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可流通

时间

本期流

通数量

（万股）

已流通

数量

（万股）

待流通

数量

（万股）

流通股份类型

３０００５０．ＳＺ

世纪鼎利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２６００．００ １１１０８．７８ １０４９１．２３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５４．ＳＺ

松芝股份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１９５６０．０６ ３１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２１２．ＳＺ

易华录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３３３．３３ １４３０９．０４ １２４９０．９６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３０００．ＳＨ

人民网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５１０．００ ７４２０．５７ ２０２２１．７１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５３．ＳＺ

天马精化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１１６７７．５２ ２３５９８．８０ ４９６６．２１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４５１．ＳＺ

摩恩电气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１６４７０．００ ２１９６０．００ ０．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００２２２５．ＳＺ

濮耐股份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５１８５．３０ ３３８４３．８８ ３９４０５．６９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４５２．ＳＺ

长高集团

２０１３－７－２２ １３６５．００ ６２５３．５１ ６７４６．４９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８９２．ＳＨ

宝诚股份

２０１３－７－２３ １２４１．７０ ６２８２．３１ ３０．１９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０００８０１．ＳＺ

四川九洲

２０１３－７－２３ ７９９０．００ ４５９８８．８２ ０．００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００２６５３．ＳＺ

海思科

２０１３－７－２３ ５９０．４０ １３２３２．８０ ６６７８７．２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１４３．ＳＺ

星河生物

２０１３－７－２４ ４．１１ ８３８５．４９ ６３５４．５１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６００７０７．ＳＨ ＊ＳＴ

彩虹

２０１３－７－２５ １０８．００ ６０１３８．４４ １３５３７．３３

股权分置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３８．ＳＺ

开元仪器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４７８．３８ ２７２８．３８ ６２７１．６２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４０．ＳＺ

科恒股份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５１０８．５６ ７６０８．５６ ２３９１．４４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４１．ＳＺ

麦迪电气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１３４３．３３ ３６４３．３３ ５５５６．６７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３００３４２．ＳＺ

天银机电

２０１３－７－２６ ８２５．００ ３３２５．００ ６６７５．００

首发原股东限售股份

代码 名称 异动类型

异动

起始日

区间股票成

交额（万元）

区间

涨跌幅

区间

换手率

０００００８．ＳＺ

宝利来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１３００１．７６４７ １０．００ ９．６５

００００１０．ＳＺ ＳＴ

华新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７１４２１．１４９２ １７．３０ ３１．６９

００００４３．ＳＺ

中航地产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４９５３．３５６８ －９．９５ ３．６８

００００５８．ＳＺ

深赛格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１２３４７．７８５４ ９．９５ ５．２１

００００５８．ＳＺ

深赛格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５ ４３１５５．７８８０ ２４．７４ １７．６４

００００６２．ＳＺ

深圳华强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２ ５６５２５．３８１９ ２６．８２ １０．３１

００００６２．ＳＺ

深圳华强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１９５１９．０８０４ １０．０６ ３．３９

００００６５．ＳＺ

北方国际 振幅值达

１５％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２３６８．７９１９ －１．４４ １．３４

００００６５．ＳＺ

北方国际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４７９．９１５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７

００００６６．ＳＺ

长城电脑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２０２４１．７１２５ ８．１５ １０．２４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４９７１８．３９２２ １０．０１ ３６．１２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４９７１８．３９２２ １０．０１ ３６．１２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０３８９６．６２５１ ２３．６０ ７９．５２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３４０９３．５０８５ ７．１７ ２６．６４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８９８６．７８４９ ９．９９ １２．０１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换手率达

２０％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８５１８．４２８７ １０．０１ ３９．７５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８５１８．４２８７ １０．０１ ３９．７５

０００１５６．ＳＺ

华数传媒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８ ８７５０５．２１３６ ２１．００ ５１．７６

０００１５９．ＳＺ

国际实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１７４２．８３０６ ６．４７ ３．７９

０００３０１．ＳＺ

东方市场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１２３２８．７３２６ １０．１１ ３．３７

０００４０３．ＳＺ＊ＳＴ

生化连续三个交易日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１２％

的

ＳＴ

证券、

＊ＳＴ

证券和未完成股改证券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３３２３７．６８６９ １０．２１ １２．４３

０００４２８．ＳＺ

华天酒店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４４４０．９８３４ ９．９６ ３．９４

０００５０３．ＳＺ

海虹控股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２５２５７．９５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２５

０００５５８．ＳＺ

莱茵置业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７ ５８５６．７３５８ ９．８８ ２．５５

０００５７２．ＳＺ

海马汽车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５ １１３１６．９５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８８

０００５８５．ＳＺ

东北电气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５６０１．９２５５ ９．９５ ３．８３

０００６５２．ＳＺ

泰达股份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９８１７．９６４３ ９．８９ １．７４

０００６７３．ＳＺ

当代东方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４２３３．０８４１ １０．０３ ９．０６

０００６７３．ＳＺ

当代东方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２０１３－７－１８ ３４１９０．７２４８ １９．１９ ２１．１１

０００６７３．ＳＺ

当代东方 涨跌幅偏离值达

７％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９９５７．６４０７ ８．３２ １２．０６

代码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

成交量

（万股）

成交额

（万元）

０００７５３．ＳＺ

漳州发展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３．６４ －１．６２ ８２０．００ ２

，

９８４．８０

３０００８３．ＳＺ

劲胜股份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６．４１ －９．９８ ２００．００ ３

，

２８２．００

００２１６９．ＳＺ

智光电气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４．００ －８．０５ ２７０．００ １

，

０８０．００

００２３５７．ＳＺ

富临运业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４１ －５．７４ １０３．００ ６６０．２３

００２２９６．ＳＺ

辉煌科技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４．７１ －９．９８ ５０．００ ７３５．５０

０００４９８．ＳＺ

山东路桥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３．６６ －９．８５ ２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３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９０．ＳＺ

盛运股份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３０．４０ －４．９４ １４５．００ ４

，

４０８．００

６００８６９．ＳＨ

三普药业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７．５０ ６．６９ ４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９８．ＳＺ

高新兴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３．１０ －３．３２ １２５．００ １

，

６３７．５０

３０００９０．ＳＺ

盛运股份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３０．４０ －４．９４ １５５．００ ４

，

７１２．００

００２３５７．ＳＺ

富临运业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４１ －５．７４ ２３２．００ １

，

４８７．１２

６００３１３．ＳＨ

中农资源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７０ －４．２９ ８００．００ ５

，

３６０．００

６００３１３．ＳＨ

中农资源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７０ －４．２９ ４００．００ ２

，

６８０．００

３００３３９．ＳＺ

润和软件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７．９４ －９．８０ １４０．００ ２

，

５１１．６０

６００２０９．ＳＨ

罗顿发展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８．５５ －８．６５ ５００．００ ４

，

２７５．００

３００３３９．ＳＺ

润和软件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７．９４ －９．８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８．８０

００２４２８．ＳＺ

云南锗业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０．８５ －９．９６ ２００．００ ２

，

１７０．００

３００３３２．ＳＺ

天壕节能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０．５２ －９．９３ １７５．００ １

，

８４１．００

００２４４９．ＳＺ

国星光电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６．７５ －７．７９ ２０６．００ １

，

３９０．５０

３００３２２．ＳＺ

硕贝德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９．４９ －４．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９４９．００

００２５２９．ＳＺ

海源机械

２０１３－７－１９ １５．５７ １．１７ １５０．００ ２

，

３３５．５０

６００７０６．ＳＨ

曲江文旅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９．４５ －０．９４ １８８．００ １

，

７７６．６０

６０１９２９．ＳＨ

吉视传媒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７．００ －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２８．ＳＺ

新朋股份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５．９７ －５．８４ ３００．００ １

，

７９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５．ＳＨ

海螺水泥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４．４６ ０．４９ ５６．４０ ８１５．６０

６００７０６．ＳＨ

曲江文旅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９．５４ 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３３．９０

６０１９３３．ＳＨ

永辉超市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１．６０ －８．３７ ４６０．００ ５

，

３３６．００

６０１９３３．ＳＨ

永辉超市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１．６０ －８．３７ ３００．００ ３

，

４８０．００

００２３５５．ＳＺ

兴民钢圈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７．９３ －９．９９ １２５．００ ９９１．２５

００２３５５．ＳＺ

兴民钢圈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７．９３ －９．９９ ３３５．００ ２

，

６５６．５５

７

月以来减持规模较大的股票年内创业板月度净减持额统计

代码 名称

净买入股份数

合计（万股）

增减仓参考

市值（万元）

收盘价

７

月涨跌

幅（

％

）

市盈率

６０１９２８．ＳＨ

凤凰传媒

－１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７１１４．８４ １０．５９ ２７．３２ ３０．３３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１９２０．００ －７４３０９．３８ ２０．２９ １５．７４ ３４．０６

００２２１９．ＳＺ

独一味

－２２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７．３４ ２０．０５ ４．７０ ８３．０９

００２３１３．ＳＺ

日海通讯

－１６６０．００ －２９３８６．３４ ２０．７０ ２５．５３ ３７．１２

００２３７５．ＳＺ

亚厦股份

－８２５．８０ －２５９０８．２４ ２５．６６ －１６．６９ ２４．３２

００２３４８．ＳＺ

高乐股份

－３７３６．００ －２５６０９．４４ ６．２３ －４．０１ ４３．７２

００２０３８．ＳＺ

双鹭药业

－５４４．４０ －２４１６２．６２ ５７．５５ －１．７９ ５１．３７

３０００９０．ＳＺ

盛运股份

－７００．００ －２４０８９．８５ ３２．５５ ５．４１ ９６．０２

３０００２６．ＳＺ

红日药业

－６２１．５０ －２３７００．４６ ３７．７８ １１．３１ ５５．５８

３００３３２．ＳＺ

天壕节能

－１９３０．００ －２０６３５．６３ １１．３２ ７．５９ ３８．５８

３００２９５．ＳＺ

三六五网

－３０２．７５ －１８１２８．２９ ６０．５０ ４０．８３ ３１．８３

６０１９３３．ＳＨ

永辉超市

－１３７９．００ －１７３２４．４０ １１．８６ １．６３ ２７．６１

０００６６２．ＳＺ

索芙特

－２６１７．００ －１５０００．９３ ５．８０ －２．８５ ９４．２６

６００４９０．ＳＨ

中科合臣

－１２９５．５０ －１４７５０．４９ ９．８５ ８．４８ ５１．９５

６００７７３．ＳＨ

西藏城投

－１１７４．２０ －１２８４４．１４ １１．９１ １０．３８ ６７．７７

６０１０９９．ＳＨ

太平洋

－２２５８．３７ －１２５８２．２６ ４．８６ －３．００ １０８．８０

３００３３４．ＳＺ

津膜科技

－４２５．００ －１２４８９．０４ ２７．５９ ５．８８ ７８．８４

００２００６．ＳＺ

精功科技

－１７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８．９６ ７．１２ ２．３０ －１３．６８

３００００３．ＳＺ

乐普医疗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７０．０５ １０．８８ －３．２９ ２５．２０

００２２７３．ＳＺ

水晶光电

－５４４．５９ －１０８５７．５５ ２０．３６ １０．７１ ４７．４３

３００２１７．ＳＺ

东方电热

－８２８．７６ －１０５２０．２０ １３．１８ １４．１１ ３２．２２

００２０９５．ＳＺ

生意宝

－４１５．００ －９８９１．７０ ３５．９２ ７０．６４ １６３．７６

００２２３５．ＳＺ

安妮股份

－９００．００ －９２４８．０６ １０．９５ ２９．５９ ２１６．４４

６００３１３．ＳＨ

中农资源

－１３１４．１６ －９１４４．５１ ６．９１ ２．８３ １１０．３１

３００２２７．ＳＺ

光韵达

－６６８．００ －８７４０．５８ １４．５８ １１．２１ ８７．０４

００２３４１．ＳＺ

新纶科技

－４９７．８４ －８３８３．１８ １６．９８ ５．７３ ６７．２０

３００００６．ＳＺ

莱美药业

－４００．００ －８２３９．０２ ２０．８４ －５．４０ ６６．４７

００２２６３．ＳＺ

大东南

－１１７８．２４ －８０２１．１４ ５．９４ ６．５８ －５５．３８

００２４１０．ＳＺ

广联达

－４００．００ －７７５１．２３ ２２．００ １６．０３ ３５．３４

００２１１８．ＳＺ

紫鑫药业

－１０２５．００ －７５９８．２５ ７．１５ １．４２ ３７．９９

０００５１１．ＳＺ

银基发展

－１６７５．００ －７３８０．３７ ４．３１ －１．３７ １１４．９９

００２２５９．ＳＺ

升达林业

－１２５７．３７ －６７２２．９１ ６．５４ ４５．０１ ３１６．７５

００２６５７．ＳＺ

中科金财

－２８６．４６ －６６４８．４４ ２４．０７ ３６．９２ ４１．３０

３０００５３．ＳＺ

欧比特

－６０４．９９ －６３９８．２６ １０．２１ －３．６８ ９０．３２

００２１４１．ＳＺ

蓉胜超微

－７８０．００ －５６５５．３２ ６．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２７．２３

００２３５７．ＳＺ

富临运业

－８８５．００ －５６３１．２９ ６．８０ ４．７５ １５．３５

６００４８５．ＳＨ

中创信测

－６９１．００ －５４７４．７３ ７．９１ ５．８９ －３２．１２

００２０１６．ＳＺ

世荣兆业

－７００．００ －５３５２．４４ ７．０３ －２．３６ ７．８８

００２３９８．ＳＺ

建研集团

－３２５．１０ －４８８３．０１ １３．４８ －２．３２ １７．００

３００３３５．ＳＺ

迪森股份

－３１２．７１ －４５６８．３２ １４．８０ ５．５６ ５１．６９

年内月度净减持额统计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一周牛熊数据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还一度

创下

1156.09

点新高。如此的走势就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气冲天，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步入

5

年的熊途。在

2007

年，银行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判断个股

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仍然存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上市公司，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个股，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安居宝等个股。他们的业绩演变趋势可能并

不乐观。与此同时，他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以推测的是，高企的估值的确可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的瓶颈制约因素。更何况，在上周，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即量能持续放大，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显放缓，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持经济增长亟需提高效率与推动创新。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

使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代人工劳动。因此，

1980

年成为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根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

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受此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价

8

年涨

12

倍，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年收益率

47.6%

。

反观当前，我国现阶段国情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相似。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对低增长区域，中国核心制造业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两国分别支持、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工业机器

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

国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电子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浴、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展的迅猛时期，也就意

味着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升的状态。

所以，各路资金在近期加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能等个股涨幅居前，从而驱动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未来的产业空间值得期待。所以，强势行情有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国内手

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

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这些

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联网平台概念

股，生意宝、上海钢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此类个股在近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局，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然源源不断

地涌入，从而驱动着股价重心的上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毕竟互联网平台一旦搭建起来，就可以构建新的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

联就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品领域挺进，从而拓展公司的业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房地产投资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缩的预期。也

就是说，相关部门仍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以确保房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公司陆续停牌，筹划重大事项，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

地产上市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意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但奇怪的是，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个股在上周五更是

跳水，如此走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出现。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产股的态势。历史

走势也显示出，只要某行业或某个股，见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说明实力资金在借

机减持，说明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不看好。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这也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异动以

及一些“鬼城”相关报道的佐证。看来，房地产行业的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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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一周回眸

华数传媒连续飙升

华数传媒上周表现强势，后三个交易日连续逆市涨停，全周累计涨幅高达

49.56%

，位居全部

A

股涨幅榜首位。

江河创建上周下跌

17.25%

上周大盘震荡下行，江河创建累计下跌

17.25%

，成为当周跌幅最大的

A

股，上周五该股收报

74.80

元。

美都控股成交量环比猛增

59

倍

上周美都控股大幅冲高后回落，全周累计上涨

34.97%

，周成交量高达

4.15

亿股，环比猛增

5882.19%

，在全部

A

股中高居榜首。

建设银行市值减少

300

亿元

中国银行上周累计下挫

2.68%

，

A

股市值蒸发

300

亿元，成为同期市值减少额居前的股票。

富春通信上周大幅换手

142.35%

伴随大盘震荡，不少个股换手率大幅增加。富春通信上周换手率达到

142.35%

，成为两市同期换手率最高的股票。

华数传媒上周表现强势，后三个交易日连续逆市涨停，全周累计涨幅高达

49.56%

，位居全部

A

股涨幅榜首位。

江河创建上周下跌17.25%

■

一周回眸

华数传媒连续飙升

上周大盘震荡下行， 江河创建累计下跌

17.25%

， 成为当周跌幅最大的

A

股，上周五该股收报

74.80

元。

美都控股成交量环比猛增59倍

上周美都控股大幅冲高后回落，全周累计上涨

34.97%

，周成交量高达

4.15

亿股，环比猛增

5882.19%

，在全部

A

股中高居榜首。

建设银行市值减少300亿元

建设银行上周累计下挫

2.68%

，

A

股市值蒸发

300

亿元，成为同期市值减少

额居前的股票。

富春通信上周大幅换手142.35%

伴随大盘震荡， 不少个股换手率大幅增加。 富春通信上周换手率达到

142.35%

，成为两市同期换手率最高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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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创业板月度净减持额统计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７

月以来减持规模较大的股票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年内月度净减持额统计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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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交易异动的部分股票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上周部分大宗交易成交情况

7月大小非减持额激增

前三周净减持

60.77

亿元 超

6

月全月

□

本报记者 申鹏

7

月沪深股市总体呈现反弹

格局， 不过大小非减持额却快速

上升。统计显示，

7

月前三周，大小

非净减持额已经达到

60.77

亿元，

超过了

6

月全月。 若照此速度发

展，

7

月可能出现年内的第三个减

持高峰。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预

示未来市场走势并不乐观。

7月前三周净减持额超6月全月

据

Wind

数据显示，

7

月前

3

周

共有

188

只股票出现重要股东持

股变动， 其中获增持的股票有

59

只，合计增持股份数量

2.35

亿股，

增持金额估算为

16.09

亿元；遭减

持的股票有

129

只，合计数量

6.18

亿股， 减持规模估算为

76.86

亿

元。 整体来看， 净减持金额为

60.77

亿元。 这一数字超过了

6

月

全月的

55.81

亿元。

市场人士指出， 如果照当前

的速度发展，

7

月净减持规模可能

达到

90

亿元， 为年内第三个减持

高峰。

从上半年的大小非减持情况

来看，

1

月到

6

月的月度净减持额

分别为

97.93

亿元、

65.83

亿元、

83.80

亿元、

21.71

亿元、

228.71

亿

元和

55.80

亿元， 合计为

553.78

亿

元。而

2012

年全年，大小非的净减

持规模为

398.27

亿元。

由数据可以看到， 今年上半

年大小非减持股票的力度空前。

结合股票市场表现来看， 上半年

尤其是前

5

个月，沪深股市运行重

心抬高， 令大小非有机会在相对

高位抛售股票。

1

月和

5

月是两个

明显的抛售高峰， 这两个月上证

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中， 运行区

间在

2200

点上方。

5

月的巨量减持具有相当明

确的指示意义， 当月减持额占到

上半年的

40%

，而

6

月上证指数大

跌，一度击穿

1900

点整数关口。由

此来看， 大小非对于市场具有极

高的敏感性。

正因如此，

7

月可能出现的减

持高峰也同样值得注意， 尽管当

前上证指数的绝对点位较低，但

如果大小非在此区间仍然大量减

持， 那么可能意味着市场重心将

进一步下移。

创业板减持高峰已过

创业板股票的持续上涨自二

季度以来就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

关注， 看多者与看空者均大量存

在， 分歧严重。 从大小非的态度

看，

5

月创业板净减持规模为

51.48

亿元， 此后的

6

、

7

两月逐步回落，

分别为

26.11

亿元和

16.82

亿元。

创业板上半年的总减持金额

为

241.20

亿元， 大大超过

2012

年

全年

93.78

亿元的水平。 产生这一

减持高峰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

方面， 一是

2009

年四季度上市的

创业板股票大非解禁， 叠加了

2011

年新股上市高峰期的小非解

禁， 但由于

2012

年

12

月之前行情

低迷，很多大小非承诺延期减持，

使得减持潮向后推了大约半年时

间； 二是今年上半年创业板行情

很好，尤其是二季度，指数涨到了

1000

点上方， 这增加了大小非的

套现冲动。

从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来看，

5

月的大量减持并未制造出指数的

顶部， 这要归功于二级市场投资

者对于成长股的高度热爱。 实际

上，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市

场中除了成长股以外也的确没有

太多值得投资的品种。 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

1

月创业板股票的净减

持额为上半年的高峰， 很多大小

非减在了创业板行情底部。

不过， 产业资本的态度毕竟

不能忽视。 高估值压力究竟能不

能以业绩化解？ 短期的高增速能

否长期化？ 也是创业板股票所面

临的重大考验。

从个股来看，

7

月前三周只有

6

只创业板股票获得了增持，其中

东方财富和飞利信增持金额在千

万元级别， 但增持者并非产业资

本，而是基金，因增持后触及

5%

的“举牌线”而被视作重要股东。

减持方面，东方热电、乐普医疗、

津膜科技、三六五网、天壕节能、

红日药业、 盛运股份等个股的减

持规模都超过了

1

亿元。

创业板指勇创

1156.09

点新高

创业板指在上周五虽然受上

证指数午后跳水的影响而有所走

低，但是就上周全周走势来看，依

然强劲。不仅仅体现在个股行情，

而且还体现在创业板指在上周五

一度创下

1156.09

点新高。 如此的

走势说明了当前市场主流资金的

投资偏好依然是减持传统产业

股，增持新兴产业股。

但是，股票市场中，强势股不

可能持续强势。

2000

年网络股牛

气冲天， 最终还是在

2001

年之后

步入

5

年的熊途。 在

2007

年，银行

股、钢铁股也牛气十足，但最终还

是在

2008

年略有反弹之后再度步

入慢慢熊途。如此的走势在提醒着

市场参与者，这个市场没有只涨不

跌的股票，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

票。而估值高企与产业趋势的确是

判断个股行情演绎的核心要素。

反观当前创业板指， 仍然存

在一大批与传统产业密切相关的

上市公司， 比如铁路基建产业链

个股， 甚至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

安居宝等个股。 他们的业绩演变

趋势可能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他

们的估值也较为高企。既如此，可

以推测的是， 高企的估值的确可

能会成为创业板指后续行情演绎

的瓶颈制约因素。 更何况， 在上

周， 创业板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了量价背离的态势， 即量能

持续放大， 但指数的上升幅度明

显放缓， 上周五午后更是冲高受

阻回落。所以，不排除本周创业板

指进入到调整状态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据资料显示，上个世纪

70

年

代末， 日本步入工业化后期，维

持经济增长亟须提高效率与推

动创新。 与此同时，

80

年代人口

增长率低于

0.8%

，劳动力短缺使

制造业用人成本快速上升，促使

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补充和替

代人工劳动。 因此，

1980

年成为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元年。 根

据日本机器人协会的统计数据，

工业机器人销售额由

1980

年的

769

亿日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3023

亿日元，复合增长率

31.5%

。 受此

驱动，工业机器人巨头发那科股

价

8

年涨

12

倍 ， 年收益率为

37.8%

；安川电机股价

5

年涨

6

倍，

年收益率为

47.6%

。

反观当前， 我国现阶段国情

与日本上个世纪

80

代初期较相

似。 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比较，

GDP

增速均进入了相

对低增长区域， 中国核心制造业

地区人均

GDP

约为

1

万美元，日本

人均

GDP

为

0.97

万美元；人口增速

均低于

1%

，都面临着劳动力短缺

和制造业用人成本上升； 两国分

别支持、 引导和鼓励工业机器人

行业发展；均有本币升值的压力；

工业机器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密

度分别为

29

台

/

万人和

32

台

/

万人。

因此中国（

2012

）与日本（

1980-

1981

）在经济、人口、国家政策、国

际环境和市场普及程度上都较为

相似。与日本

80

年代初类似，我国

工业机器人正逐步由汽车、 电子

产业向机械加工、塑料、轮胎、卫

浴、 化工和食品加工等领域扩展

与深化。所以，越来越多的业内人

士认为这两年将是我国机器人发

展的迅猛时期， 也就意味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尚处在旭日初

升的状态。

所以， 各路资金在近期加

大了对机器人概念股的配置力

度，机器人、秦川发展、三丰智

能等个股涨幅居前， 从而驱动

着智能机器人指数大涨

9.28%

。

且由于机器人产业的确契合了

我国人口发展脉络， 未来的产

业空间值得期待。 所以，强势行

情有望延续。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近期互联网产业爆出惊人信

息，百度以

19

亿美元收购

91

无线，

进而牵引着游资热钱改变投资方

向。

91

无线并非手游内容商，但

91

无线却因为移动互联网入口成为

国内手游行业最大的手游

APP

下

载和推广平台，这与腾讯

1.3

亿元

参股顺网科技的投资逻辑有异曲

同工之妙。

91

无线和顺网科技的

共同点均是自身不生产内容，但

为内容方提供用户和推广渠道。

这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

注。因为未来游戏内容商的毛利率

总体上会不断下降，毕竟手游内容

产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环境，而互联

网平台却相对集中在几家寡头上，

这些寡头企业利用强大的渠道能

力和流量入口获取更高的游戏收

入分成比例。百度等产业资本大鳄

的投资逻辑已开始惊醒

A

股市场

参与者，如此就驱动着热钱涌向互

联网平台概念股，生意宝、上海钢

联等诸多拥有互联网平台概念股

的个股涨幅居前，其中，龙头股的

上海钢联一周大涨

31.7%

。

就目前来看， 此类个股在近

期的强势行情仍有望进一步延

续。一方面是因为惯性的作用，此

类个股大多进入到了主升浪的格

局， 从而意味着后续跟风买盘仍

然源源不断地涌入， 从而驱动着

股价重心的上移。 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此类个股的上涨也确实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毕竟互联网平台

一旦搭建起来， 就可以构建新的

业务发展方向。比如，上海钢联就

意图在巩固钢材网上交易竞争优

势的同时， 积极向煤炭等大宗商

品领域挺进， 从而拓展公司的业

务成长空间。由此可见，此类个股

短线强势行情仍可期待。

房地产指数上周下跌

4.27%

众所周知， 房地产投资仍然

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

量。所以，随着经济增长保底观点

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认

可房地产投资力度并不会迅速萎

缩的预期。也就是说，相关部门仍

然会出台一系列政策， 以确保房

地产投资趋势的延续。其中，关于

房地产商融资放宽的预期更佐证

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近期房地产上市

公司陆续停牌， 筹划重大事项，

新湖中宝、金丰投资、中天城投

等个股相继发布停牌公告，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房地产再融资

的确有望开闸，对于房地产上市

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意

味着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营有

望获得新的资本支持。 但奇怪的

是， 房地产股却见利好持续减

持，上周持续下跌，保利地产等

个股在上周五更是跳水，如此走

势颇让人不解。

对此，有观点指出，这可能

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开始

出现。 否则，也不会在行业面临

如此重大利好的刺激下，出现如

此大批量的长线资金套现房地

产股的态势。 历史走势也显示

出， 只要某行业或某只个股，见

利空而不跌，往往说明背后有看

不见的实力资金在支撑，也意味

着后续有超预期的利好在支撑。

相反，如果见利好而下跌，往往

说明实力资金在借机减持，说明

实力资金对行业或个股的前景

不看好。 所以，房地产股在上周

末的如此走势，可能意味着房地

产股的长期走势值得担忧。 这也

得到了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

格异动以及一些“鬼城”相关报

道的佐证。 看来，房地产行业的

确面临着微妙的变局，建议投资

者谨慎操作。

（金百临咨询 秦洪 执业证

书编号

A121020809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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