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三季度A股主题投资路线图浮现

蓝筹不慢主题更快 科技行情方兴未艾（主）

本报记者 牛仲逸

A股前三季度收官在即，又到了投资者算账的时候。 要谈论

前三季度的赚钱效应如何，可用“蓝筹不慢、主题更快” 来概括。

贵州茅台、海天味业、平安银行等是前者的主要代表，由于其市值

够大，能使大多数参与者赚钱。 而后者则更具张力，弹性十足，成

为大批翻倍牛股的沃土。 业绩与题材共舞，成为A股前三季度结

构行情的主要写照。

主题投资活跃

纵观A股前三季度运行，大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年初到4月中旬，A股市场上演了一场如火如荼

的春季躁动行情，各主要指数涨幅均在30%以上。

第二阶段，4月中下旬到8月初，A股市场以调整为主，诱因主

要有外部黑天鹅事件频出、 市场对宏观经济增速预期不乐观等

等。 这期间，大消费再度成为资金抱团对象。

第三阶段，8月初至今，A股迎来一波明显的反弹行情。 在全

球低利率环境下，科技成长风格占优。

在这三个阶段中，市场主题投资的演绎路径呈现出从“低价

+题材”过渡至具有基本面支撑的龙头股。 具体看，1月份特高压

板块爆发，风范股份是当时龙头，当时随着题材发酵，以5G为主

的新基建有所崭露头角。 进入2月份，前半段时间，OLED概念板

块成为资金挖掘对象，领益智造、京东方A、深天马A等个股表现

突出。后半段时间，大金融板块强势崛起，并贯穿至3月前半段，中

信建投、中国人保、大智慧等成为龙头股。 在这两个月，低价股成

为一条贯穿的主线。

3月份，市场诞生了多个大题材。 除了大金融，创投板块再度

活跃，工业大麻、氢能源渐渐被市场认可。此外，还有区块链、化工

中的分散染料等。 可以说3月份是前三季度A股主题投资最为活

跃的时期，除了前面提到的主题投资，还诞生有网络切片、数字孪

生、边缘计算等热点。 当时，有市场人士戏言，“炒股炒成了科学

家” 。

到了4月份， 由于指数阶段见顶回落， 市场交易热情有所降

温，期间5G板块表现较突出。 5月份，除了继续活跃的5G板块，芯

片概念、国产操作系统概念等也登上“舞台” 。6月份，垃圾分类概

念成为最大赢家，期间穿插着创业板壳概念、区块链等题材。 7月

份出现日韩贸易摩擦事件，A股中的磷化工、 光刻胶等板块受此

刺激，走势较活跃。

到了8月份，在政策面刺激下，深圳板块强势爆发，产生诸如

深赛格、深大通、和而泰等牛股。9月份，市场机会主要围绕华为产

业链展开，汇顶科技、硕贝德等个股呈现趋势上涨态势。

科技股趋势未完

梳理前三季度题材演绎路线，可以发现，科技品种贯穿始终。

科技品种是在上文提到的第三阶段全面爆发， 有市场人士表示，

科技股走势，是第三阶段市场行情的关键。 9月25日，科技股集体

回调，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

从中长期角度看， 科技股引领的结构性行情仍将继续演绎，

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行业性利好不断释放， 则是主要驱动力。

具体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科技创

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重要性凸显；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

技创新的支持不断加码；三是产业政策利好频出，5G建设进度持

续超预期。

在新一轮科技周期开启背景下， 科技股业绩也有望持续爆

发。方正证券策略研究表示，5G时代，5G投资有望超万亿元，预计

2020年5G将带动约4840亿元直接经济产出，2025年、2030年5G

带动直接经济产出将升至3.3万亿和6.3万亿。同时带动物联网、车

联网、云游戏、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景气周期向上，相关标的及板块

业绩有望持续爆发。

从三季报业绩预告看， 成长板块三季度业绩以继续改善为

主，科技龙头的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部分高景气细分领域维持

高增速。

有分析认为，昨日科技股全线回调，目前看是对前期涨幅过

快的一种修正，在业绩和政策红利支撑下，科技股仍是未来一段

时间的主旋律。

对于当下市场走势，首创证券认为，目前看明显的向上向下

行情都无法形成，8月重要经济数据偏弱，制约后市上行的因素主

要在于经济层面。整体来看，市场目前既没有做多热情，也没有做

空动力。 核心股票指数近期上升至三四月份的高点位置，此后呈

现出在阶段性高位震荡的行情， 说明市场更多的是抱有观望态

度。 股市继续上行空间缩小，趋势性走势尚待时日。

关注三大板块

从前三季度看，结构行情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四季度该如

何布局？

国盛证券表示，从景气度、盈利向上角度看，推荐关注三大板

块：一是风电光伏板块。风电设备、风机零部件厂商充分受益于行

业抢装，业绩高速增长；整机厂商随着后续风机订单释放加速，也

有望迎来拐点。 光伏设备，上半年海外需求兴起，产业链价格企

稳，带动行业盈利改善。四季度是光伏行业旺季，也是海外装机的

旺季，后续需求将持续释放。 二是汽车板块。 7月开始终端价格持

续回暖，基本回到国五促销前的价格水平，同时叠加批发销量复

苏，行业底部逐渐确认，未来利润表或继续改善。最后是半导体板

块，全球半导体中期供需拐点明确，产业需求持续回暖，日韩事件

发酵进一步改变中期供给； 同时华为引领国产半导体全面突破，

业绩有望高增长。

国都证券表示，聚焦科技创新与非银金融龙头，逢低布局消

费与逆周期投资板块。首先，聚焦科技成长优质股。围绕中国自主

核心技术当自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及2019年金融供给

侧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目标，尤其下半年起全球货币政策宽松与

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落地见效的宏观环境， 以及5G引领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商业化应用的产业趋势，建议重点聚焦科技成长优质

股：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设施及其应用、创新生物医药、高端装

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代表中国创新力量骨干，有望成为中期A股

硬核资产；其次，坚定配置头部非银金融与黄金资产。资本市场制

度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长期头部金融公司重点受

益，非银金融及金融科技板块，尤其是头部或特色金融上市公司，

估值较历史均值仍偏低，业绩增长确定，可坚定配置头部金融股。

最后，逢低布局绩优消费蓝筹与逆周期投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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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本版股市分析文章，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股民据此入市操作，风险自担。

机构把脉数字货币投资主线

□

本报记者 薛瑾

9月25日数字货币概念板块上涨超过6%， 领涨各大概念板块，板

块内大多数成分股纷纷大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情况以及落地时

间表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带动板块的火热行情，与数字货币相关的

区块链概念也表现强势。 不过有分析称，央行数字货币采用的技术，区

块链只是备选，全面热炒区块链或存在风险。

数字货币领涨概念板块

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9月25日收盘， 数字货币概念板块大涨

6.52%，为当日涨幅最大的概念板块。 板块内成分股金冠股份、奥马电

器、聚龙股份均涨停，飞天诚信、广电运通、众应互联、汇金股份、信息发

展等个股纷纷大幅跟涨。

分析人士指出， 央行数字货币推出的时间渐行渐近以及央行频频

就该议题进行吹风，点燃了市场热情，不少投资者纷纷加速布局数字货

币相关概念股。

易纲日前表示，央行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把数字货币

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一揽子计划。将二者

结合的目的，是替代一部分现金（M0），而不是替代狭义货币（M1）

或广义货币（M2）。 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何时会推出，易纲表示，现在还

没有时间表，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

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涉及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等一系

列监管要求。

招商证券表示，从产业或者主题的角度来看，在央行背书、全球竞

争的环境下，数字货币主题定位较高，主题较新，市场预期相对不充足，

可以关注后续预期逐步导入带来的投资机会。

热炒区块链有风险

招商证券也提示了几条投资思路， 建议关注包括数字货币流通运

营服务商、身份认证、金融安全加密等核心服务供应商等投资主线。

该机构预计数字货币日后落地，将在现有支付清算体系上改造，建

议关注传统支付服务商和网联清算机构+银行IT服务商； 央行数字货

币对于数字安全、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关注身份认证、金融

安全加密等核心服务供应商。

作为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之一，区块链也受到市场热切关注。市场

人士表示，要警惕全面热炒区块链带来的风险。

国盛证券指出，此前市场一直将区块链概念和央行数字货币混淆，

但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区块链更多作为一种技术存在，虽然比特币

等产物具备了一定的金融资产属性，但究其根本仍不是货币，未来对于

区块链的应用更多在溯源、交易等领域。而央行数字货币更多是对既有

货币发行体系的补充以及对未来数字经济下货币基础设施的布局，其

采用的技术将更成熟，区块链只是备选。

关于区块链，易纲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谈及。 他指出，央行数

字货币底层技术支撑方面，将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

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

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

国盛证券指出，数字货币概念在二级市场热度提升，推荐关注几大

环节：一是发行环节，关注能帮助央行识别与控制央行数字货币DCEP

场外交易风险的服务商；二是分发环节，关注有望成为DCEP分发机构

的公司，如有大量企业端商户资源的公司或有个人端支付服务经验的支

付机构；商业银行、支付系统开发商也值得关注；三是用户端，关注有数

字钱包等网络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开发经验的支付机构或技术开发商、

POS机具厂商、支付安全服务厂商、多功能ATM机服务商，包括海联金

汇、飞天诚信、数字认证、卫士通、科蓝软件、易见股份、四方精创等。

涨价预期支撑小金属概念

□

本报记者 张利静

9月25日，在为数不多的上涨概念中，小金属独揽四项，分别为锂

矿、钨矿、钛白粉、钴矿板块。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宏观环境改善预期支撑了小金属价格反弹。

从产业层面看，供应收缩、需求改善等因素为小金属概念走强“添柴

点火” ，小金属概念机会值得继续关注。

小金属概念领涨

Wind数据显示，截至昨日收盘，锂矿、钨矿、钛白粉、钴矿板块均

逆市上涨，涨幅分别为1.59%、1.31%、0.84%、0.55%。 分板块来看，锂

矿概念表现强势，板块中，永兴材料、天齐锂业涨停，赣锋锂业大涨

6.28%，此外，雅化集团、融捷股份涨幅均在3.5%以上。 钨矿概念中，章

源钨业以3.17%的涨幅领涨。 中核钛白则以2.7%的涨幅领涨钛白粉行

业。 华友钴业以3.57%的涨幅领涨钨矿板块。

安信证券分析师齐丁、黄孚认为，宏观环境短期改善预期支撑了

小金属价格反弹。 一是外部扰动因素暂时缓和。 二是欧央行降息并重

启QE。三是国内8月社融数据好转，高于市场预期，逆周期调节政策效

果开始显现。随着逆周期政策出台，需求预期修复，库存周期启动及市

场风险偏好上行，市场重拾对周期板块的信心，工业金属及小金属会

有相继表现。 看好供应面收缩强度足够、 需求有边际好转的品种，如

铜、钴、锡，看好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金属新材料公司。

分析人士认为，除宏观因素外，主导锂矿、钨矿、钛白粉、钴矿概念

迎多头行情的基本面因素又有所区别。其中锂矿公司主要受成本大幅

下行、行业利润修复预期影响，而钨矿概念近期则主要关注上游减产

因素，钛白粉及钴板块主要受下游需求回升的预期拉动。

产品涨价预期支撑股价

以日内涨幅最为突出的锂矿为例， 国泰君安证券相关研究指出，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将拉动锂行业快速增长，预计未来5年锂行业维

持18%-20%增速，且逐年加速增长。 供给方面，锂行业集中度逐步抬

升，更有利于锂行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8月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依然低迷， 动力电池装机量也出现首次

同比下滑，这对相关小金属概念有何影响？

东方证券研究指出，这是行业进入后补贴时代后的正常表现。 进

入9月第3周，钴价达到30万元/吨，仍维持上涨态势，动能有所减弱，但

硫酸钴价格涨幅远超钴金属，说明钴盐下游需求在持续改善，结合正

极企业8月订单恢复至5月前的8成左右， 预计四季度行业数据将持续

好转，继续看涨钴金属和龙头企业华友钴业。

市场人士表示，在环保检查严格、关停产能复产难的背景下，钨企联

合减产保价持续进行，钨价持续反弹，钨板块个股后市机会值得关注。

消费旺季的到来则给钛白粉概念带来短期支撑。 9月初国内钛白

粉企业出现集中涨价，下游签单较多，目前国内主要金红石型钛白粉

市场主流价格暂为14800元/吨-16300元/吨之间，锐钛型钛白粉市场

主流价格为12000元/吨-13000元/吨之间。

山西证券曹玲燕表示，环保限产叠加“金九银十” 消费旺季，拉动

钛白粉市场弹性需求。 后市须重点关注旺季需求回升，产品价格上涨

的烧碱板块及钛白粉板块，个股方面建议关注国内钛白粉行业龙头龙

蟒佰利。

两融余额接近年内高点 A股仍处底部配置期

□

本报记者 吴玉华

在近日两市持续调整的同时， 一个重要指标———两

融余额已升至4月份水平，接近年内高点。 近期市场持续

调整是否是4月份市场调整的重演？ 从机构观点来看，短

期博弈情绪消退难免引发市场震荡， 中长期底部配置期

依然成立。

两融余额升至4月水平

在两市震荡下跌之时， 近期两融余额持续增长，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两融余额达到9739亿元，

其中融资余额为9604.46亿元， 融券余额为134.54亿元。

与8月以来两融余额的低点8925.79亿元相比， 在一个多

月时间里两融余额增加813.21亿元。

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9月24日两融余额水平接近4

月份水平，截至目前，今年以来两融余额高点出现在4月

24日， 两融余额为9915.21亿元，4月24日高点是从2月1

日的7169.51亿元持续攀升上去的，之后两融余额开始逐

渐减少，直到8月9日的低点8925.79亿元出现。

从市场层面来看，以上证指数为例，两融余额从2月

1日的低点到4月24日的高点， 正伴随着市场的春季行

情，上证指数从2月1日收盘的2618.23点一路上涨到4月

24日收盘的3201.61点， 期间在4月8日出现了春季行情

的高点3288.45点。

从本轮行情来看，上证指数从8月6日触及2733.92点

后，一路震荡反弹，在9月16日触及近期高点3042.93点，

9月16日后，上证指数震荡下跌，直到昨日收盘的2955.43

点。 从本轮两融余额来看，两融余额从8月9日的8925.79

亿元持续攀升， 近期两融余额高点为9月23日的9739.27

亿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上证指数伴随着两融余额的

持续攀升出现春季行情，两融余额在4月24日出现高点

回落后，上证指数也震荡下跌，那么，此轮两融余额出

现高点后，上证指数是否会出现如4月之后的震荡下跌

行情？

与4月份不同，8月以来两融余额持续攀升不仅伴随

着市场的转暖，也有制度方面变化。 8月19日，两融新规

正式实施， 融资融券标的股票数量由950只扩大至1600

只，增加650只。

华泰证券指出， 假设两融余额占A股流通市值比重

提升至2.5%至3%， 有望带来增量资金1745亿至3882亿

元；从空间上看，两融余额占比如提升至历史峰值水平，

增量资金规模有望超万亿元。

中长期底部配置期仍成立

从近期融资余额的偏好来看，Wind数据显示，8月9

日-9月24日，科技板块更受融资客偏爱，申万一级28个

行业有19个行业获得融资净买入，9个行业出现融资净

卖出。 在19个获融资净买入的行业中，计算机、电子、医

药生物分别获得152.86亿元、151.28亿元、65.89亿元的

融资净买入，位居前三，也充分反映了融资客对科技板块

的偏爱。

对于当前市场，机构的乐观看法持续维持。 光大

证券表示，往后看，国庆窗口期将结束，整个市场包括

中小创可观的收益存在兑现压力，且10月外部因素带

来不确定性，三季报验证期压力较大，短期博弈情绪

消退难免引发市场震荡。 但在经济数据未见明显好

转，外部因素负面影响显现，以及所带来的通缩效应

有望抑制结构性通胀的情况下，政策宽松态势仍将持

续。 若市场出现调整可积极买入，中长期底部配置期

依然成立，“政策松” 是第四阶段市场的上涨动力来

源。 结构上，可增配性价比高且有复苏趋势的汽车，仍

看好受益于政策松的中小创 （5G、 半导体和金融科

技）， 三季报披露期将至可维持业绩相对稳定的必需

消费品配置。

主题投资活跃

纵观A股前三季度运行，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 从年初到4月中旬，A股市场上演了一

场如火如荼的春季躁动行情， 各主要指数涨幅均在

30%以上。

第二阶段，4月中下旬到8月初，A股市场以调整为

主，诱因主要有外部“黑天鹅” 事件频出、市场对宏观

经济增速预期不乐观等等。 这期间，大消费再度成为资

金抱团对象。

第三阶段，8月初至今，A股迎来一波明显的反弹行

情。 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科技成长风格占优。

在这三个阶段中， 市场主题投资的演绎路径呈现

出从“低价+题材” 过渡至具有基本面支撑的龙头股。

具体看，1月份特高压板块爆发，风范股份是当时龙头，

当时随着题材发酵，以5G为主的新基建有所崭露头角。

进入2月份，前半段时间，OLED概念板块成为资金挖掘

对象，领益智造、京东方A、深天马A等个股表现突出。

后半段时间，大金融板块强势崛起，并贯穿至3月前半

段，中信建投、中国人保、大智慧等成为龙头股。 在这两

个月，低价股成为一条贯穿的主线。

3月份，市场诞生了多个大题材。 除了大金融，创投

板块再度活跃，工业大麻、氢能源渐渐被市场认可。 此

外，还有区块链、化工中的分散染料等。 可以说3月份是

前三季度A股主题投资最为活跃的时期，除了前面提到

的主题投资，还诞生有网络切片、数字孪生、边缘计算

等热点。 当时， 有市场人士戏言，“炒股炒成了科学

家” 。

到了4月份，由于指数阶段见顶回落，市场交易热

情有所降温，期间5G板块表现较突出。5月份，除了继续

活跃的5G板块，芯片概念、国产操作系统概念等也登上

“舞台” 。 6月份，垃圾分类概念成为最大赢家，期间穿

插着创业板壳概念、区块链等题材。 7月份出现日韩贸

易摩擦事件，A股中的磷化工、光刻胶等板块受此刺激，

走势较活跃。

到了8月份，在政策面刺激下，深圳板块强势爆发，

产生诸如深赛格、深大通、和而泰等牛股。 9月份，市场

机会主要围绕华为产业链展开，汇顶科技、硕贝德等个

股呈现趋势上涨态势。

科技股趋势未完

梳理前三季度题材演绎路线，可以发现，科技品种

贯穿始终。 科技品种是在上文提到的第三阶段全面爆

发，有市场人士表示，科技股走势，是第三阶段市场行

情的关键。 9月25日，科技股集体回调，半导体、通信设

备等板块跌幅居前。

从中长期角度看， 科技股引领的结构性行情仍将

继续演绎， 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行业性利好不断释

放，则是主要驱动力。 具体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

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重要性凸显； 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

支持不断加码；三是产业政策利好频出，5G建设进度持

续超预期。

在新一轮科技周期开启背景下， 科技股业绩也有

望持续爆发。 方正证券策略研究表示，5G时代，5G投资

有望超万亿元，预计2020年5G将带动约4840亿元直接

经济产出，2025年、2030年5G带动直接经济产出将升

至3.3万亿和6.3万亿。 同时带动物联网、车联网、云游

戏、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景气周期向上，相关标的及板块

业绩有望持续爆发。

从三季报业绩预告看， 成长板块三季度业绩以继

续改善为主，科技龙头的业绩增长确定性较高，部分高

景气细分领域维持高增速。

有分析认为，昨日科技股全线回调，目前看是对前

期涨幅过快的一种修正，在业绩和政策红利支撑下，科

技股仍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对于当下市场走势，首创证券认为，目前看明显

的向上向下行情都无法形成，8月重要经济数据偏弱，

制约后市上行的因素主要在于经济层面。 整体来看，

市场目前既没有做多热情，也没有做空动力。 核心股

票指数近期上升至三四月份的高点位置，此后呈现出

在阶段性高位震荡的行情， 说明市场更多的是抱有

观望态度。 股市继续上行空间缩小，趋势性走势尚待

时日。

关注三大板块

从前三季度看，结构行情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

四季度该如何布局？

国盛证券表示，从景气度、盈利向上角度看，推荐

关注三大板块：一是风电光伏板块。 风电设备、风机零

部件厂商充分受益于行业抢装，业绩高速增长；整机厂

商随着后续风机订单释放加速，也有望迎来拐点。 光伏

设备，上半年海外需求兴起，产业链价格企稳，带动行

业盈利改善。 四季度是光伏行业旺季，也是海外装机的

旺季，后续需求将持续释放。二是汽车板块。7月开始终

端价格持续回暖，基本回到国五促销前的价格水平，同

时叠加批发销量复苏，行业底部逐渐确认，未来利润表

或继续改善。 最后是半导体板块，全球半导体中期供需

拐点明确，产业需求持续回暖，日韩事件发酵进一步改

变中期供给；同时华为引领国产半导体全面突破，业绩

有望高增长。

国都证券表示，聚焦科技创新与非银金融龙头，逢

低布局消费与逆周期投资板块。 首先，聚焦科技成长优

质股。 围绕中国自主核心技术当自强、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战略， 及2019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

目标， 尤其下半年起全球货币政策宽松与国内利率市

场化改革落地见效的宏观环境， 以及5G引领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商业化应用的产业趋势， 建议重点聚焦科技

成长优质股：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设施及其应用、创新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代表中国创新力

量骨干，有望成为中期A股硬核资产；其次，坚定配置头

部非银金融与黄金资产。 在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与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长期头部金融公司重点受益，

非银金融及金融科技板块， 尤其是头部或特色金融上

市公司，估值较历史均值仍偏低，业绩增长确定，可坚

定配置头部金融股。 最后，逢低布局绩优消费蓝筹与逆

周期投资板块。

日期

融资融券余额

(亿元)

融资余额

(亿元)

2019-09-24 9,739.00 9,604.46

2019-09-23 9,739.27 9,604.66

2019-09-20 9,713.22 9,577.30

2019-09-19 9,738.08 9,602.22

2019-09-18 9,706.26 9,574.41

2019-09-17 9,692.53 9,562.46

2019-09-16 9,684.92 9,546.73

2019-09-12 9,605.53 9,468.57

2019-09-11 9,650.59 9,510.18

2019-09-10 9,618.38 9,480.37

近日两融余额变化情况

� A股前三季度收官在即，

又到了投资者算账的时候。 要

谈论前三季度的赚钱效应如

何，可用“蓝筹不慢、主题更

快”来概括。 贵州茅台、海天味

业、 平安银行等是前者的主要

代表，由于其市值够大，能使大

多数参与者赚钱。 而后者则更

具张力，弹性十足，成为大批翻

倍牛股的沃土。 业绩与题材共

舞， 成为A股前三季度结构行

情的主要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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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涨幅较高的申万一级行业

A股主题投资路线图浮现

蓝筹不慢主题更快 科技行情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牛仲逸

板块

区间涨幅

（算术平均、%）

区间换手率

(算术平均、%)

区间成交金额

(亿元)

总市值

(亿元)

电子 55.13 791.87 108,900.87 41,283.51

国防军工 47.43 687.71 24,213.56 10,452.39

计算机 45.65 663.62 77,782.77 24,720.45

非银金融 44.19 535.18 72,907.17 59,937.73

食品饮料 43.43 396.09 40,018.50 39,486.71

农林牧渔 35.18 620.42 33,537.31 10,513.95

通信 31.23 953.14 49,320.48 11,726.43

医药生物 27.38 358.88 69,162.97 42,813.68

有色金属 24.74 559.30 46,788.06 14,501.77

机械设备 23.76 550.00 50,464.45 22,715.69

建筑材料 21.92 360.67 13,949.55 7,375.43

电气设备 21.85 502.48 38,586.59 16,616.85

化工 21.16 525.23 64,366.87 31,239.38

家用电器 18.93 399.12 16,987.95 12,229.78

传媒 14.67 495.01 43,949.87 16,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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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上证指数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