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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只

截至3月27日，券商2023年以来总计

调研1394只个股，覆盖了31个行业板块。

上述个股中，属于医药生物行业的有171

只，数量居首。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758.04 1770.87 1755.68 1762.22 1762.25 7.75 0.44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347.05 1356.88 1345.24 1350.25 1350.28 5.94 0.44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3169.06 — -14.57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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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38 1148.33 1138.04 1143.69 -0.01 1143.61

易盛农基指数 1375.71 1384.98 1374.1 1380.93 0.02 13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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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注册制交易业务全网测试进展顺利

券商力保系统稳定上线

●本报记者 李梦扬

3月27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券商

获悉，全面注册制交易业务全网测试进展顺

利，交易系统满足各项测试指标要求。 浙商

证券首席信息官黄玉锋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注册制交易业务全网

测试结果符合预期。根据沪深交易所测试方

案，公司已完成全业务覆盖测试，累计完成

业务测试委托笔数近600万笔。目前，全面注

册制网上发行业务相关技术系统已于3月20

日正式上线， 并于3月27日正式启动全面注

册制网上发行业务。

交易系统满足各项测试指标要求

据日前沪深交易所公告，沪市、深市全

面实行注册制交易业务全网测试分别于3月

25日、3月25日至3月26日展开。

3月2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全面注

册制交易业务全网测试进展顺利。关于后续

相关技术系统上线安排，有券商相关业务负

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已申请需要进行全面注

册制交易业务的第三轮测试，预计在第三轮

全网测试后，沪深交易所还将安排一次通关

测试。

民生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全面注

册制交易业务全网测试正常完成。本次测试

公司安排了集中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

投资交易系统、机构柜台系统、专业化交易

系统等共计12套系统参加业务测试，完成了

注册制股票新股申购、首日上市交易、市价

交易、大宗交易等业务测试。

黄玉锋表示：“公司为了验证各系统容

量，对核心系统做了压力测试验证，充分评

估系统容量情况。 ”

“公司10余套系统参加了全面注册制

交易业务全网测试， 测试功能数量接近

500个，测试过程一切顺利，交易系统满足

各项测试指标要求。 ” 中泰证券相关业务

负责人说。

东北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目前涉

及全面注册制改造的相关系统均已参加沪

深交易所组织的相关测试。

在分工协调方面， 中泰证券相关业务

负责人表示，由于全面注册制测试跨度长、

涉及系统多、功能范围广，公司业务、技术

各部门密切配合， 对全网测试工作进行了

分工。 据黄玉锋介绍，公司其他部门积极主

动配合业务验证， 外部开发商亦积极关注

并改进其系统的待优化功能， 协调难度整

体可控。

全力以赴完成后续测试

关于后续相关技术系统上线安排，黄

玉锋透露， 目前公司已申请需要进行全面

注册制交易业务的第三轮测试。 后续公司

将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进行相关测试，正

式上线系统。

东北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称，公司全面

注册制专项推进工作组高度重视测试工作，

经过两次全网测试验证，公司相关系统已满

足全面注册制业务需要，后续将按计划参加

沪深交易所组织的相关工作， 做好充足准

备，全力保证系统稳定上线。

根据新股发行安排，首批10只主板注册

制新股于本周进行网上网下申购。 具体来

看，中重科技、登康口腔在3月27日进行网上

网下申购；中电港、常青科技、中信金属、海

森药业在3月28日开启“打新” ；柏诚股份、

江盐集团、南矿集团、陕西能源在3月29日进

行申购。

中信建投证券提醒，投资者要注意“主

板注册制股票” 打新规则调整。例如，沪市主

板网上投资者新股申购单位由1000股调整

为500股；注册制下主板新股上市前5个交易

日无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起，日涨跌幅

限制保持10%不变。

“全面注册制下， 新股发行定价市场

化，投资者参与注册制股票‘打新’ 需要注

意新股的质量和风险，对发行新股的企业情

况进行分析和评估。 ” 民生证券相关业务负

责人说。

2月份净利润遭遇“滑铁卢”

期货公司做强多元业务刻不容缓

●本报记者 张利静

2月份， 在国内期货期权交易活跃度升

温之际，期货公司净利润却意外大幅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 在传统经纪业务为主模

式的背景下， 期货市场成交量与期货公司利

润往往呈正相关关系。 但目前行业已进入多

元业务贡献收益时期， 其它业务收入对利润

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期货公司需发力做强多

元业务，增厚利润。

期货公司净利润下滑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2

月全国150家期货公司实现净利润4.53亿元，

为2020年5月以来最低，同比下降57.15%，环

比下降41.11%。 2月份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

交量为540870330手，成交额为409569.5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26.69%、16.88%，环比分别

增长35.89%、36.36%。

“传统意义上看， 期货市场成交量与期

货公司利润往往呈正相关关系， 但由于行业

已经进入多元业务贡献收益时期， 因此行业

利润受到其它方面的扰动也在情理之中。 ”

物产中大期货副总经理景川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今年2月份，在终端消费预期向好背景

下，A股市场交易热度回升，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期货期权市场的风险管理和套利交易需

求。 ” 景川分析说，从当月成交情况看，期权

部分增量较为显著， 但期权费率偏低对期货

公司带来的实际利润贡献较小， 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期货公司利润的增长。

中期协表示，2月份期货公司净利润出现

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受市场行情影响，自有资

金投资公允价值由盈转亏，造成净利润下降。

“2月份权益等市场波动较为剧烈，期货

公司投资浮动亏损也较为明显， 导致整个行

业利润下降。 ”景川说。

据了解，在期货公司自营交易未放开的情

况下，目前期货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渠道主要包

括股票，固定收益证券，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单一、集合及信托等资产管理产品等。

“扩大业务范围”成新契机

期货公司净利润下滑的情形背后， 期货

公司经营模式由单一转至多元的必要性不言

而喻。

“近年来， 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在风

险管理业务营收增加的同时， 其利润基本上

也持续增长。但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风险管

理公司的利润不能实现并表， 因此从数据上

看不到其对期货公司利润的贡献情况。 ” 景

川说。

近日，《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公布，有关“扩大业务范围”的提出成

为期货公司转型发展的新契机。 一德期货副总

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唐丹凤认为，期货公司应全

力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以期货经纪业务为根

基，向风险管理、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境外业

务等综合发展的多元化专业化服务商转型。

“当前期货公司在传统业务上很难出现差

异化竞争局面，但风险管理、资管以及境外业务

将是期货公司差异化发展的关键， 这将显示出

不同类期货公司的不同资源禀赋。 ”景川说。

唐丹凤看好境外业务、 资管业务等新业

务发展前景。她表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持续

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 期货已经成为我国企

业参与境外市场的重要抓手，“引进来” 与

“走出去”同样重要。“境外业务及资管业务

等，不仅能使期货行业与国际市场尽快融合，

扩宽投资者渠道，也能增厚行业利润，是未来

期货公司发力的着眼点之一。 ”

一季度券商

调研近1400只个股

●本报记者 赵中昊

一季度已接近尾声。 数据显示， 截至3月27日发稿

时，券商2023年以来调研近1400只个股，行业分布以医

药生物、机械设备、电子等板块为主，奇安信、周大生等个

股受到券商青睐。 展望二季度行情，机构认为，短期资金

存量博弈的现状正在被“击破” ，增量资金正持续入场。

当前市场估值仍处于历史中低位，机会大于风险，可继续

关注经济修复主线中的泛消费板块。

券商频频调研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券商2023年以来总

计调研1394只个股，覆盖了31个行业板块（申万一级行

业）。 具体来看，上述个股中，属于医药生物行业的有

171只，数量居首；属于机械设备行业的个股有165只，

数量居第二位；属于电子行业的个股有149只，数量居

第三位。

从个股来看，2023年以来，奇安信-U共计获92家券

商调研，最为“热门” ，属于计算机行业；周大生共计获

91家券商调研，居第二位，属于纺织服饰行业；炬光科技

共计获90家券商调研，属于电子行业。 此外，海泰新光、

祥鑫科技、埃斯顿、普源精电、温氏股份、立讯精密等个股

亦受到券商追捧， 前往调研的券商数量分别为71家、70

家、70家、67家、65家、62家，所属行业板块分别为医药生

物、汽车、机械设备、机械设备、农林牧渔、电子。

从上述1394只个股一季度的市场表现来看 （截至3

月27日收盘）， 获47家券商调研的海天瑞声今年以来的

股价表现最好，累计涨幅达260.18%，属于计算机行业；

其次为光云科技， 累计涨幅为213.92%， 属于计算机行

业；第三为鸿博股份，累计涨幅为180.45%，属于轻工制

造行业。

从券商角度看，三家“中”字头券商一季度调研频次

最为密集。其中，中信证券今年一季度调研“勤奋” ，调研

总次数达625次，排名第一；其次是中信建投证券，调研

总次数为596次；中金公司以545次的调研总次数居第三

位。 国泰君安、天风证券、浙商证券等券商的一季度调研

次数居前。

市场迎来配置时间窗口

一季度， 国内市场信心恢复较好， 宏观环境整体改

善，货币、财政等政策不断发力。 展望二季度，机构认为，

A股当前估值处于低位，市场机会大于风险。

从资金面上看，开源证券认为，国内外市场情绪面回

暖，有利于增量资金加快入场节奏。随着外围恐慌指数大

幅回落、国内腾落指数持续回升，意味着短期资金存量博

弈的现状正在被“击破” ，增量资金正持续入场。 国内流

动性偏宽松，“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持续顺畅，有望

为市场流动性提供更多增量。 此外，美联储3月议息会议

加息25基点“靴子落地” ，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

中金公司认为，当前市场估值仍处于历史中低位，二

季度投资策略可以相对积极，市场机会大于风险。 首先，

二季度经济环境及政策空间均有望好于市场预期；其次，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注1：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指数涨跌幅=（今收盘 -�昨结算）/�昨结算 *100%

注2：中证中金商品指数涨跌幅=（今收盘 -�昨收盘）/�昨收盘 *100%

中粮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浩军：

加速“中国价格” 形成进程

●本报记者 王超

“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实现监管效能

提升；注重场内市场建设，推动场外市场

发展；丰富国内外供给，提升中国市场影

响力。 ” 中粮期货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浩

军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期货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关

键环节中，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未

来需要多方面努力， 加快推进期货行业

自身高质量发展。

提升中国市场影响力

中国证券报： 期货市场加快自身高

质量发展，需要从哪几个主要方面发力？

吴浩军： 未来为加快推进期货行业

自身高质量发展，需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场内市场建设，推动场外市场发展。

一是立足期货市场实际情况， 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加快创新步伐，促使期货品种

精耕细作，提升品种活跃度，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衍生产品和服务体系； 二是着

力推动场外衍生品市场建设， 满足企业

差异化需求， 激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

积极性，提升产业服务效能。 另外，丰富

国内外供给，提升中国市场影响力。

在国内供给方面， 不断完善品种体

系与风险管理工具， 激发更多产业客户

及龙头企业参与期货的积极性； 在国际

探索方面，伴随对外开放进程的深入，合

格境外投资者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新

增可参与的黄金、原油、PTA等期货和期

权品种，加速“中国价格” 的形成进程，

使得“中国影响” 辐射全球，促进大宗商

品等要素资源在国际市场畅通流动。

全方位助力粮食安全

中国证券报： 粮食安全是当前市场

最重视的议题之一。 维护粮食安全，中粮

期货如何发挥专业化作用？

吴浩军：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

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的重要基石。 通过合理运用期货市场的

价格发现、套期保值及资源配置等功能，

期货市场能够从生产加工、流通贸易、储

备轮换等方面全方位助力粮食安全。

在生产加工环节， 农户及加工企业

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达到

稳定种植收益，激发种粮积极性的目的；

在流通贸易环节，买卖双方可以采取“基

差+点价” 的交易模式，通过期货交易化

解价格波动风险；在储备轮换环节，借助

“轮储+基差” 的模式，将轮储业务与期

货套保相结合，可以降低轮换成本，保证

储备粮轮换顺利进行。

中粮期货作为国内领先的产业特色

衍生品金融服务公司， 在维护粮食安全

方面责无旁贷， 积累了丰富的服务 “三

农”经验。

我们搭建起了及时、 准确的全球农

产品信息收集渠道和严谨专业的研究团

队， 能够为粮食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业

务培训、市场解读、研究分析、风控管理

等全流程、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我们大力

推广“保险+期货” 业务，助力农业稳产，

农民增收。 2022年中粮期货承做的“保

险+期货” 项目达到30个，涉及玉米、大

豆、生猪、棉花等7个品种，覆盖了黑龙

江、广西、甘肃、云南、山西、湖北等地区；

通过风险管理子公司中粮祈德丰商贸，

我们积极开展基差贸易、期权、互换等衍

生品交易，推出定制化的风险管理产品，

为粮农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帮助

其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保障企业生产经

营稳定。

与此同时，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也在积

极探索推出农产品指数、农粮特色资管产

品来满足客户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

精彩纷呈的期货大年

中国证券报：新品种供给方面，2023

年期货市场有哪些新品种值得期待？

吴浩军：2023年，化工品、农产品、新

能源金属、航运等方面，都有可能上市一

些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品种。

例如，化工品方面，郑商所的PX、烧

碱，大商所的石油焦、硫磺，涉及到国民

生活、 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 农产品方

面，鸡肉期货有望在郑商所挂牌上市。 大

型养殖企业可以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系统

性的风险管理， 中小养殖户可以通过参

与“保险+期货” 项目的方式规避市场风

险，提升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新能源金属

方面，广期所有望上市碳酸锂期货，电池

企业可以通过该品种管理成本风险。 碳

酸锂期货上市， 将有力支持中国绿色经

济的发展。 航运方面，上期所有望上市航

运结算运价指数期货， 该期货品种将提

高我国在国际海运市场的价格影响力和

国际竞争力， 同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

航运定价及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影响力。

另外， 还有一些极有特色的期货品

种值得关注。 广期所研发的天气期货，为

国内期货市场首创， 对于产业极端天气

风险规避意义重大。总体来看，2023年将

是精彩纷呈，好戏不断的期货大年。

中国证券报： 人才是一个企业发展

的根本。 如何全面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期货人才队伍？

吴浩军：随着期货市场的高速发展，

新业务、新产品、新规则不断推出，期货

公司对于人才的需求逐步提高， 期货市

场功能更好发挥依赖于高质量行业人才

队伍建设。 中粮期货一直坚持全方位、多

层次、创新性地开展人才梯队建设。

首先，中粮期货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推进人才培训方式的创新发展。 其次，中

粮期货积极致力于国际化人才培养及引

进。 一方面，通过建立符合国际化标准的

市场化激励机制， 并定期评估相关人才

梯队建设成果； 另一方面， 通过外派工

作、轮岗交流、定向培养等多种方式为公

司的国际化业务持续输送新鲜力量。 此

外， 中粮期货还非常重视内外协同赋能

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2022年中粮期货与中粮贸易试点开

展跨板块轮岗交流项目， 公司将内外部

跨板块交流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

不断健全人才培养、推荐、流动机制，形

成内外协同赋能人才培养体系， 努力打

造政治素质强、专业能力优、梯队结构合

理的“金融铁军” 。

市场主线有望更为明晰并有助于提升投资者风险偏好，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产业领域关注度有望持续提升；第

三，海外风险事件仍有不确定性，但边际影响最高的阶段

可能已过去。

中金公司建议继续关注经济修复主线， 如泛消费板

块；成长板块方面，人工智能领域后市有望继续活跃，受

益于政策支持的高端制造等领域关注度有望提升； 主题

层面关注“一带一路” 、 国企估值重塑和数字经济建设

等；未来一个月上市公司一季报将密集发布，重点关注业

绩超预期的机会。

行业配置方面， 中金公司建议投资者二季度关注三

条主线：一是基本面修复空间和弹性大，且政策继续支持

的领域，如泛消费行业和地产链等；二是政策支持的产业

链安全、数字经济等成长领域，包括科技软硬件；三是受

益于“一带一路” ，以及国企改革等相关主题机会。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虽然短期业绩因素影响程度上

升，但科技成长方向仍是中期市场主线，建议关注布局低

位成长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