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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财经A10

就在上周五，本报A17版
刊发了《纵然百点长阳，无奈
铁索横江》一文，对于市场走
势将要转入调整进行了分
析。仅仅相隔一个交易日，市
场就换了一副面孔， 从阳光
明媚骤然转为风刀霜剑。周
一股指超200点的暴跌，想必
让很多新入市的投资者见识
了什么叫股市风险。 不过对
于投资经历稍微丰富一点的
老投资者而言，周一的下跌更
让人回想起2007年的“5·30”
暴跌。

2007年5月30日，由于上
调印花税的政策突发出台，
使得指数在当日下跌280点，
随后直到6月5日，在5个交易
日内上证综指下跌超过13%。

与“5·30”类似，周一的
暴跌也是由于监管层的行政
干预所导致的。 对于券商两
融业务的“整改”与当年上调
印花税一样， 强行改变了市
场的运行趋势。当然，上次这
种改变是短暂的。在“5·30”
之后， 指数又上涨了60%，并
创下历史新高6124点。

那么是不是这次的调整
也会重复“5·30”的轨迹，很
快恢复上涨？ 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 因为这次监管层出手
的时机，与上次有很大不同。

目前市场进入上涨阶段
不过半年时间，指数涨幅也只
有不到60%，牛市可以说才刚
刚冒了一个头。而“5·30”是在
股市已经上涨两年、指数涨幅
达到300%的节点上发生的，
当时已经是牛市的最后疯狂
阶段。

与“5·30”之前那种牛市
已经成为不容怀疑的信仰不
同， 现在从宏观经济面而言
并不支撑一轮大牛市， 从投
资者而言，对于牛市来临与否
还有诸多争论。所以与“5·30”
相比，当前的市场基础比那时
要脆弱得多。 因而一旦从前
期那种欢快的上涨转为调整
之后， 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
支撑来恢复上涨。

在股市已经走熊7年之
后， 不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
层，都渴望一轮大牛市。但监
管层希望这轮牛市是一轮慢
牛， 通过慢牛来解决很多宏
观经济上的问题。 因而监管
层此次出手干预， 是给牛市
降温， 从而改变牛市的上升
曲率。既然出手的目的在此，
那么如果市场在短暂调整后
很快重回上升趋势， 那监管
层干预的目的就没达到。所
以不论从干预时机还是从干
预目的而言， 此次调整的时
间都不会太短。

■记者 李庆钢

1月19日，沪指跌逾260点，跌幅达到7.7%。 银行
股、券商板块全线跌停，相似的情形让不少股民惊
呼“5·30重演”。

证监会突击整顿两融业务， 三大龙头券商违规
遭处罚。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被
业界解读为遏制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

“黑天鹅”骤至重创A股 沪指暴跌7.7%，金融股全线跌停

A股创近7年最大单日跌幅
■记者 黄文成

三大龙头券商因两融业务违规遭处
罚的同时，证监会明确两融“门槛”重新抬
回至50万元。“黑天鹅” 骤至令A股遭遇重
创。1月19日沪深股指分别暴跌逾7%和
6%，其中前者创下近7年最大单日跌幅。

当日沪深两市各指均现大幅低开，其
中上证综指大幅低开5.53%， 相较2007年
的“5·30”行情，大盘表现有过之而无不
及。 最终， 截至收盘， 沪指跌7.70%报
3116.44点，成交4099亿元，该跌幅在A股
历史上是2008年6月11日以来的最大单日
跌幅。

板块方面，互联网、文教休闲等板块
上涨；金融、煤炭、石油等权重板块大幅下
跌。 个股方面， 两市约2000只股下跌，近
140只股封死跌停板， 其中金融板块中的
券商股、银行股全部跌停，可谓是“惨不忍
睹”。

本报曾在1月10日A07版《沪指惊魂：
半小时暴跌119点》 报道中引用湖南资深
投资人士李布维的观点：小心A股出现“踩
踏”事件。仅过数日，这一观点即在A股市
场得以应验。

暴跌之后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李布
维的建议是， 应减仓或者清仓蓝筹股，转
向去年三四季度未涨的中小盘绩优股。长
城证券研究所所长向威达也表示，牛市第
一波近尾声，短线将高位震荡，大蓝筹股
适当减仓， 可关注前期涨幅较小的电子、
电器等白马成长股。

“砸”大盘
创近7年最大单日跌幅

1月19日，A股上演“黑色星期一”，沪
指开盘即大幅跳空下跌，午后跌幅一度超
过8%，最终跌幅为7.7%，创出2008年6月
11日以来最大跌幅，之前最近一次为2008
年6月10日，沪指跌幅为7.73%，

于是，市场纷纷冒出“5·30”暴跌行情
重演的说法。当时，财政部的“半夜鸡叫”
将股票交易费用中的印花税率由1‰提高
到了3‰， 引发A股在5个交易日里最大跌
幅达到21.49%， 其中6月4日跌幅高达
8.26%。

如若后市再下跌，“1·19行情”无疑将
载入A股史册。

“封”期指
首现三大主力合约集体跌停

值得注意的是，股指期货三大主力合
约午后盘中悉数封于跌停。 截至收盘，
IF1502报 3316.2， 跌幅 10% ；IF1503报
3359.6，跌幅10%；IF1506报3409.6，跌幅
10%；IF1509报3345.0，跌幅11.70%。

与此同时，期指走势创下两大纪录，即
自期指2010年4月19日上市以来，创单日最
大跌幅，且首次出现三合约集体跌停。

“杀”蓝筹
券商股、银行股全线跌停

当天的行情最大特征是大盘蓝筹股
被“通杀”。券商股几乎开盘即告跌停，而
银行股纠结一番后也未能守住，最终全部
“牺牲”。

具体来看，28个行业可谓是全线下
跌，其中，银行和非银金融两个行业分别
大跌9.97%和9.27%；仅有传媒、计算机和
医药生物三个行业的跌幅未超过2%。个股
遭遇跌停潮，当日A股市场中约2000只个
股下跌，近140只跌停，而上涨个股数目仅
为380只。

“坑”股民
涨时没踏准
跌时没落下

随着A股全线暴
跌， 股民们也由此前
的“满仓踏空”，转而
成了“满仓套牢”。如
果满仓金融等蓝筹股
的投资者， 无疑都被
“坑”了，而一些网友
更是在股票群里、微
博微信里发出自我调
侃的信息。

当天 收盘 后不
久， 一段自嘲段子在
朋友圈纷纷传开，“今
天最正能量的一句
话： 如果你今天手里
没个跌停的股票，只
能说明你以前一直没
有踏准节奏； 今天最
负能量的一句话：虽
然以前涨的时候我没
踏准， 但这次下跌我
没落下； 不见同年同
月同日涨， 只见同年
同月同日跌。”

对于市场的整体
暴跌，有股民调侃道：
“大盘暴跌，按理说查
个两融没那么严重
啊，百思不得其解，忽
然有个声音说道，你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吗？ 大腿一拍， 今天
119，火警啊。本想跌
停板上抄一把底，忽
然想到，明天120。”

虽然这些调侃在
不炒股的旁人看来非
常可笑， 但其中的苦
涩也只有股民们自己
知道。

当我们回看A股本轮
大涨行情会发现，沪指实
际上并未有一次像样的
大调整。即使曾经历“三
连阴”走势，但依然不改
向上趋势。不过，1月19日
的这次暴跌，或将改变上
述趋势。

从消息面来看，当日
主要有六大利空：证监会
重拳出击融资融券，对融
资融券业务存在违规行
为的12家券商采取监管
措施；银监会发文规范委
托贷款；推进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这对股市的中
长期走势影响非常大；本
周两市解禁市值逾700亿
元以上；2014年宏观数据
本周二公布，市场对此次
数据不看好；中信大股东
减持引起市场恐慌情绪，
合计减持套现资金超过
100亿元。

从技术面来看，月线
8连阳， 周线同样是8连
阳。此外，前两周都尝试
冲至3400点以上， 距离
2009年最后一个高点仅
一步之遥。对此，湖南资
深投资人士李布维表示，
这在A股历史上是非常罕
见的，因此在技术面存在
强烈调整要求。

从资金面来看，本轮
大涨行情靠的是在增量
资金和杠杆操作相叠加下
推动的， 如今两融业务受
到限制，新股发行、限售股
解禁也在从市场抽血。

“一旦大跌，融资盘
将很难扛得住。”李布维表
示，2007年出现“5·30暴
跌行情”时，尚未有融资融
券业务， 如今多数是融资
的，成本高投机性很强，因
而一旦大跌甚至会出现因
爆仓被强制平仓。

分析

暴跌暴露“杠杆”风险

后市

“快牛”变“慢牛”？

回首又见“5·30”

由央行降息“点燃”
的本轮行情，呈现明显的
资金推动和政策驱动的
特征。这也使得攀上高位
的A股存在诸多隐忧。

伴随上周20多只新股
密集发行，IPO步调提速迹
象显现。 而注册制渐行渐
近，也意味着市场将迎来前
所未有的大扩容。中航证券
认为， 整体经济不景气、工
业通缩风险显现，A股上市
公司业绩必受冲击，后期业
绩增速放缓将成常态。在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A股难以持续走强。

从跌停的金融股等
蓝筹股抛盘来看，均为巨
单封死跌停板，后市恐将
继续杀跌。因而李布维认
为，这次暴跌不是牛市中

的“空中加油”，短线调整
后再上涨，而是“釜底抽
薪”，短则数周下跌，长则
需要数月的箱体震荡。

中信建投证券湖南分
公司副总经理刘亚辉认为，
这次调整必将迅速绞杀一
批贪婪者，然后权重股才正
式进入慢牛，全年热点转向
成长绩优小盘股。

不过，在货币政策趋
向宽松、 改革红利待释放
的背景下，多数机构仍维持
对A股震荡向上的判断。

发热的头脑需要退
烧， 疯狂的A股也需要适
当降温。或许正如诸多市
场人士所预判， 未来的A
股将由“快牛”甚至“疯
牛”， 逐步转向一波更稳
健的“慢牛”。

1月19日下午，衡阳万联证券营业部，股民面对收盘后
一片绿色的电子屏久久不愿离去。 通讯员 周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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