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尾盘拉升”预期落空

资金搏杀MSCI纳A扩容生效日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林荣华

明晟MSCI指数纳A昨日又扩容，但“尾盘拉升”盛况再现的期望却落空。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昨日14:55，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112.37亿元；14:57左右，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量升至201.97亿元，增加了89.6亿元；但15:00收盘，北向资金净流入量降至117.65亿元，这意味着尾盘集合竞价成交时约有84.32亿元资金流出。

昨日交易的最后3分钟，北向资金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偶发现象，还是代表北向资金态度的变化？ 诸多疑惑，在盘后萦绕在投资者心中。

一位就职于某海外指数投资巨头的人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是此前MSCI扩容生效日的“尾盘拉升”现象引发了资金的套利冲动，部分资金可以通过提前入场埋伏、尾盘指数拉升时出货的方式来博取短期收益。 而当套利资金涌入后，可以预期的是，未来MSCI扩容生效日对A股尾盘的冲击将得到较大的缓冲。

北向资金极速进出

Wind数据显示，受明晟MSCI指数 A股扩容生效影响，昨日北向资金净流入112 .71亿元，创今年以来新高，单日净流入量位列历史第 4位。 除了昨日尾盘北向资金出现百亿资金异动，两只中国 ETF前夜尾盘也遭抢筹。 机构人士称，A股底部已基本出现，配置良机来临。

业内人士认为，套利资金盯上MSCI指数A股扩容日，有可能是受首次扩容时，A股主要指数上演最后8分钟“狂奔”的刺激。 复盘指数后可以发现，5月28日，MSCI指数A股首次扩容日，虽然大盘当日冲高回落，区间振幅较大，但至收盘前8分钟开始，指数竟呈现近乎直线般的拉升。 这令很多资金意识到，MSCI指数对A股的扩容方式与此前预测不同，实际是以尾盘集中性买入作为主要手段，从而制造了“尾盘拉升”现象。

这种“尾盘拉升”现象，让投资者对昨日MSCI二次扩容生效的走势充满期待。 但有趣的是，结果又一次出乎大多数人预料，在最后一分钟，北上资金内部便出现了激烈的资金博弈，被许多市场人士视为套利资金的成功操作。

事实上，一些券商已提前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并给投资者做出了短期套利的建议。 中信建投证券在昨日研报中指出，8月27日为调整生效日，当天有可能会发生尾盘冲击异动。 上周金融消费龙头涨幅居前，部分主动资金已提前配置，建议投资者提前考虑把握本次交易性机会，在生效日前提前布局，通过交易降低持仓成本，增厚投资收益。

两只中国ETF遭抢筹

值得注意的是，北向资金昨日尾盘异动，两只中国ETF前夜尾盘也遭抢筹。 北京时间27日4时前，美国市场两只中国ETF也上演了“极限60秒” ，而今年二季度，这两只ETF均被桥水基金加仓。

其中一只是安硕中国大盘股ETF（FXI），规模超过46亿美元，是目前在美国上市的规模最大的中国ETF。 这只ETF包含A股、港股、海外上市中概股中的大盘股。 彭博终端显示，27日3时58分至59分，FXI交易量为35.4万股。 3时59分至4点整，FXI交易量攀升至204万股，攀升4.76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近期FXI持续遭遇资金净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

或 许 FXI 尾 盘 的 反 应 还 不 一 定 能 完 全 归 于 MSCIA 股 扩 容 效 应 ， 但 在 业 内 人 士 眼 里 ， 安 硕 MSCI 中 国 E TF（MCHI）尾盘异动 则是与 MSCIA股扩容 有直接 关系 。 这只 ETF跟踪MSCI中 国指数 ，而M SCI 中 国 指 数 包 含 了 所 有 被 MSCI 纳 入 的 A 股 个 股 。 MCHI 目 前 规 模 为 35 . 8 亿 美 元 ， 在 美 国 上 市 的 中 国 ETF 中 规 模 排 名 第 二 。 每 次 MSCI 调 整 A 股 纳 入 因 子 ， 它 都 会 同 步 变 化 。 而 由 于 MCHI 包 含 MSCI 纳 入 的 所 有 A 股 ， 可 以 反 映 投 资 者 对 于 MSCIA 股 扩 容 预 期 ， 27 日 收 盘 前 一 分 钟 ， MCHI 交 易 量 飙 升 5 倍 ， 从 29054 股 飙 升 至 17 . 5 万 股 。

机构认可市场底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有8只新纳入MSCI的股票，这8只股票直接以15%的纳入因子纳入。 8只新进个股中，昨日7只录得上涨。 涨幅最大的为中国中铁，收盘时上涨4.58%。 此外，万华化学收盘时上涨4.1%，西南证券收盘时下跌0.63%。

本月已有多只个股被大幅增持。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6日，在外围股市大跌、外部利空加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本月以来北向资金仅净流出43.89亿元。 这期间，仍有70只个股被逆势增持超过1亿元，其中，平安银行、五粮液、海螺水泥、万华化学等10只个股被逆势增持超过5亿元。

一家百亿私募股票投资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A股已经基本见底了，后面可能还有一波中等行情，但是个股分化会很明显，投资者需要仔细挑选。 他认为，部分受惠于消费升级的食品类企业值得关注。

北 京 某 头 部 基 金 公 司 基 金 经 理 认 为 ， 目 前 中 国 经 济 处 于 偏 底 部 位 置 。 如 果 后 续 经 济 数 据 持 续 改 善 ， 企 业 盈 利 也 会 随 之 改 善 ， 必 需 消 费 仍 有 广 阔 前 景 。 对 于 偏 成 长 型 的 投 资 者 来 说 ， 5G 的 建 设 和 将 来 的 应 用 也 会 带 来 机 会 。 而 多 家 外 资 机 构 8 月 在 境 内 新 备 案 私 募 基 金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表 明 了 机 构 认 可 A 股 当 下 时 点 的 配 置 价 值 。 不 过 ， 鉴 于 外 围 不 确 定 性 依 然 存 在 ， 也 有 机 构 建 议 此 时 配 置 仍 以 “盈 利 稳 健 ” 的 板 块 或 个 股 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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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私募收到证监局罚单

□

本报记者 刘宗根

近期， 多地证监局对辖区私募机构采取

监管措施，数十家私募机构被罚。 广东证监局

通报显示，私募机构在基金的资金募集、投资

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一些典型性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以“辨真伪·识风险 做

理性私募投资者”为主题，近期在全国范围内

集中组织开展私募基金专项教育活动。

多地证监局出手

8月23日，黑龙江证监局发布《关于对黑

龙江省银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关于对哈尔滨圣林

凯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关于对黑龙江文盛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对黑

龙江省银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

尔滨圣林凯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文

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家私募机构

采取监管措施。

8月22日，安徽证监局发布《关于对安徽合

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关于对芜湖卓辉盛景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对安徽合

和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卓辉盛景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2家私募机构采取监管措

施。 此前的8月21日，安徽证监局还发布《关于

对安徽赛伯乐科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对安徽赛伯乐科创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8月20日，重庆证监局发布《关于对重庆

联创共富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关于对弘泰通

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关于对重庆城投建信基础设施建设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关于对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对重庆联创共富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弘泰通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城投建信基础设施建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西证重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4家私募机构采取监管措施。

中国证券报记者初步统计，8月以来，除

了上述3地证监局外，广东、江苏、福建、湖南、

厦门、 青岛等地证监局也发布了关于对辖区

私募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决定。 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约40家私募机构收到证监局罚单。

三类典型违规情况

从违规情况来看， 私募机构的问题主要

出现在资金募集、 投资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方

面。 8月9日，广东证监局发布《关于辖区私募

基金管理人典型违规情况的通报》显示，今年

以来， 广东证监局对辖区多家私募机构的合

规经营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中发现私募

机构在基金的资金募集、 投资运作和信息披

露等方面存在一些典型性的问题： 一是在资

金募集方面，违规宣传，未落实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要求；二是在投资运作方面，未保障私募

基金财产安全，违规管理私募基金；三是在信

息披露方面，存在私募基金未备案、信息披露

不及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国证监会以“辨

真伪·识风险 做理性私募投资者” 为主题，在

全国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私募基金专项教育

活动， 推动私募基金知识普及， 强化风险警

示，引导理性投资，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

展。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广泛开展私募基

金知识普及工作， 使投资者了解私募基金的

构成及运作，知悉合格投资者标准，识别私募

基金风险，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二是大力宣传

私募基金相关法规规章、自律规则，使市场各

方明确私募基金各项监管要求， 正确看待登

记备案的性质等， 增强依法履行权利和义务

的自觉性； 三是曝光私募基金违法违规典型

案例， 使投资者掌握合法私募与非法集资等

“伪私募” 的区别，明晰投资者享有的合法权

利义务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维权途径。

方正富邦基金吴昊：

A股估值已回归至合理水平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潜力越来越被机构所看好。

近日， 首只以粤港澳大湾区A股及港股上市公司为成

分股的指数基金———方正富邦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

LOF（简称“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LOF” ）正在发行。

方正富邦基金指数投资部总经理、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吴昊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指数是兼具宽基指数特色

的主题指数， 该基金的推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共享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红利和增长机遇的快捷渠道。 针对当

前A股和港股市场，他认为，市场估值均已回归合理水

平，投资性价比上升。

具备分散化投资优势

Wind数据显示，2015年年初以来， 恒生粤港澳大

湾区指数累计收益率达45.1%， 历史年化收益率达

9.6%，同期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恒生指数的历史

年化收益率分别为0.4%、-2.3%、-0.5%和3.7%。

吴昊认为， 从恒生粤港澳大湾区指数历史表现来

看， 自2014年来， 历史收益率均超沪深300和恒生指

数，风险收益比优于同期其他主流指数。 同时，相较于

其他粤港澳大湾区指数， 恒生粤港澳大湾区指数更契

合大湾区主题， 尤其是其中强调港股投资。 “具体来

看，一方面，该指数成分股数量多，包括250家上市公

司，对两地市场覆盖相对均衡，同时涵盖沪港深绝对龙

头优质企业，包括腾讯控股、中国平安、招商银行、香港

交易所、顺丰控股、钢铁公司等知名企业；另一方面，指

数成分股选择要求相对高， 需达到注册地在九市两区

中或主营业务收入50%以上在该地区内， 这也属于真

正意义上的投资大湾区。 ”他表示。

相关资料显示， 恒生粤港澳大湾区指数成分股总

市值超21万亿元人民币，3只成分股市值超1万亿元人

民币，16%的成分股市值超1000亿元人民币， 超过

74%的成分股市值在50亿元至500亿元人民币之间，

覆盖个股种类齐全。 同时，突出大湾区各地区特色，具

备分散化投资优势。

吴昊介绍， 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LOF主要采用组

合复制策略及适当的替代性策略以更好地跟踪标的指

数。在此基础上，若市场出现稳定超额收益机会亦会积

极参与。

投资性价比上升

实际上， 吴昊掌管的方正富邦深证100ETF等产

品在其任期内均有明显的超额收益。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24日，方正富邦深证100ETF在其管理期内业

绩达33.65%，远超同期同类平均的18.77%，今年以来

在588只同类产品中排名第30位。

在吴昊看来，当前宏观政策利好不断，消费升级和

工程师红利也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长期高质量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结合近期市场走势，他认为，整

体来看， 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

境，外资将呈现恢复性流入，而5G资本开支加速落地

及5G手机推出，也将为相关主题和产业链投资提供更

大支持。此外，科创板的推出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丰

富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市场情绪进一步恢复。

展望未来，他表示，预计未来市场环境较当前有所改

善，尽管企业盈利增速仍有下行压力，但情绪修复带来的

估值提振对于下半年A股市场的积极效应将更明显。当前

A股和港股估值也回归至合理水平，投资性价比上升。

�������今年以来，猪肉、水果、蔬菜已轮番涨价。 从数

据上来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 月 CPI 同比增长

2.8%，虽然没有越过 3%的警戒线，但已超过同期一

年期定期存款 1.5%的利率。

过去十年，平均CPI涨幅也达到了 2.5%。 这意味

着如果我们将一万元存一年定期，看似赚钱 150 年收

益，实际购买力会缩水近 100 元。活期存款利率更低，

只有 0.35%，假设按照目前的通胀率和利率，在银行放

33 年的活期存款，1 万元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一半。

面对通货膨胀，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不需要过度恐慌，温和的通货膨胀是经

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般 2%的通胀都属于合理水

平。 但是，对个人而言，通胀却是我们财富面临的

一种长期威胁。 一般情况下，除了恶性通胀，我们

的财富不会在短期内有巨大损失。 但长期却不是，

就像开头提到，放银行里 33 年，购买力就损失了

一半。 所以，应对通胀，重要的是进行长期的投资

规划、寻找长期回报理想的投资品。

目前可供选择的投资品———股票、 房产、债

券、基金、贵金属等，长期来看收益如何？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篇论文里， 比较

了 16 个发达国家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发现在过去的

35 年里，股票、地产、债券、货币四种基础投资品里股

票的平均收益率最高，达到 8.98�%，而地产、债券和货

币市场的收益率分别为 5.39%、5.55%和 1.89%。

我们比较了近十年中国不同投资方式的回报，

发现结果类似，股票的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8.2%，而

黄金、债券的年化收益分别是 7.6%和 3.3%。

沪深 300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 A 股的整体

表现，过去十年沪深 300 的年化收益率为 8.2%。 不

过股市涨得好，并不代表你就能挣到钱，股市里的

单位自然人———也就是个人投资者———2018 年交

易金额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总额的 80%，但盈

利却不足一成。 过去十年的基金收益呢？ 用“混合

基金指数”和“股票基金指数” 测算的年化回报率

分别为 9.9%、9.7%。 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基金

的持有时间越长，赚钱概率也越高。相对而言，基金

是一种更适合普通投资人的抗通胀长期投资品。

应对通胀，重要的是进行长期投资规划

任悦通（实习）、文倩玉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林荣华

北向资金极速进出

Wind数据显示， 受明晟MSCI指数A股

扩容生效影响， 昨日北向资金净流入112.71

亿元，创今年以来新高，单日净流入量位列历

史第4位。 除了昨日尾盘北向资金出现百亿

资金异动，两只中国ETF前夜尾盘也遭抢筹。

机构人士称，A股底部已基本出现，配置良机

来临。

业内人士认为，套利资金盯上MSCI指数

A股扩容日， 有可能是受首次扩容时，A股主

要指数上演最后8分钟“狂奔” 的刺激。 复盘

指数后可以发现，5月28日，MSCI指数A股首

次扩容日，虽然大盘当日冲高回落，区间振幅

较大，但至收盘前8分钟开始，指数竟呈现近

乎直线般的拉升。 这令很多资金意识到，

MSCI指数对A股的扩容方式与此前预测不

同，实际是以尾盘集中性买入作为主要手段，

从而制造了“尾盘拉升” 现象。

这种“尾盘拉升” 现象，让投资者对昨日

MSCI二次扩容生效的走势充满期待。但有趣

的是，结果又一次出乎大多数人预料，在最后

一分钟， 北上资金内部便出现了激烈的资金

博弈， 被许多市场人士视为套利资金的成功

操作。

事实上， 一些券商已提前预料到了这种

情况，并给投资者做出了短期套利的建议。 中

信建投证券在昨日研报中指出，8月27日为调

整生效日，当天有可能会发生尾盘冲击异动。

上周金融消费龙头涨幅居前， 部分主动资金

已提前配置， 建议投资者提前考虑把握本次

交易性机会，在生效日前提前布局，通过交易

降低持仓成本，增厚投资收益。

两只中国ETF遭抢筹

值得注意的是，北向资金昨日尾盘异动，

两只中国ETF前夜尾盘也遭抢筹。 北京时间

27日4时前，美国市场两只中国ETF也上演了

“极限60秒” ，而今年二季度，这两只ETF均

被桥水基金加仓。

其中一只是安硕中国大盘股ETF（FX-

I），规模超过46亿美元，是目前在美国上市的

规模最大的中国ETF。 这只ETF包含A股、港

股、海外上市中概股中的大盘股。 彭博终端显

示，27日3时58分至59分，FXI交易量为35.4万

股。 3时59分至4点整，FXI交易量攀升至204

万股，攀升4.76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在近期FXI持续遭遇资金净流出的情况下发

生的。

或许FXI尾盘的反应还不一定能完全

归于MSCIA股扩容效应， 但在业内人士眼

里，安硕MSCI中国ETF（MCHI）尾盘异动

则是与MSCIA股扩容有直接关系。这只ETF

跟踪MSCI中国指数，而MSCI中国指数包含

了所有被MSCI纳入的A股个股。 MCHI目

前规模为35.8亿美元，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

ETF中规模排名第二。 每次MSCI调整A股

纳入因子，它都会同步变化。 而由于MCHI

包含MSCI纳入的所有A股， 可以反映投资

者对于MSCIA股扩容预期，27日收盘前一

分钟，MCHI交易量飙升5倍，从29054股飙

升至17.5万股。

机构认可市场底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 昨日有8只新纳入MSCI

的股票，这8只股票直接以15%的纳入因子纳

入。 8只新进个股中，昨日7只录得上涨。 涨幅

最大的为中国中铁，收盘时上涨4.58%。此外，

万华化学收盘时上涨4.1%， 西南证券收盘时

下跌0.63%。

本月已有多只个股被大幅增持。Wind数

据显示，截至8月26日，在外围股市大跌、外部

利空加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 等诸多

因素影响下， 本月以来北向资金仅净流出

43.89亿元。 这期间，仍有70只个股被逆势增

持超过1亿元，其中，平安银行、五粮液、海螺

水泥、万华化学等10只个股被逆势增持超过5

亿元。

一家百亿私募股票投资负责人介绍，目

前来看，A股已经基本见底了，后面可能还有

一波中等行情，但是个股分化会很明显，投资

者需要仔细挑选。 他认为，部分受惠于消费升

级的食品类企业值得关注。

北京某头部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认为，目

前中国经济处于偏底部位置。如果后续经济

数据持续改善， 企业盈利也会随之改善，必

需消费仍有广阔前景。对于偏成长型的投资

者来说，5G的建设和将来的应用也会带来

机会。 而多家外资机构8月在境内新备案私

募基金，业内人士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机构认可A股当下时点的配置价值。 不

过，鉴于外围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也有机构

建议此时配置仍以“盈利稳健” 的板块或个

股为主。

“尾盘拉升”预期落空

资金搏杀MSCI纳A扩容生效日

布局方向稳中求变

主流私募瞄准“一旧三新”

□

本报记者 王辉

A股上市公司半年度报告披露逐步进入

尾声。 对于2019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整体业

绩表现，私募业内人士认为，上半年A股上市

公司总体业绩表现为中性，不同行业、不同基

本面的公司业绩显著分化。 在此背景下，多家

私募机构的投资开始瞄准“一旧三新” ：一方

面，仍然保持对传统消费行业龙头股的坚守；

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新消费、5G及高科技、医

药等三大领域新的投资机会。

业绩表现显著分化

基岩资本副总裁范波表示， 受宏观经济

和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 从截至8月26日已

经披露的半年报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A股

上市公司业绩整体表现较为中性，不同行业、

不同基本面公司的业绩显著分化。 过去几年

受益于供给侧改革推进、 业绩表现较好的周

期性行业，如煤炭钢铁等，今年上半年整体业

绩难以令人满意， 多数公司业绩增速出现了

负增长。而业绩表现相对较好的个股，大多集

中在消费领域和景气度比较高的科技领域，

如白酒龙头公司和一些5G网络建设相关的

公司。

泰旸资产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刘天君认

为，截至8月26日，从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半

年报来看，2019年上半年A股上市公司（剔除

不可比）整体净利润增速为16.0%，环比一季

度小幅提升1.2个百分点。 其中，今年上半年

上市公司业绩比较突出的特征大体有两个方

面：一是与一季度相比，主板净利润同比增速

放缓至14.9%，环比下降2.9个百分点；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回升至

18.1%和32.8%。 二是行业间业绩增速分化仍

然较大。 其中，食品饮料、医药整体在较高的

业绩基数下仍保持较高增长； 非银金融、银

行、地产的业绩增速也相对较好；剩下业绩表

现相对较好的有机械、轻工、电子、计算机等

行业。

石锋资产也指出，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上

市公司半年报情况来看， 企业盈利状况进一

步分化， 部分与经济弱相关的行业业绩普遍

表现较好，比如医药和食品等行业；而电子和

通信等部分公司受益于产业的高景气度，上

半年业绩也出现快速增长。

主流私募稳中求变

具体到半年报之后的投资策略， 当前主

流私募机构则在稳中求变，布局方向瞄准“一

旧三新” 。 一方面，对于近几年股价持续强势

的传统消费股， 私募机构并未出现“审美疲

劳” ，依然会坚守其中；另一方面，一些具备基

本面持续向好逻辑的新板块， 也得到了多家

主流私募的重点关注。

石锋资产董事长郭锋表示， 综合半年报

及近期A股整体市场表现来看， 以传统大消

费领域优质龙头股为代表的核心资产， 后期

如果出现股价大幅下行的情况， 仍然值得重

点增持。

刘天君认为，高端白酒等大消费领域的

好公司未来一年业绩确定性较高，该板块将

继续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 此外，除了继续

跟踪高端白酒的景气度以外，泰旸资产也将

继续关注其他三方面的投资机会：一是加大

对调味品、休闲体育服饰的关注，积极理解

新的消费需求和业态；二是在医药领域加大

对该板块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密切跟

踪创新药、研发外包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等未

来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三是在科技

领域增加对电子、 通信行业的产业研究，理

解5G商用化带来的行业变化， 积极寻找5G

上游元器件和下游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投资

机会。

范波则进一步分析，半年报之后，基岩资

本将主要看好5G、高科技、新能源等板块的

投资机会。 比如，一些受益5G产业发展，类似

前端网络建设、5G手机换机潮、后端应用、云

计算、边缘计算、数据中心等细分领域的优质

上市公司， 后期预计将会出现非常好的投资

机会。整体而言，基岩资本将积极寻找相关科

技行业中的新白马股或是“科技蓝筹” 、总市

值在100亿元-500亿元之间的科技细分行业

“隐形冠军” 。

� 明晟MSCI指数纳A昨日又扩容，但“尾盘拉升” 盛况再现的期望

却落空。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昨日14:55，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112.37亿

元；14:57左右，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量升至201.97亿元，增加了89.6

亿元；但15:00收盘，北向资金净流入量降至117.65亿元，这意味着尾

盘集合竞价成交时约有84.32亿元资金流出。

昨日交易的最后3分钟，北向资金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偶发现象，

还是代表北向资金态度的变化？ 诸多疑惑，在盘后萦绕在投资者心中。

一位就职于某海外指数投资巨头的人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

能是此前MSCI扩容生效日的“尾盘拉升” 现象引发了资金的套利冲

动，部分资金可以通过提前入场埋伏、尾盘指数拉升时出货的方式来博

取短期收益。而当套利资金涌入后，可以预期的是，未来MSCI扩容生效

日对A股尾盘的冲击将得到较大的缓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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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增持数量

（万股）

增持金额

（万元）

000001.SZ 平安银行 33139.19 480521.55

000858.SZ 五粮液 1832.53 226695.06

000002.SZ 万科A 4866.18 132227.15

000651.SZ 格力电器 1652.81 86615.15

600585.SH 海螺水泥 2000.55 77677.74

600309.SH 万华化学 1733.45 74428.96

603259.SH 药明康德 924.14 65738.68

300498.SZ 温氏股份 1525.94 62401.62

300760.SZ 迈瑞医疗 360.51 58808.99

603288.SH 海天味业 523.32 52775.69

北向资金8月以来增持金额较多的个股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截至8月26日，增持金额以区间成交均价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