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研热情高涨 机构布局方向渐明晰

聚焦化工、工业机械和房地产等行业

本报记者 李岚君

5月以来，机构对上市公司调研热情日益高涨。 统计显示，虽然医药、消费、科技等行业传统意义上的蓝筹公司仍是机构调研的扎堆之地，但化工、工业机械和房地产等行业成为机构关注的“新宠” ，其受欢迎程度不在白马股之下。

随着调研的深入，机构下半年的布局方向愈加清晰。 在业内人士看来，核心资产的牛市将延续。

生物医药公司受青睐

从最近一个月机构调研榜单观察，机构依旧垂青生物医药股。

Wind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机构调研上市公司数量有1200多家。 有6家公司被逾200多家机构密集调研，分别为迈瑞医疗、长春高新、广联达、传音控股、安科生物、奥园美谷。 其中，迈瑞医疗成为近一个月调研机构数量最多的股票，合计有499家机构调研了该公司，包括95家基金公司、60家证券公司、11家保险公司等。

长春高新的调研机构数量也不在少数。 Wind数据显示，该公司5月份共接受了304家机构调研，包括105家基金公司、36家证券公司、15家保险公司等。 值得注意的是，长春高新股价近期持续大跌，5月份累计跌逾17%。 此外，安科生物在5月份被241家机构调研。

迈瑞医疗、长春高新、安科生物等生物医药股频频被机构调研者光顾。 在5月6日的迈瑞医疗调研中，易方达、博时、兴全、大成、银河、上投摩根等多家基金公司现身机构名单中。 在5月21日的长春高新机构调研中，财通、国泰、宝盈、广发等多家基金公司亦是“榜上有名” 。

消费与科技行业被关注

调研数据显示，消费、科技板块依旧是基金关注的重点，多只龙头股获得机构扎堆调研。 比如科技板块的广联达、传音控股、石基信息，消费板块的妙可蓝多、涪陵榨菜等。

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的调研动向引人注目。 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归凯、工银瑞信基金经理袁芳调研了广联达；富国基金的王园园调研了传音控股，淡水泉、石锋、正心谷、敦和等知名私募也有参与；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汇添富基金胡昕炜、郑慧莲调研了妙可蓝多。

尽管医药、科技、消费三个核心资产的“黄金赛道”被机构持续偏爱，但从调研数据中不难发现，不少房地产、化工等过往“不那么火热”的行业已经开始受到机构的关注。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奥园美谷在过去一个月涨幅超过36%，被239家机构调研，包括58家基金公司、43家证券公司、12家保险公司等，贝莱德、华夏基金、景林、淡水泉等多家机构参与调研。 苏宁环球过去一个月涨幅超过62%，被94家机构关注。 从事特种化工的星源材质过去一个月涨幅超过50%，在一个月内被116家机构调研。

核心资产仍是焦点

2020年核心资产市场表现突出，然而关于核心资产估值高企的争议甚嚣尘上。 从机构调研可以发现，这种分歧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烈。 那么，核心资产后市的投资机会如何？

海富通国策导向基金经理胡耀文指出，“目前看核心资产的底层逻辑没有被破坏，但当前估值偏高、交易拥挤的现象依然值得警惕。 尤其是交易拥挤带来的上涨和下跌会变得更加剧烈，波动率增大。 ”

胡耀文表示，本轮反弹行情的催化剂仍是流动性的边际宽松。 目前，国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年内新低，短端和长端利率都出现下行，因此，核心资产整体出现了平缓上行。 核心资产的一轮大牛市还没有走完，各行业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紧信用和“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资本开支和产能扩张的成本明显上移。 如果抛开短期交易拥挤因素，中长期看核心资产跑赢指数的概率依然非常大。

申港证券的报告显示，核心资产牛市将延续，但非普涨牛市。 尤其在无风险收益率阶段下行背景下，近期反弹行情有望延续，推荐布局外资持续增持的电气设备、医药生物、食品饮料、银行、化工行业龙头股。

在具体投资操作上，胡耀文的投资组合依然围绕核心资产布局，重点看好周期和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包括电动车、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以及一些偏科技中游的细分子行业。 周期股虽然近期有所调整，但考虑到二季度周期类资产的盈利预计将环比上升，从基本面看会相对乐观。

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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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五月处理异常交易行为逾600起

上期所：持续加强一线监管 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本报记者 林倩

日前，上海期货交易所（简称“上

期所” ）通报了今年以来监管工作相关

信息。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日，上期所

共处理异常交易行为608起，对日常监

控中发现的38起涉嫌违规线索进行排

查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对1起涉嫌违

规线索立案调查，1起违法线索移交证

监会，配合受害方将3起涉嫌利益输送

违法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对7起案件13

名客户进行自律处分。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密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市场风险等重点

任务，持续加强一线监管，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同时，

也将及时公开相关查处信息，加强定期

信息发布，提升市场透明度，切实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提升监管效能

今年以来，上期所尊重市场规律，

坚持全面监管、持续监管和科学监管，

切实提升一线监管质量和效能。

一是重点关注价格异动。 上期所

在日常监管中，持续加强对期货价格的

监控监测，对期现价格、内外价格和合

约间价格进行跟踪分析， 结合基差变

化、投资者结构、交易规模等指标，加强

市场预研预判。

二是以穿透式监管为抓手。 对于

出现风险苗头的品种， 上期所通过分

析相关客户的穿透式监管信息， 特别

是匹配客户交易终端的相关性， 加大

对实控账户的排查力度， 提前防范市

场风险。

三是抓住交易本质，紧盯客户交易

行为。 对于发现的各类违规线索，上期

所会进一步深入分析客户交易行为，结

合穿透式监管和历史交易等数据，进行

客户画像，精准排查出涉嫌违规的交易

行为，同时根据交易本质和逻辑，提炼

通用性的监控指标模型，全面提升科技

监管的能力。

处理异常交易行为

截至5月28日，上期所今年以来共

处理异常交易行为608起，对19名客户

采取限制开仓的监管措施， 将78名客

户、6个实控账户组纳入重点监管名

单，对628名客户进行电话提示。

实控协查方面，上期所持续对交易

行为和穿透式监管数据进行分析，对未

主动申报实控的客户加大自律监管力

度。 截至5月28日， 今年以来对121组

456个客户发起实控账户协查，对不如

实申报实控的12名客户进行书面警

示。 穿透式监管方面，针对穿透式监管

数据异常情况，上期所约谈相应期货公

司和软件服务商，并提醒期货公司对相

关软件进行排查。 信访投诉、市场传闻

处理方面，上期所及时排查相关情况并

反馈。

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今年以来， 上期所对38起涉嫌违

规线索进行排查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

其中电话警示27次、书面警示13次、约

谈提醒24次，对1起涉嫌违规线索立案

调查，1起违法线索移交证监会， 配合

受害方将3起涉嫌利益输送违法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对7起案件13名客户进

行自律处分。

近年来期货市场的违规行为呈现

出新特点。 一是虚假申报新型违规。

2019年至今， 上期所对多起虚假申报

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已对3起案件进

行自律处分。 二是利用相互交易进行

利益输送。 2020年至今，上期所已发现

10起该类型的违规线索。 此违规类型

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自

然人客户之间因代客理财发生的双开

双平的对敲转移资金；第二种是私募基

金交易员利用职务便利知悉交易计划

后，通过受益账户与其基金产品账户相

互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第三种是一般法

人企业交易员知悉企业交易计划后，通

过受益账户与企业期货账户相互交易

进行利益输送。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上期所将坚决贯彻落实 “建制度、不

干预、零容忍” 的方针，依法、全面、从

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 原则，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前期监管中市

场呈现的特征， 上期所将继续贴近市

场发展实际， 重点对以下三方面加强

监管。

一是提醒交易软件风险。针对部分

交易软件存在风险隐患，上期所进行风

险提示，要求会员单位排查软件使用情

况， 对存在问题的交易软件重新评估，

并进行有效的风险隔离，保证外部信息

系统接入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二是严查

利益输送类案件。为遏制从业人员利益

输送案件上升势头，上期所按照“零容

忍” 要求，严查此类线索，并通过风险

管理交流座谈会、线上线下合规培训讲

座等方式助力企业建立内控机制。三是

加大对未如实申报实控账户的监管力

度。 结合实控账户排查工作，上期所加

大规则适用下的查处力度，对未如实申

报实控账户的投资者，根据其行为严重

程度，采取书面警示或限制开仓的监管

措施。

“联姻”银行理财子公司

外资巨头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叶斯琦 王方圆

光大银行日前发布公告称，该

行董事会同意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光大理财” ）引入境外优

秀资产管理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分析人士称，目前银行理财子公

司与境外资管机构主要有两种合作

模式： 一是直接引进外资战略投资

者；二是与外资机构成立合资理财公

司。外资巨头通过与银行理财子公司

合作，加速布局中国业务，逐渐成为

资产管理行业一股重要力量。

引入外资战投

根据光大银行公告，如光大理财

引入一名战略投资者，该战略投资者

认购光大理财新增注册资本后持股

比例不超过15%；如引入两名战略投

资者，该等战略投资者认购光大理财

新增注册资本后合计持股比例不超

过20%。光大理财通过符合规定的产

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投资方后，增资价

格与意向投资方协商确定或以投资

方遴选的结果为准。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张帅帅

分析，银行理财子公司若引入外资战

略投资者，可逐步解决行业普遍存在

的市场化激励方面的问题，打破发展

瓶颈，有助于银行理财子公司获取更

大资管财富市场份额，赋能母行集团

财富战略。

这也是继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招银理财” ）联手摩根资

产管理之后，第二家公告引进战略投

资者的银行理财子公司。 今年3月，

招商银行发布公告称，拟引入外部战

略投资者摩根资产管理对全资子公

司招银理财现金增资， 出资金额为

26.67亿元。增资完成后，摩根资产管

理对招银理财的持股比例为10%。

合资理财公司纷纷成立

合资理财公司也在加速设立。 5

月25日，工商银行发布公告称，其全

资子公司工银理财收到银保监会批

复，获准与高盛资产管理合作筹建中

外合资理财公司。该合资理财公司将

由工银理财与高盛资产管理共同出

资设立，工银理财和高盛资产管理出

资比例分别为49%和51%。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

示，合资理财公司是外资进入银行理

财领域的一种渠道。 未来，合资理财

公司还会有序增加。

“鲇鱼效应” 显现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

室此前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

施， 其中包括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

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外资入局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

带来“鲇鱼效应” 。 一家合资理财公

司负责人表示，依托开放带来的市场

机遇，外资机构在中国的经营规模不

断增长，业务种类逐渐丰富，业务持

续稳步发展，享受到金融开放带来的

红利。合资理财公司将促进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发展。

也有银行人士提醒，由于市场不

同，投资者构成和理念差异很大。 多

数外资机构发展时间较长，形成了相

对完善、 成熟的产品体系及管理方

式， 这些产品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值

得细细思量。

巨量解禁即将来袭

宁德时代能否守稳万亿元市值

●本报记者 周璐璐

5月31日，宁德时代股价创历史

新高，总市值突破1万亿元，成为创

业板首只万亿市值股。 在“电池茅”

宁德时代的带动下， 锂电电解液、锂

电负极、锂电正极、动力电池等概念

板块纷纷冲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迈

入“万亿市值俱乐部” 之后，宁德时

代即将迎来巨量解禁，能否守稳万亿

元市值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总市值突破万亿元

5月31日，“电池茅” 宁德时代

迎来高光时刻。 Wind数据显示，宁

德时代当日高开高走，盘中股价最高

触及435.57元，创出历史新高；截至

收盘，宁德时代报434.10元/股，涨幅

为5.98%，最新总市值为1.01万亿元，

成为创业板首家总市值超过1万亿

元的上市公司。 近两个交易日，宁德

时代股价累计涨逾13%。

宁德时代的亮眼表现点燃市场

对锂电池相关概念股的做多情绪。截

至昨日收盘，锂电电解液、锂电负极

概念板块涨逾7%，锂电正极、动力电

池概念板块涨逾6%。

个股方面，日前宣布拿下宁德时

代大单的天赐材料5月31日股价上涨

近7%。 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该股获

深股通席位合计买入9.16亿元，一机

构席位买入9696万元。 天赐材料5月

28日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宁德

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将向宁德

时代供应预计六氟磷酸锂使用量为

15000吨的对应数量电解液产品。

A股锂电池另一龙头亿纬锂能

昨日大涨6.83%， 股价报111.05元/

股，最新总市值达2097亿元。

将迎来巨量解禁

在迈入 “万亿市值俱乐部” 之

后，宁德时代即将迎来巨量解禁。

数据显示，宁德时代将于6月10日

迎来9.52亿股限售股解禁。 以最新收

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超过4000亿元。

分析人士称，此次解禁后，宁德时代流

通盘将增加70%以上。 如此大规模解

禁，很可能会对其股价造成一定波动。

不过，从近日资金流向看，市场

仍对宁德时代抱有热情。 Wind数据

显示，5月31日主力资金净买入宁德

时代14.82亿元，近5日净买入金额达

48.68亿元。

在野村东方国际先进制造团队

分析师张新和看来，宁德时代是全球

电动车电池龙头，近年来其产能及合

作企业数量持续上升，电池生态体系

建设卓有成效。随着更多汽车品牌进

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宁德时代在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内的地位将进一步凸

显。 公司近年来产能扩张持续进行，

这也有利于其保持市场地位以及较

强的议价能力。

东吴证券分析师周尔双认为，在

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中，国内主要

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为代表，海外电

池厂商主要有松下、LG、 三星 、

Northvolt。 截至2020年年底，上述6

家龙头厂商合计产能约为312GW，

目前规划产能至2023年将增加至

1253GW，预计对应的新增设备投资

额合计达3000亿元， 龙头设备商的

稀缺性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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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科技行业被关注

调研数据显示，消费、科技板块

依旧是基金关注的重点，多只龙头股

获得机构扎堆调研。比如科技板块的

广联达、传音控股、石基信息，消费板

块的妙可蓝多、涪陵榨菜等。

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的调研动向

引人注目。 嘉实基金的基金经理归

凯、工银瑞信基金经理袁芳调研了广

联达；富国基金的王园园调研了传音

控股，淡水泉、石锋、正心谷、敦和等

知名私募也有参与；景顺长城基金刘

彦春、汇添富基金胡昕炜、郑慧莲调

研了妙可蓝多。

尽管医药、科技、消费三个核心

资产的“黄金赛道” 被机构持续偏

爱，但从调研数据中不难发现，不少

房地产、化工等过往“不那么火热”

的行业已经开始受到机构的关注。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奥园美谷在

过去一个月涨幅超过36%， 被239家

机构调研，包括58家基金公司、43家

证券公司、12家保险公司等，贝莱德、

华夏基金、景林、淡水泉等多家机构

参与调研。苏宁环球过去一个月涨幅

超过62%，被94家机构关注。 从事特

种化工的星源材质过去一个月涨幅

超过50%， 在一个月内被116家机构

调研。

5月以来， 机构对上市公

司调研热情日益高涨。 统计显

示，虽然医药、消费、科技等行

业传统意义上的蓝筹公司仍

是机构调研的扎堆之地，但化

工、工业机械和房地产等行业

成为机构关注的 “新宠” ，其

受欢迎程度不在白马股之下。

随着调研的深入，机构下

半年的布局方向愈加清晰。 在

业内人士看来，核心资产的牛

市将延续。

生物医药公司受青睐

从最近一个月机构调研榜单观

察，机构依旧垂青生物医药股。

Wind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机构

调研上市公司数量有1200多家。 有

6家公司被逾200多家机构密集调

研，分别为迈瑞医疗、长春高新、广

联达、传音控股、安科生物、奥园美

谷。 其中， 迈瑞医疗成为近一个月

调研机构数量最多的股票， 合计有

499家机构调研了该公司， 包括95

家基金公司、60家证券公司、11家

保险公司等。

长春高新的调研机构数量也不

在少数。 Wind数据显示，该公司5月

份共接受了304家机构调研， 包括

105家基金公司、36家证券公司、15

家保险公司等。 值得注意的是，长春

高新股价近期持续大跌，5月份累计

跌逾17%。此外，安科生物在5月份被

241家机构调研。

迈瑞医疗、长春高新、安科生物

等生物医药股频频被机构调研者光

顾。 在5月6日的迈瑞医疗调研中，易

方达、博时、兴全、大成、银河、上投摩

根等多家基金公司现身机构名单中。

在5月21日的长春高新机构调研中，

财通、国泰、宝盈、广发等多家基金公

司亦是“榜上有名” 。

核心资产仍是焦点

2020年核心资产市场表现突

出，然而关于核心资产估值高企的争

议甚嚣尘上。 从机构调研可以发现，

这种分歧不仅没有消弭，反而愈演愈

烈。 那么，核心资产后市的投资机会

如何？

海富通国策导向基金经理胡

耀文指出，“目前看核心资产的底

层逻辑没有被破坏， 但当前估值

偏高、 交易拥挤的现象依然值得

警惕。 尤其是交易拥挤带来的上

涨和下跌会变得更加剧烈， 波动

率增大。 ”

胡耀文表示，本轮反弹行情的催

化剂仍是流动性的边际宽松。 目前，

国内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年内新

低， 短端和长端利率都出现下行，因

此， 核心资产整体出现了平缓上行。

核心资产的一轮大牛市还没有走完，

各行业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尤其

是在紧信用和“碳中和” 的背景下，

中小企业资本开支和产能扩张的成

本明显上移。如果抛开短期交易拥挤

因素，中长期看核心资产跑赢指数的

概率依然非常大。

申港证券的报告显示， 核心资

产牛市将延续， 但非普涨牛市。 尤

其在无风险收益率阶段下行背景

下， 近期反弹行情有望延续， 推荐

布局外资持续增持的电气设备、医

药生物、食品饮料、银行、化工行业

龙头股。

在具体投资操作上，胡耀文的投

资组合依然围绕核心资产布局，重点

看好周期和科技板块。科技板块包括

电动车、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以及一

些偏科技中游的细分子行业。周期股

虽然近期有所调整，但考虑到二季度

周期类资产的盈利预计将环比上升，

从基本面看会相对乐观。

视觉中国图片

调研热情高涨 机构布局方向渐明晰

聚焦化工、工业机械和房地产等行业

●本报记者 李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