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险资“新宠”曝光 成长性行业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A股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报披露临近尾声，险资频频现身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在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险资出现在逾200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其中逾90家公司进入险资新进持股名单。 新进持股集中在半导体、材料、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等赛道，成长性行业获险资加仓趋势明显。 而且，从近期险资调研情况看，高景气成长性行业亦受青睐。

新进持股逾90只

截至8月25日19时，险资现身在逾200家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之中。 从持股险资机构数量来看，火星人、克明食品、铜陵有色、平安银行、保利地产、金卡智能、杉杉股份、云图控股、海晨股份、科威尔、焦作万方11家公司均获得3家以上（含3家）险资机构的持股。

从险资持股占流通股比例看，对于平安银行、金风科技、火星人、ST北文、图南股份、京能电力、中国联通、招商银行、精达股份、ST同洲，险资持股比例均在10%以上。

从持股数量变动情况看，中科曙光、云图控股、杉杉股份、创业慧康、扬杰科技、火星人、基蛋生物等位列增持数量排行榜前列。 而铜陵有色、物产中大、驰宏锌锗、中泰化学、金风科技等位列险资减持数量排行榜前列。 整体来看，计算机、电气、软件相关行业受到险资青睐，而有色、纺织等行业被险资减仓。

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90多只股票进入险资新进持股名单。 其中，焦作万方、科威尔、新益昌、共创草坪、兆威机电、科拓生物、火星人等至少被两家险资机构新进持股。 TCL科技、焦作万方、驰宏锌锗、明阳智能、云图控股等被险资大举买入，新进持股数量均在2000万股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发现，获险资新进持股的股票，较为集中在半导体相关行业、材料、技术硬件与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等赛道，成长性特征明显。

调研青睐成长股

险资机构近两个月的调研动态，也显示出其近期对高景气成长性行业的关注和青睐。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截至8月25日，险资机构共调研259家A股上市公司，较去年同期增长27.59%。 其中，最受其关注的公司是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共获29家险资调研。

创业板、科创板分别有62家、42家公司获险资调研，数量占险资调研总数的40.15%。 某大型险资人士告诉记者：“较主板而言，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更具成长性，保险资管正在加大对于该领域的投研覆盖力度，选择确定性更高的产业和公司。 ”

分行业来看，电子元件、工业机械、医疗保健“出镜率”较高，分别有22家、19家、14家上市公司获调研，涵盖多只行业龙头股。

从调研风格可以看出，下半年险资更为偏爱成长性行业，传统的低估值、高分红行业相对而言在调研上稍显冷清。

把握结构性机会

市场风格切换之下，险资也在适当调整自身的资产配置及投资策略。 对于接下来如何布局权益市场，不少险资人士透露了自己的看法。

人保资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场震荡消化估值的总体趋势不改，仍应立足于把握结构性机会，同时注重防范高估值、拥挤板块的交易风险。 预计当前高成长板块的热度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中小盘股表现好于大盘股。 同时周期类股票在半年报期间仍有表现机会。 建议关注国防军工、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半导体、计算机，以及周期行业的投资机会。

泰康资产研究部人士指出，中短期内，高景气赛道仍是A股市场追求的方向 ，结构性分化行情预计仍将延续 。 目前市场基本反映了行业景气与半年报业绩的分化，后续需要动态跟踪板块景气度的边际变化，持续挖掘半年报基本面改善 、景气向上的优质标的带来的投资机会。

国寿资产相关人士指出，市场极端风格短期修正后大趋势并未发生变化，顺周期资产和成长板块都有较好的结构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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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大行助力外资基金发行营销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日前，中国内地市场首只外资管理的

公募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批。 中国证券报记

者获悉，建设银行为该产品的托管主代销

行，助力该产品的发行与营销。 此外，建

设银行还为该产品提供注册、核算等全方

位运营服务，这是建设银行在业务创新上

的重大突破。

分析人士称，此举标志着财富管理行

业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实现跨越式的突

破和创新。 外资入局将给中国资产管理

行业带来“鲇鱼效应” ，进一步激发市场

活动，推动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稳健发展。

建行代销贝莱德基金产品

近日，首家获批开业的外资独资公募

基金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首只公募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批，标志着我国

公募基金行业发展进入中外资机构同台

竞技的全新阶段，受到行业广泛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建设银行获悉，贝

莱德中国新视野是我国内地市场首只外

资管理的公募产品，建设银行为该产品的

托管主代销行， 助力该产品的发行与营

销，并成为建设银行“财富季” 的重点产

品，拟于8月30日发行。 据了解，建设银行

是四大国有银行中唯一销售该产品的代

销机构。 此外，建设银行还为该产品提供

注册、核算等全方位运营服务，这是建设

银行在业务创新上的重大突破。

建设银行表示，在此次合作中，建设

银行与贝莱德基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

现强强联合，在深度合作的基础上首次有

产品落地，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解决

方案和投资体验，标志着财富管理行业在

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实现跨越式的突破和

创新。

此前，建设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建信理

财和贝莱德合资成立了贝莱德建信理财。

除贝莱德建信理财外，还有其他3家合资

理财公司也已经开业或正在筹建中，包括

中国银行旗下中银理财与东方汇理资产

管理公司合资开设的汇华理财、交通银行

旗下交银理财与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资开设的施罗德交银理财、工商银行

旗下工银理财与高盛资产管理共同出资

的合资理财公司。

业内人士表示，外资入局将给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带来“鲇鱼效应” ，进一步激

发市场活动，推动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稳健

发展。

多地探索金融开放新路径

近来，多地出台支持金融开放相关政

策，探索金融开放新路径。

日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表

示，近年来，上海金融开放步伐不断加快，

国际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十四五”期间，

上海一方面将聚焦制度创新，探索金融高

水平开放新路径；另一方面，将聚焦机构

集聚，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示范效应。 鼓

励符合条件的外资来沪设立或参股证券、

基金、期货、人身险公司、商业银行理财子

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信用评级机构等。

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按照内

外资一致原则开展业务经营。推进上海全

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丰富资产管理行业

主体。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颖近期表示， 开放融通是大势

所趋。 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和中

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重要窗口， 将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更加自觉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

动更高水平的金融业双向开放， 努力构

建符合国家金融战略需要的首都金融生

态体系。

此前，四部委曾联合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其

中提到，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鼓励境外

金融机构落户海南，支持设立中外合资银

行。支持海南的银行引进符合条件的境外

战略投资者，改善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

理，进一步提高海南的银行业对外开放程

度；设立银行业准入事项快速通道，建立

准入事项限时办结制度， 提高审批效率；

落实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要求，支持符合

条件的外资机构在海南依法合规获取支

付业务许可证；允许已取得离岸银行业务

资格的中资商业银行总行授权海南自由

贸易港内分行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等。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56.47 1163.78 1156.47 1160.38 2.17 1159.78

易盛农基指数 1533.86 1543.28 1533.86 1542.17 4.79 1539.85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8月25日）

新进持股逾90只

截至8月25日19时， 险资现身

在逾200家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

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之中。 从持

股险资机构数量来看，火星人、克明

食品、铜陵有色、平安银行、保利地

产、金卡智能、杉杉股份、云图控股、

海晨股份、科威尔、焦作万方11家

公司均获得3家以上（含3家）险资

机构的持股。

从险资持股占流通股比例看，

对于平安银行、金风科技、火星人、

ST北文、图南股份、京能电力、中国

联通、 招商银行、 精达股份、ST同

洲，险资持股比例均在10%以上。

从持股数量变动情况看， 中科

曙光、云图控股、杉杉股份、创业慧

康、扬杰科技、火星人、基蛋生物等

位列增持数量排行榜前列。 而铜陵

有色、物产中大、驰宏锌锗、中泰化

学、 金风科技等位列险资减持数量

排行榜前列。 整体来看，计算机、电

气、软件相关行业受到险资青睐，而

有色、纺织等行业被险资减仓。

值得注意的是， 二季度，90多

只股票进入险资新进持股名单。 其

中，焦作万方、科威尔、新益昌、共

创草坪、兆威机电、科拓生物、火星

人等至少被两家险资机构新进持

股。 TCL科技、焦作万方、驰宏锌

锗、明阳智能、云图控股等被险资

大举买入，新进持股数量均在2000

万股以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发现，获

险资新进持股的股票， 较为集中在

半导体相关行业、材料、技术硬件与

设备、汽车与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

等赛道，成长性特征明显。

调研青睐成长股

险资机构近两个月的调研动

态， 也显示出其近期对高景气成长

性行业的关注和青睐。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截

至8月25日，险资机构共调研259家

A股上市公司， 较去年同期增长

27.59%。 其中，最受其关注的公司

是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共获29

家险资调研。

创业板、 科创板分别有62家、

42家公司获险资调研，数量占险资

调研总数的40.15%。 某大型险资人

士告诉记者：“较主板而言， 科创

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更具成长性，保

险资管正在加大对于该领域的投研

覆盖力度， 选择确定性更高的产业

和公司。 ”

分行业来看，电子元件、工业机

械、医疗保健“出镜率” 较高，分别

有22家、19家、14家上市公司获调

研，涵盖多只行业龙头股。

从调研风格可以看出， 下半年

险资更为偏爱成长性行业， 传统的

低估值、 高分红行业相对而言在调

研上稍显冷清。

把握结构性机会

市场风格切换之下， 险资也在

适当调整自身的资产配置及投资策

略。对于接下来如何布局权益市场，

不少险资人士透露了自己的看法。

人保资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市场震荡消化估值的总体趋势

不改，仍应立足于把握结构性机会，

同时注重防范高估值、 拥挤板块的

交易风险。 预计当前高成长板块的

热度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中小盘股

表现好于大盘股。 同时周期类股票

在半年报期间仍有表现机会。 建议

关注国防军工、 机械设备、 电气设

备、电子半导体、计算机，以及周期

行业的投资机会。

泰康资产研究部人士指出，中

短期内， 高景气赛道仍是A股市场

追求的方向，结构性分化行情预计

仍将延续。 目前市场基本反映了行

业景气与半年报业绩的分化，后续

需要动态跟踪板块景气度的边际

变化， 持续挖掘半年报基本面改

善、景气向上的优质标的带来的投

资机会。

国寿资产相关人士指出， 市场

极端风格短期修正后大趋势并未发

生变化， 顺周期资产和成长板块都

有较好的结构性机会。

名称

持股数量变动

(万股)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市值

(万元)

占流通股

比例(%)

中科曙光 2504 3406 94041 2.35

云图控股 1181 3881 33879 5.90

杉杉股份 750 8484 197858 5.21

创业慧康 696 3016 26661 2.30

扬杰科技 531 707 42781 1.50

曲美家居 426 1656 14703 2.85

火星人 309 668 45438 16.50

基蛋生物 300 516 11595 1.42

东山精密 256 1756 36601 1.26

宝钛股份 220 984 42218 2.29

视觉中国图片 数据来源/Wind�已披露上市公司半年报 制图/王春燕

险资二季度增持数量较多个股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A股上市公司2021年

半年报披露临近尾声，险

资频频现身上市公司前十

大流通股东名单。

Wind数据显示，截至

8月25日， 在已披露半年

报的上市公司中， 险资出

现在逾200家公司前十大

流通股东名单中， 其中逾

90家公司进入险资新进

持股名单。 新进持股集中

在半导体、材料、技术硬件

与设备、 汽车与汽车零部

件、生物医药等赛道，成长

性行业获险资加仓趋势明

显。而且，从近期险资调研

情况看， 高景气成长性行

业亦受青睐。

■

从半年报看机构持仓变化系列之三

券商保荐业务规则拟修订

细化重大异常标准 助力投行高效复核

●本报记者 赵中昊

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期拟对 《证券公

司保荐业务规则》进行修订，进一步确立

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尽职调查原则，细化

了需要保荐机构进行复核的“重大异常”

的标准，指导保荐机构完善内外部激励机

制，并完善了与其他规则的衔接。

投行人士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修订后的规则对“重大异常”

标准的界定比原条文更具操作指引性，利

于保荐机构对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意见

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地复核，也为判

断保荐机构是否尽职履责提供了更明晰

的依据。

更具操作指引性

华东某券商投行人士张伟（化名）对

记者表示，保荐机构的职责，重点应是对其

他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以“合理信赖” 为

一般原则， 对重大异常等特殊情形进行调

查复核。具体而言，应该结合其自身对相关

情况的调查和判断， 着重核查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是否与实际情况匹配，

是否存在合理怀疑， 审慎确认其是否有合

理理由相信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对重大异常事项进行重点调查。

华南某券商投行人士刘强（化名）表

示，初版《证券公司保荐业务规则》在2020

年12月发布时明确规定了“对发行人申请

文件、 证券发行募集文件中有证券服务机

构及其签字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保

荐机构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上， 可以合

理信赖” 。 同时，对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需要复核调查的情形进行了规定，

本次修订主要是对上述复核调查中的“重

大异常”进行了细化和调整。

刘强表示，修订后“重大异常” 标准

的界定比原条文更加细致、更具操作指引

性，有利于保荐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证券

服务机构出具的意见进行更有针对性、更

高效地复核，也为判断保荐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在该领域是否尽职履责提供了更加

明晰的依据。

其他配套规则还需完善

在内部激励机制方面，修订后的规则

明确了保荐机构应当设置科学的薪酬体

系和长效的激励机制，还明确保荐机构应

由质控、内核等内控部门对保荐业务人员

执业质量进行评价并完善内部问责机制。

“我司在2020年初即建立了对投行

项目的质量评价体系，由质控部、内核委

员会、风险管理二部、合规管理部等机构

和部门为每一个投行项目的尽职调查情

况、材料申报情况进行评分，并分阶段实

施，最终由质控部汇总。 ”张伟表示。

“本次保荐业务规则的修订主要是

对上述复核调查中的‘重大异常’的标准

进行了细化和调整，并未对减少‘重复工

作’ 予以进一步规定。 ”刘强表示。

张伟表示，过去保荐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三家中介机构的工作

存在大量重复的情况，保荐机构实际上为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的

责任进行了兜底。

“我们认为，切实减少目前保荐业务

工作中不同机构间的重复工作、提高发行

上市效率，还需要《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

准则》等其他配套规则的修订、监管检查

尺度的调整等一系列工作的推进和落

实。 ” 张伟表示，近来的监管动作体现出

其决心改变保荐业务领域长期形成的工

作惯例和监管习惯。

险资“新宠” 曝光 成长性行业榜上有名

左手期货右手股票 两栖投资者围猎铁矿石

●本报记者 张利静 马爽

作为一名股票、 期货两栖投资

者，聂先生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了新

一轮的 “狩猎” ———做空铁矿石期

货，买入钢铁股。如今回忆起来，他对

自己的投资甚为满意。今年下半年以

来国内铁矿石期货经历了一轮快速

下跌，目前较5月份最高点的累计跌

幅接近40%。此轮铁矿石价格大幅下

跌，也使得国内钢厂享受到降本增效

的红利。

两栖投资者幸福“落袋”

“当时感觉铁矿石期货的空头趋

势已经形成，就下决心做一个中期的

布局。 ”聂先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目前他在股票、期货两端的持仓

都已经盈利而且目前逐步“落袋” 。

从期货盘面看，截至8月25日，铁

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收报802.5元/吨，

较7月16日盘中高点下跌347元/吨，

若以今年5月12日盘中创下的历史高

点1262.5元/吨计算， 至今该合约累

计跌幅超36%。 A股方面，钢铁股今

年6月中旬已经开始躁动。Wind数据

显示，截至8月25日，A股钢铁指数今

年下半年以来累计上涨了23.72%。

铁矿石、钢材分别是煤焦钢产业

链上、下游产品，钢厂高炉炼钢过程

中主要炉料是铁矿石和焦炭，另外使

用少部分废钢、铁合金、喷吹煤等。据

企业人士介绍，炼1吨铁水大约使用

1.6吨铁矿石和0.5吨焦炭，其他成本

费用大概固定在1200元/吨左右。

“目前长流程钢厂螺纹钢完全生

产成本在4600元/吨左右，以港口现货

铁矿石、焦炭价格分别为1012元/吨和

3470元/吨测算，目前铁矿石、焦炭的

成本分别占钢厂总成本的36.4%、

37.8%。 ”光大期货研究所黑色研究总

监邱跃成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铁矿作为炼钢的主要炉料， 其价

格大幅下跌显著降低了炼钢成本，从

而增加钢厂利润， 起到了很好的降本

增效的作用。据某北方钢企人士介绍，

长流程钢厂吨钢毛利已从7月初的亏

损转为目前的盈利600元/吨左右，短

流程钢厂盈利在300元/吨左右。

预期逆转重挫铁矿石价格

7月中旬以来的这轮铁矿石价

格下跌较为流畅。 从现货看，普氏铁

矿石指数从7月15日最高222.3美元

跌至8月19日的130美元左右， 短短

一个月时间累计跌幅约41%。

“7月下旬以来，铁矿石总成本下

降了将近500元/吨， 粗钢成本下降

540元/吨左右， 钢厂利润扭亏并大幅

提高。 ”西部期货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谢栩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目前钢

厂即时利润在400元-800元/吨之间，

不同钢材的利润存在差异， 整体属于

正常偏高水平。 2016年以来，由于实

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钢厂利润大

幅改善，长期利润维持在500元-1000

元/吨。 粗钢产量或将长期受到压制，

预计钢厂能够维持正常利润水平。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 钢铁行业压

减粗钢产量的政策背景， 是本轮铁矿

石价格下跌的主要逻辑。7月份国内多

地区粗钢压减政策进入落地阶段，其

中山东省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今年粗钢

产量不超过7650万吨，河北省将压减

粗钢产量2171万吨，山西省压减粗钢

产量146万吨，江苏、安徽、甘肃等地均

要求以2020年统计数据为考核基数，

确保今年粗钢产量同比不增加。

在上述政策要求背景下，上述钢

企人士介绍，7月份多家钢厂减产检

修，铁水产量大幅下降，而同期海外

矿山发货量基本平稳， 到港量增加，

港口铁矿石库存大幅累积，压港量也

大幅增加。铁矿石供需格局出现了重

大变化。

“7月份的社会融资、地产、基建

等数据反映出市场有效需求弱、实际

融资需求差的状况，市场对于钢材需

求的预期较差，对铁矿石走势也形成

一定的利空影响。 ” 邱跃成告诉记

者，实际上6月份开始成材价格就表

现较弱， 但当时铁矿石价格维持强

势，显然被高估了，随着市场情绪逆

转，价格大跌难免。

钢价中长期有支撑

对于铁矿石价格的后市，谢栩认

为，只要供应端不出现矿难等重大风

险事件，下半年铁矿石供需将趋于宽

松，高估值面临修复压力，价格将长

期承压。

尽管铁矿石价格大跌为钢厂盈

利释放了较大空间，但目前焦炭价格

大涨对钢企盈利构成新的挤压。文华

财经数据显示，7月以来， 大连商品

交易所焦炭期货主力合约累计上涨

了25.04%。

现货市场上，8月23日， 唐山地

区焦炭价格实现月内第五轮提涨落

地， 二级冶金焦价格达3200元/吨，

较7月底上涨600元/吨。 山西等主流

地区开启第六轮提涨。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进口炼焦煤减少，

以及国内环保限产力度加大， 则持续

制约焦炭产量的释放，6、7月份我国焦

炭产量连续两月同比下降3.2%、2.9%，

但海外经济复苏带动焦炭需求上升。

焦炭作为炼钢的重要原料，其价

格上涨不可避免地推升钢铁企业的

生产成本。

据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数据，

截至8月24日，普氏铁矿石价格指数

为148.6美元/吨， 较7月底下跌31.9

美元/吨，跌幅为17.7%；焦炭价格为

3200元/吨， 较上月底上涨600元/

吨，涨幅为23.1%；在焦炭价格上涨

带动下，8月24日测算的即期兰格生

铁成本指数为173.4， 较7月底上升

2.3点，升幅为1.3%。“可见焦炭价格

上涨严重透支了铁矿石价格下跌带

来的成本缩减空间。 ” 王国清认为，

短期内炼焦煤进口难有效改善，焦炭

价格仍有进一步冲高可能，将导致钢

铁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空间的收缩。

从投资角度，谢栩建议，在“双

碳” 政策之下，钢铁行业压减粗钢产

量的目标不会改变，预计钢厂能够维

持正常利润水平，螺纹钢价格下方面

临成本支撑，建议对螺纹钢维持逢低

偏多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