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借道大宗交易布局趋势隐现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进入8月以来，市场复杂多变，主线变化和风格变化明显加快。 在这样的环境下，A股市场大宗交易活跃，并成为观察机构新动向的窗口。 统计数据显示，8月以来，机构在医药、半导体、食品饮料等行业上市公司的大宗交易方面表现积极。 不过，在上述大宗交易中，机构有买有卖，主线比较模糊。

明星公司现多笔大宗交易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6日，8月以来，A股市场合计发生1796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20.89亿股，合计成交金额约为285.46亿元。 大宗交易整体保持活跃态势。

在8月以来的大宗交易中，不乏市场关注的明星公司。例如，半导体领域的中芯国际、中微公司等均在8月以来发生多笔大宗交易。其中，中芯国际合计发生14笔大宗交易，累计成交1047.93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4.36亿元。中微公司合计发生50笔大宗交易，累计成交469.89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5.91亿元。

畜牧养殖领域的牧原股份、正邦科技等，也在8月以来发生多笔大宗交易。 其中，牧原股份在8月以来发生3笔大宗交易，累计成交980.07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5.48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8月16日牧原股份发生一笔960万股的大宗交易，成交金额高达5.37亿元。 正邦科技8月发生12笔大宗交易，累计成交1047.49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5524.14万元。

此外，医药领域也有多家上市公司近期频现大宗交易。 例如，药明康德在8月以来发生12笔大宗交易，累计成交175.40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1.6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的公布，相关公司的大宗交易明显更趋活跃。 以中微公司为例，公司在8月10日晚间发布半年报，8月11日公司发生了4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25.60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3584.00万元。

机构积极出手

在大宗交易中，机构专用席位的动向引人关注。 数据显示，8月以来，机构在大宗交易中表现活跃，医药、半导体、食品饮料等行业个股成为机构大宗交易积极出手的对象。

具体来看，截至8月16日，8月以来机构专用席位共出现在282笔大宗交易的买方席位，合计成交2.85亿股，成交总金额约48.53亿元。 从单笔成交金额来看，倍杰特、厦钨新能、东方雨虹、长江证券、云铝股份等公司，都出现了机构专用席位大手笔买入的情况。 从具体公司来说，正邦科技、完美世界、厦钨新能、盟升电子、东方雨虹等，在机构专用席位均出现多次大宗交易买入。 有意思的是，8月以来，ST洲际被机构专用席位大手笔买入，合计发生6笔大宗交易，合计成交300.00万股，成交总金额为663.00万元。

截至8月16日，8月以来机构专用席位共出现在207笔大宗交易的卖方席位，合计成交1.99亿股，成交总金额约为31.78亿元。 从单笔成交金额来看，海正药业、海亮股份、东方雨虹、长江证券、贵州茅台等公司，均出现机构专用席位大手笔卖出的情况。 从具体公司来看，中芯国际、雅博股份、华峰测控、贵州茅台、东方雨虹等，都出现了机构专用席位多次大手笔卖出的情况。

市场或延续震荡

广发基金认为，近期A股市场呈现调整走势，期间小盘成长板块逆势上行。 风格层面，在当前政策侧重中小企业、新能源需求外溢、信用利差收敛的背景下，小盘股占优的市场风格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受益于流动性宽松，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的小盘成长股相对更具优势。

一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在今年下半年估值难以明显扩张的情况下，相对景气是选择布局方向的重要依据。 建议自上而下结合小盘成长风格和高景气产业链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市场环境。 具体来看，在高端制造里的光伏、风电、储能、汽车等领域，做“市值下沉”依旧是值得关注的策略方向。 此外，可以关注部分长期增长空间大、股价经过调整处于相对低位，同时行业景气存在边际变化的行业。

富荣基金指出，短期市场可能偏震荡为主，成长板块尤其是高景气板块仍是关注的重点。成长赛道如军工、光伏、半导体等板块，经济复苏预期下的汽车零部件以及医药、消费等板块值得关注。

平安基金建议，可围绕以下四个方向配置：内外需强劲的能源替代，如风电、光伏、储能等领域的机会较为明确；制造业景气产业链，如内需较强的新能源车、电池等板块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创新驱动下的供给创造需求，如新兴技术的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向；受益于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的半导体、软件、军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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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踏上高质量发展通衢大道

（上接A01版）作为国民经济的

“顶梁柱”与“压舱石” ，国资央企尽

显本色与担当。

敢啃“硬骨头”

深层次改革破冰破局

105人次竞聘51个岗位， 有4个

岗位分别超6人竞争，这是中海油研

究总院三项制度改革的竞聘现场。

“竞聘让青年骨干有了奔头，干

部队伍结构明显优化，‘年轻态’ 水

平大幅提升。 ” 中海油研究总院一位

负责人表示。

十年来， 国企改革瞄准痛点难

点，迎难而上，在短板弱项、体制机制

上实现更深层次破冰、破局。

一方面， 破除利益固化藩篱，

“真刀真枪” 推改革。 比如，深化三

项制度改革， 推动三能机制更大范

围、 更深层次落地见效———围绕能

上能下， 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

制和契约化管理；围绕能进能出，加

快实施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末等调

整和不胜任退出等市场化用工制

度；围绕能增能减，推动完善按业绩

贡献决定薪酬的分配机制。又比如，

推动中长期激励政策工具广泛应

用，上百家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

200家科技型企业实施了股权和分

红激励。

37岁的中海油国贸新加坡公司

原油贸易高级主管于伟，因为业绩和

业务能力出色， 成功竞聘销贸总监。

“海外业务市场化管理导向更加鲜

明，在团队组建、业绩考评和薪酬体

系方面， 销贸总监将有更多自主权，

创新创效空间更大了。 ” 于伟说。

另一方面，破解“叠床架屋” ，着

力改出新机制。

目前，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

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力促进了经

营机制转换。 2013年以来，国有企业

改制重组引入各类社会资本超过2.5

万亿元。 目前，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

企业所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

比分别超过70%和54%。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持续引入持股比例5%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70%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有外部投资者派出的董事。一大批

企业以混促改，完善公司治理，提高

规范运作水平，深度转换机制，活力

和效力显著提高。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2020年江航装备成功登陆科

创板， 成为国家混改试点中登陆科

创板第一家企业， 为军工企业从混

改到上市作出了全流程探索， 上市

当天市值达净资产的23倍， 国有资

产大幅增值。

事实上，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已成

为国企改革加速破局的重点方向。

国资委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企

业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户数占全市

场的7.2%，贡献了全市场37.1%的营

业收入、31.0%的净利润、23.3%的现

金分红。 2020年以来，国资系统共有

38户企业在主板上市，51户企业在

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上市，直接融

资2574亿元。

“下一步要继续加大优质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力度，必要的也可单独

上市。稳妥探索符合条件的多板块上

市公司分拆上市。 ” 国资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翁杰明说。

通过持续深化国企改革，一批企

业加速成长， 一批企业浴火重生。

202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

从2012年的65家增加到96家， 在船

舶、钢铁、能源、建筑、水运、装备制造

等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行业领军企业。

转向“管资本”

投资运营激发新动能

鞍钢重组本钢、组建中国电气装

备集团……在一项项备受关注的重

大项目中，中国国新、中国诚通的身

影频频出现。 这是国资监管加快向

“管资本”转变的一个缩影。

2014年7月以来，国资委先后在

央企层面改组组建了中国国新、中国

诚通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及国

投、 招商局集团等三批共19家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国

新、中国诚通聚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

资本和国有企业，以资本引擎点燃国

有经济新活力。

“目前，中国诚通已形成国有企

业结构调整、混合所有制改革两只国

家级基金和债转股专项基金等，总规

模超过6500亿元的基金体系， 累计

投资项目190余个， 投资金额超过

1500亿元， 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提供了资本动能。 ” 中国诚

通党委书记、 董事长朱碧新表示，中

国诚通将努力成为服务国资央企高

质量发展的“改革工具箱” ，着力打

造对党绝对忠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中国国新则聚焦支持中央企业

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走出去” 打

造投资生态圈，积极发挥基金培育孵

化等功能， 全力打造国资运营升级

版。 中国国新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渝

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国新累计向

中央企业投入资金超过7000亿元。

截至2022年6月底，累计投资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项目236个、金额2751

亿元，实现9个子领域覆盖。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正提速

扩围。 目前，中国宝武、国投、招商局

集团、华润集团和中国建材5家企业

已正式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航空

工业集团、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

等12家企业继续深化试点。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宝武等5家

企业在转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后，将

转向以产业资本投资为主。

不仅如此，国资监管也在加快变

革，“授权”“放权” 是两大关键词。

印发实施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

变的实施意见，动态完善监管权力和

责任清单，出台授权放权清单，对国

资委内设机构职能进行再优化、再调

整，近年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有力

推动监管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不

断提高。

回顾过去十年， 国企改革从改

革元年次第花开， 到关键之年纵深

推进， 再到收官之年击楫勇进……

历史的时空中镌刻下清晰的改革路

径， 时代的大潮里激荡着强劲的改

革动力。在新的赶考路上，国资央企

破浪前行， 必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

机构借道大宗交易布局趋势隐现

进入8月以来，市场复杂多变，主线变化和风格变化明显

加快。 在这样的环境下，A股市场大宗交易活跃，并成为观察

机构新动向的窗口。 统计数据显示，8月以来，机构在医药、半

导体、 食品饮料等行业上市公司的大宗交易方面表现积极。

不过，在上述大宗交易中，机构有买有卖，主线比较模糊。

● 本报记者 万宇 徐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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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公司现多笔大宗交易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16日，8

月以来，A股市场合计发生1796笔大宗

交易，合计成交20.89亿股，合计成交金

额约为285.46亿元。大宗交易整体保持

活跃态势。

在8月以来的大宗交易中，不乏市场

关注的明星公司。例如，半导体领域的中

芯国际、中微公司等均在8月以来发生多

笔大宗交易。其中，中芯国际合计发生14

笔大宗交易， 累计成交1047.93万股，合

计成交金额为4.36亿元。 中微公司合计

发生50笔大宗交易， 累计成交469.89万

股，合计成交金额为5.91亿元。

畜牧养殖领域的牧原股份、正邦科

技等， 也在8月以来发生多笔大宗交

易。 其中，牧原股份在8月以来发生3笔

大宗交易，累计成交980.07万股，合计

成交金额为5.4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8

月16日牧原股份发生一笔960万股的

大宗交易，成交金额高达5.37亿元。 正

邦科技8月发生12笔大宗交易，累计成

交 1047.49万股， 合计成交金额为

5524.14万元。

此外，医药领域也有多家上市公司

近期频现大宗交易。例如，药明康德在8

月以来发生12笔大宗交易， 累计成交

175.40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1.6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市公司半年

报的公布，相关公司的大宗交易明显更

趋活跃。 以中微公司为例，公司在8月

10日晚间发布半年报，8月11日公司发

生了4笔大宗交易， 合计成交25.60万

股，合计成交金额为3584.00万元。

机构积极出手

在大宗交易中，机构专用席位的动

向引人关注。 数据显示，8月以来，机构

在大宗交易中表现活跃，医药、半导体、

食品饮料等行业个股成为机构大宗交

易积极出手的对象。

具体来看，截至8月16日，8月以来

机构专用席位共出现在282笔大宗交

易的买方席位， 合计成交2.85亿股，成

交总金额约48.53亿元。 从单笔成交金

额来看，倍杰特、厦钨新能、东方雨虹、

长江证券、云铝股份等公司，都出现了

机构专用席位大手笔买入的情况。从具

体公司来说，正邦科技、完美世界、厦钨

新能、盟升电子、东方雨虹等，在机构专

用席位均出现多次大宗交易买入。有意

思的是，8月以来，ST洲际被机构专用

席位大手笔买入，合计发生6笔大宗交

易，合计成交300.00万股，成交总金额

为663.00万元。

截至8月16日，8月以来机构专用

席位共出现在207笔大宗交易的卖方

席位，合计成交1.99亿股，成交总金额

约为31.78亿元。从单笔成交金额来看，

海正药业、海亮股份、东方雨虹、长江证

券、贵州茅台等公司，均出现机构专用

席位大手笔卖出的情况。从具体公司来

看，中芯国际、雅博股份、华峰测控、贵

州茅台、东方雨虹等，都出现了机构专

用席位多次大手笔卖出的情况。

市场或延续震荡

广发基金认为，近期A股市场呈现

调整走势， 期间小盘成长板块逆势上

行。 风格层面，在当前政策侧重中小企

业、新能源需求外溢、信用利差收敛的

背景下，小盘股占优的市场风格可能还

会持续一段时间。 受益于流动性宽松，

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的小盘成长股相

对更具优势。

一位公募基金人士表示，在今年下

半年估值难以明显扩张的情况下，相对

景气是选择布局方向的重要依据。建议

自上而下结合小盘成长风格和高景气

产业链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市场环境。具

体来看，在高端制造里的光伏、风电、储

能、汽车等领域，做“市值下沉”依旧是

值得关注的策略方向。 此外，可以关注

部分长期增长空间大、股价经过调整处

于相对低位，同时行业景气存在边际变

化的行业。

富荣基金指出， 短期市场可能偏震

荡为主， 成长板块尤其是高景气板块仍

是关注的重点。 成长赛道如军工、光伏、

半导体等板块， 经济复苏预期下的汽车

零部件以及医药、消费等板块值得关注。

平安基金建议，可围绕以下四个方

向配置：内外需强劲的能源替代，如风

电、光伏、储能等领域的机会较为明确；

制造业景气产业链，如内需较强的新能

源车、 电池等板块及其上下游产业链；

创新驱动下的供给创造需求，如新兴技

术的机器人、新型储能等方向；受益于

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的半导体、 软件、

军工领域。

医药板块风平浪静 “孤勇者”悄然布局

●本报记者 余世鹏

医药板块的调整态势仍在持续，但在

近日迎来部分基金经理逆势布局。 公募人

士直言，在增量市场里面永远都有阿尔法

机会，下半年医药行业有望迎来较好的投

资窗口期， 短期内更多的是结构性机会，

尤其看好创新药及CXO领域。

配置意愿不强

Wind数据显示， 自4月27日市场反

弹以来，截至7月初，医药指数曾有一波

约20%的涨幅，但随后开始回落。截至8月

18日，8月以来医药指数以及相关主题基

金产品净值延续了箱体震荡态势。

公募持仓方面，中信证券医药研究团

队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在全

部基金中， 医药股持仓占比为10.3%，同

比及环比分别下降4.58个百分点、1.53个

百分点。 主题医药基金中，医药股的持仓

占比为96.95%。 若扣除医药主题基金因

素， 公募整体医药股持仓占比为6.03%，

同比及环比分别下降4.29个百分点、0.73

个百分点，为2013年以来历史最低水平。

融通医疗保健基金经理蒋秀蕾表示：

“过去10年医药板块的机构持仓中， 配置

意愿明显低迷的大概有4个时间段： 一是

2010年三季度至2011年一季度，二是2014

年一季度至2014年四季度，三是2016年三

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四是2021年二季度

至今。 ”蒋秀蕾认为，2021年二季度至今的

低迷，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前期整个医药板

块涨得比较多，需要消化过高的估值，另一

方面是近两年市场焦点更多放在新能源赛

道上，医药行业的热度有所降温。

已有逆势布局者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在估值降低

的背景下，已有基金经理逢低逆势布局医

药板块。

近日派林生物发布的 《关于回购股

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显示， 截至7月5

日，冯柳管理的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持

有830万股派林生物， 持仓市值超过1.88

亿元，为派林生物第9大流通股东。 7月13

日，冯柳持股数量增至1430万股，持仓市

值超过3亿元。 二季度以来，冯柳已累计

耗资3亿元买入派林生物。

此外，Wind数据显示， 自2020年一

季度起，陈皓管理的易方达科讯、易方达

均衡成长、易方达科翔等多只基金产品多

次出现在派林生物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

之中。 截至7月13日，近两年易方达均衡

成长共有7个季度出现在派林生物前十

大流通股东名单之列。 截至今年二季度

末， 易方达均衡成长仍持有派林生物

760.01万股， 持仓市值超过1.66亿元，派

林生物也是该基金的第7大重仓股。

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重仓

医药股的数量为207只。 基金持有数最多

和持有市值规模最大的前三只股票，均为

药明康德、迈瑞医疗、爱尔眼科。从持股占

流通股比例来看，2022年二季度末基金持

仓占流通股比例前三名的股票分别为九

洲药业、采纳股份、泰格医药。

具有结构性机会

“不必对医药行业过于悲观，在增量

市场里面永远都有阿尔法机会。 ”融通健

康产业基金经理万民远表示，医药行业的

基本面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长期趋势不用

悲观，但短期整个行业的贝塔机会尚不明

显，更多的是结构性机会。“首先，未来两

年大市值公司基本面很难超预期，二级市

场上的表现也很难超预期， 尤其是CXO

领域，基本面很难有特别亮丽的表现。 其

次，在全球收紧流动性的背景下，尽管国

内流动性暂时还比较充裕，但很难期待流

动性推动估值的提升。 ”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研究管理部总

监王大鹏表示，医药板块不仅具有消费属

性，还兼具成长属性，行业景气度依然较

高。 就细分赛道而言，王大鹏表示看好创

新药及CXO领域。“目前，CXO行业的内

外需求依然十分旺盛，预计未来5年CXO

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在25%以上，不仅

全球药物研发投入和销售额将持续增长，

国内大型药企和中小型公司也在加大对

创新药领域的投入力度。 这对国内CXO

行业的发展构成了支撑。 ”

博时基金权益投资三部基金经理张

弘称， 未来医药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向：一是医疗消费，包括中药消费品、个人

护理等， 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标准，

此类消费的崛起会带来整个医药行业的

机会； 二是需要关注科技创新的含量，或

者是一些国产替代配套的产业，比如中高

端制造、精密制造等；三是中国医药制造

优势，如CXO里面的CDMO细分领域，包

括原料药和简单耗材等。

培育钻石璀璨生辉 基金提前埋伏获丰收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见习记者 赵若帆

培育钻石板块持续“闪耀” 。 Wind

数据显示，自4月底市场反弹以来，截至8

月18日收盘， 培育钻石指数涨幅接近翻

倍。 板块中多只个股4月底以来累计涨幅

均超过90%。

信达澳亚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

产品早已介入培育钻石板块，板块强势已

成为这些基金产品业绩的重要推手。 此

外， 私募基金与社保基金也积极入场，推

升了培育钻石板块的市场热情。

板块强势上涨

在行业高景气度和市场需求推动下，

培育钻石板块近期强势上涨。 Wind数据

显示，自4月27日市场反弹以来，培育钻

石指数累计涨幅超98%。 力量钻石、中兵

红箭、国机精工、沃尔德等个股累计涨幅

均超过90%。

Wind数据显示， 自4月27日市场触

底反弹以来，截至8月18日，培育钻石龙

头力量钻石股价累计涨幅达92.59%，股

价最高触及246元。 该公司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公司净利润2.39亿元， 同比增长

121.39%。

不少身处行业中游的超硬材料制造

公司也表现强势。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

生产商中兵红箭股价自4月27日以来已

然翻倍。 中兵红箭在业绩预告中表示，超

硬材料行业景气度持续高企，工业用金刚

石及培育钻石整体仍处于产销两旺阶段，

预计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65亿元

至 7.1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3.41% 至

118.71%。

同样是生产超硬材料的四方达和黄

河旋风也有较大涨幅， 自4月27日以来，

两只个股股价分别累计上涨96.68%、

43.78%。 黄河旋风在业绩预告中表示，

2022年公司持续优化主营业务超硬材料

产品结构，使得主营业务产品盈利能力获

得较大提升，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050万元，同比增长194.20%。

成基金产品业绩推手

作为市场“后起之秀” ，培育钻石板

块早已被部分基金公司看好，也成为了部

分基金产品业绩上涨的重要推手。

以黄河旋风为例， 自2021年一季度

起，该股前十大流通股东中便出现了杨金

金管理的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的身

影。 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也从

2021年三季度起开始重仓持有该股，截

至2022年一季度末， 信澳匠心臻选两年

持有期混合仍位列黄河旋风第六大流通

股东。

信达澳亚基金旗下的信澳周期动力

混合和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一

直对培育钻石板块个股青睐有加。信澳周

期动力混合自2021年三季度起已将黄河

旋风配置为前十大重仓股之一。 到2021

年四季度，这只基金前四大重仓股分别为

黄河旋风、中兵红箭、国机精工和四方达，

均为培育钻石板块个股； 截至2022年二

季度末，中兵红箭和黄河旋风依然位列该

基金前两大重仓股。

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合2021

年三季度的十大重仓股中出现了黄河旋

风的身影。 2021年四季度，该基金前十大

重仓股中， 培育钻石板块个股有4只，黄

河旋风位列第一大重仓股， 国机精工、中

兵红箭、四方达分列第四、第五、第六大重

仓股。 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中兵红箭、

黄河旋风、国机精工仍位列该基金前十大

重仓股。

2022年基金二季报显示， 信澳周期

动力混合和信澳匠心臻选两年持有期混

合两只产品二季度净值增长率均超12%，

大幅跑赢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机构加速布局

行业高景气和良好的业绩预期也让

不少机构资金加速布局培育钻石板块。

Wind数据显示，中兵红箭、力量钻

石、四方达等8只培育钻石板块个股被多

只基金重仓持有。 其中，中兵红箭和力量

钻石分别被73只、14只权益类基金纳入

前十大重仓股。

2022年一季度中兵红箭机构投资者

前十位中有3家基金公司。 根据公募基金

披露的二季度报告统计， 与一季度相比，

二季度该股前十大机构投资者中，新增了

建信基金、富国基金、泰康资管、中融基

金、 鹏华基金和长城基金等多家基金公

司。建信基金、国泰基金、景顺长城基金和

信达澳亚基金均持股超1000万股。

培育钻石板块同样受到了私募基金

的青睐。 除了公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也对

培育钻石板块兴趣十足。此前的一季报数

据显示，沃尔德、中兵红箭、晶盛机电和国

机精工等多只个股分别被社保基金持有

391.79万股、1253.14万股、1258.46万股、

1635.31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