，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

席李超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部分行

业专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创

投机构和科创企业代表对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的意见建

议。 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出席会议，

证监会有关部门和上交所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参会代表肯定了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的总体制度框架，认为坚持了

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体现了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作为重大增量改

革的试验田作用。 对把握好科创板定

位、发行、定价、承销、上市、信息披露、

各类主体归位尽责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

李超表示，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对

完善科创板相关制度规则很有价值，证

监会将认真研究论证，充分吸收采纳合

理建议。 下一步，证监会及上交所将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精神，抓紧完善相关制度规

则， 稳步有序做好规则发布、 人员准

备、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全力落实

好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这项

工作。

制图/刘海洋

新一届发审委将延续严审态势

业内人士预计IPO申请通过率不会大幅提高

□

本报记者 徐昭

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即将开始履

行审核职责。 业内人士表示，严审IPO申

请是第十七届发审委任期内的鲜明特点。

多位专家预计，第十八届发审委将保持严

审态势，IPO审核通过率不会大幅提高。

预计审核的关注重点仍是申报企业的业

务合规性、财务数据真实性、内控有效性

和业务模式穿透性。

推动市场生态改善

Wind数据显示，第十七届发审委履

职期间 （2017年9月30日至2019年2月1

日），共审核300家首发企业(包括二次上

会企业)， 其中168家获通过， 通过率为

56%。 在主板、 创业板发审委合并前，

2014年5月至2017年9月底，共审核1064

家首发企业，其中919家获得通过，通过

率为84%。

“第十七届发审委任期内，新股发审

呈现严格、稳健和公开的特征。 ” 南开大

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认为，发审

委排除外部干扰，在二级市场出现明显波

动的情况下， 有条不紊地推进发审工作，

实现了常态化发行，使得IPO“堰塞湖”

逐步消退，IPO排队周期大幅缩短， 企业

上市可预期性增强。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所长孙金钜表示，

首发审核过会率从2017年的76.3%降至

2018年的55.8%，IPO受理端、审核端流量

双双降低。 受理端方面，2018年预披露

IPO企业共163家， 而2017年超过400家；

审核端方面，2018年上会企业共199家，仅

为2017年的40%。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表示， 第十

七届发审委任职期间，主板、中小板和创业

板的发审通过率分别为54%、65%和52%，

此前分别为90%、86%和81%。 获得通过的

首发企业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占

比分别为48%、21%和30%， 此前分别为

46%、18%和34%，这方面的差异并不大。

“这说明第十七届发审委在结构方

面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 但发审明显趋

严，通过率显著降低。 ” 王博表示，在发审

从严的同时，IPO排队周期大幅缩短，企

业上市的不确定性减少。 同时，未过会正

常待审企业数量由2017年10月19日的

478家，减少至2019年1月31日的249家，

IPO“堰塞湖” 现象大为缓解。

严审态势将延续

田利辉预计，第十八届发审委将继续

秉持全面从严的审核原则，推进审核工作

公开化， 确保发审过会的公平和公正，持

续提升新上市公司质量，推进价值投资体

系的构建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这意味着，

审核通过率不会大幅提高。

孙金钜预计， 审核通过率将继续保持

在一个合理水平， 保证首发上市企业的质

量，控制新股上市速度。审核工作将继续关

注企业持续盈利能力、 财务状况等核心问

题，对首发申请企业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虽然首次发审会公告还未发布，但

第十八届发审委的聘任公告已发布，这意

味着他们即将正式履职。 ” 王博预计，第

十八届发审委在总体上将延续第十七届

发审委的风格，严把审核关，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

发审效率料提高

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

工作正在推进。 王博表示，从最近科创板

以及资本市场改革的动向来看，第十八届

发审委将在严格把关的同时，逐步将发审

节奏、审查重点向注册制要求靠近，发审

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审核周期进一步缩

短，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在当

前政策导向下，未来在发审结构上可能更

倾向于科技型企业。

孙金钜认为， 目前传统IPO渠道中，

信息技术、医药类企业IPO较活跃，而科

创板上市企业将主要是具备高科技属性

的企业，（下转A02版）

四龙头“吸金” 科技股引领A股继续反弹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2月13日， 上证指数站上2700点，

沪深两市再度放量普涨。当天行情的突

出特点是科技股担当反弹先锋，多只股

票涨停。 春节后三个交易日，京东方A、

中兴通讯、东旭光电、工业富联的主力

资金净流入额分别达15.69亿元、8.75

亿元、3.83亿元、3.71亿元。 市场人士认

为，经过震荡整固后，春季行情料纵深

发展。

科技股表现强势

2月13日，上证指数涨1.84%，收报

2721.07点； 深证成指涨2.01%， 收报

8171.21点； 创业板指涨1.91%， 收报

1357.67点。 科技板块持续“躁动” ，在

申万一级行业中，通信、电子、计算机行

业涨幅位居前三 ， 分别达 4.49% 、

3.85%、2.72%， 成交额分别为334.1亿

元、600亿元、311.7亿元。 科技板块成交

显著放量，带动大盘量能放大，沪市成

交额达2071.25亿元， 深市成交额达

2670.38亿元。

在13日涨停的86只股票中，科技股

占绝大多数。 以通信行业为例，精伦电

子、奥维通信、中天科技、东方通信等涨

停，中兴通讯上涨8.97%，中国联通上涨

7.90%。 电子行业上演涨停潮， 星星科

技、领益智造、超华科技、晓程科技、华

东科技等涨停，工业富联在新股上市开

板以来首次涨停。

OLED概念股抢眼。 当天，Wind�

OLED指数上涨7.55%。 凯盛科技、智云

股份、濮阳惠成、联得装备、维信诺、京

东方A、激智科技连续两日涨停。

分析人士表示，中兴通讯、工业富

联等科技龙头带动科技板块放量大涨，

大大地激发了做多热情。鉴于科技股历

来担当反弹先锋角色，预计A股春季行

情将进一步深化。

资金持续流入

科技股抢眼表现的背后是资金的

助推。 Choice数据显示，春节后三个交

易日，电子、通信、计算机行业的主力资

金净流入额位居申万一级行业前三，分

别达43.84亿元、18.93亿元、17.74亿元。

其中，2月13日分别达23.39亿元、19.64

亿元、12.37亿元。

资金持续净流入点燃了科技股的

上涨热情。 春节后三个交易日，申万电

子、通信、计算机行业分别上涨9.95%、

9.19%、7.43%，东方通信、东信和平、联

得装备、京东方A、深天马A的累计涨幅

均超过25%。

对于科技股的上涨，联讯证券策略

分析师朱俊春认为，稳增长政策接连发

布， 经济预期改善，2019年宏观经济或

早于预期见底。 同时，外部环境改善有

助于A股节后延续反弹。TMT板块节后

领涨表明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手机产业

链、 安防龙头带领消费电子板块上涨，

而后OLED概念在下游智能手机和智

能汽车需求提升预期下， 继5G之后成

为新的强势主题。 TMT板块尤其是电

子行业经历了去年的股价大幅下跌后，

存在较大的估值修复需求。

成长股受关注

近期科技板块爆发使得A股出现

成长股行情，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

幅超过上证指数。 春节后三个交易日，

上证指数累计上涨3.93%， 同期深证成

指、创业板指累计上涨6.34%、6.80%。

对于后市，东方证券表示，从时间周

期来看，本轮反弹有望贯穿整个一季度。

中信证券表示，从全球大类资产联

动性水平来看，目前仍是全球风险偏好

驱动的市场修复，而不是基于基本面改

善，预计此轮反弹以估值修复为主要特

征。 可关注成长股龙头、稳增长板块和

超跌股票。

东吴证券表示，进入2月后，市场迎

来真正的“春季躁动” ，结构上看好成

长。 从一至两周的时间维度看，市场不

确定因素在于蓝筹板块的调整会否影

响A股的系统性风险偏好，继而拖累成

长股表现。 即便如此，仍存在逢低布局

成长股的机会。 从市场历史表现来看，

一季度往往具备较强赚钱效应。 基于

2019年的宏观经济背景，成长股明显占

优。 具体到细分行业，看好具备技术扩

散性、发展可持续性和经济主导性等要

素的标的，可重点关注军工、云计算、半

导体、电动车、智能制造、5G等板块。

金价缘何先于黄金股启动

半年多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涨势明显，但A股黄金珠宝板块表现相

对逊色。 市场人士认为，金价上扬并不意味着黄金生产企业的业绩大幅

改善，科技进步才是提升利润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影响黄金价格的因

素较为单一，因此市场反应比黄金股更敏感。

A08�期货/债券

政策暖风频吹

股指期货创阶段新高

受A股连续上涨带来的乐观氛围提振，13日三大股指期货再度发

力，不仅IF1902、IH1902合约均涨超2%，而且三大主力合约盘中均创

下2019年以来新高。 分析人士表示，短期股指期货有望延续上行态势。

不过，需警惕大涨后的技术性调整风险。

A07�市场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