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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017年以来，A股市场
总体运行平稳， 市场波动性
明显收窄， 估值结构渐趋合
理，投资者信心逐渐恢复。从
当前情况来看， 整个市场已
具备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
革、 继续适度松绑股指期货
的条件。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8
个月， 上证综指累计上涨了
8.29%， 深证成指累计上涨了
6.28%， 市场主要股指稳中有
升。从估值水平来看，截至目
前， 上交所A股平均市盈率为
17.99倍，深交所A股平均市盈
率为36.79倍，中小板和创业板
的平均市盈率分别为42.87倍、
51.74倍。整个市场的估值结构
较之前有了很大改善，市场整
体估值日趋合理。

从市场规则完善的角度
来看， 过去两年多， 在严监

管、去杠杆的大环境下，证券
市场主要是以强化市场监管
和信心重建为主， 监管部门
先后完善了两融、并购重组、
定增、减持、停牌制度、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等多方面的监
管。总体而言，这些举措起到
了清理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作用，证
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
理念已经确立并得到强化，
一些投资者长期关注的问题
也得到了监管约束。

从当前市场运行情况来
看，市场环境已较为稳定，投
资者信心得到恢复， 在一定
程度上具备了彻底退出应对
市场危机时刻采取的临时性
限制措施， 继续推进证券市
场市场化改革， 充分发挥资
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
条件。

从市场的临时性措施来
看，今年2月17日，股指期货
交易限制曾适度放松。 随着
市场进一步稳定， 今后一段
时间内应考虑逐步实现股指
期货交易的完全正常化，令
其充分发挥套期保值功能，
吸引更多机构资金进入A股
市场。

必须强调的是， 坚持市
场化改革与强化监管并不矛
盾。从严监管，是市场健康发
展保持稳定的基础。 两年多
的时间里， 我们在定增、减
持、信息披露、停牌、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等方面推行了一
系列完善监管的举措， 并不
是应对市场危机的临时性举
措， 而是针对A股市场一些
老问题的清算，这样的监管，
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据经济参考报

继联通混改、 神华和国
电重组之后， 中国建材集团
和中国中材股份或许会孕育
出下一个国企巨无霸———
“中国神材”。

9月7日早间， 中国建材
集团旗下A、H股公司纷纷停
牌， 包括港股中国建材及中
材股份， 以及中国建材控股
的北新建材、中国巨石，中国
中材控股的中材科技、 天山
股份、祁连山、宁夏建材、中
材国际。

多家上市公司集体停牌

9月7日上午，中国巨石、
宁夏建材、祁连山、中材国际
在上交所临停， 因重要事项
未公告； 北新建材、 天山股
份、中材科技在深交所临停，
拟披露重大事项；中国建材、
中材股份H股在港交所停
牌， 以待根据香港收购及合
并守则刊发内幕消息。

中国建材旗下上市公司
中，国检集团、瑞泰科技、凯
盛科技、国统股份、洛阳玻璃
A+H股未停牌， 此外中材节
能早前已经因重组而停牌。

其中国检集团在临近午
盘时一度涨幅超过9%，洛阳
玻璃、 国统股份收盘涨幅均
超过2%，瑞泰科技则在早盘
冲高后， 一路回落， 收盘涨
1.15%。

此外， 在上述消息带动
下，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行
业板块涨幅居前， 其中建筑
装饰板块内多达4股封涨停，
涨幅超过4%的多达10只。

传两建材国企要重组

在两家公司旗下多股停
牌之后， 市场关于两家公司
重组猜测越来越多。事实上，
回溯此前公开信息报道，“两
材” 的整合已经透露出些许
端倪。

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
志平年初在集团2017年工作
会议上就表示，2017年将突
出整合优化， 大力推进集团
业务整合。加快布局“三条曲
线”， 打造六大业务平台，着
力推进上市公司整合融合，
加强集团内部资源协同，力
争在“十三五”期间，把集团
建设成全球规模最大、 效益

最好、 技术最先进的建材产
业集团。

同时，突出深化改革，进
一步增强企业活力。 深入推
进兼并重组、 落实董事会职
权、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等
四项改革试点。

中国建材代表在国资
委举行的“关于中央企业重
组整合有关情况的通报”会
议上表示，整合方案正在反
复讨论和研究中，“两材”整
合的总体思路是，按照业务
归核化原则，每个子公司都
围绕核心业务形成一个大
的产业、 争取做到全球前
三，打造专业化的中大型上
市公司。

据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
建材集团是一家1984年经国
务院批准成立，2003年成为
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它
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建材产
业集团。 中材集团组建于
1983年， 是国资委直接管理
的中央企业， 也是我国唯一
在非金属材料业拥有系列核
心技术和完整创新体系的企
业集团。

■记者 黄文成

7日，A股市场早盘维持创业板
强势主板弱势的格局，午后走低，最
终全线收跌，周期股走弱。沪深两市
成交量还差点“火候”， 分别成交
2640亿元和3646亿元， 总额超过
6200亿元。

机构认为， 短期获利盘有兑现
利润的需求， 大盘或将出现强势整
理走势，可把握结构性机会，但操作
难度加大。

地产板块补涨意味浓

周四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
上涨品种总数为1084只，下跌品种
总数为2028只。不计算ST个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逾40只个股涨停。

盘面上，煤炭、钢铁、有色、金融
等权重板块纷纷下挫； 房地产板块
重新受到市场追捧，“招保万金”共
同发力，万科A盘中一度触及涨停，
房地产行业指数盘中最高涨逾3%。

6月底以来，A股市场稳步盘
升，金融、周期板块轮番上涨，房地
产板块则始终横盘震荡， 表现相对
滞后。在市场整体气氛偏暖，不少板
块积累了一定涨幅进入休整之后，
周四房地产板块终于得到挖掘。此
前有2017年中报显示，房地产板块
整体业绩保持高速增长， 盈利能力
企稳回升， 对房地产股股价形成有
力支撑。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认为，
政策面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在继
续，短周期内预计不会放松，传统地
产板块行情仍会受到抑制， 周四补
涨意味浓，持续性有待观察，因此在
市场操作中不必追高。

后市仍有中期向上动能

从技术上看， 创业板突破1900
点后， 上方面临250日均线压制，这
一压力线的突破难以一蹴而就。7日
上证综指失守10日均线后， 有回试
3330点附近跳空缺口的可能， 但中
期上升趋势仍未破坏， 继续调整空
间有限。

创业板未能延续6日的好势头，
在尾盘跳水，冲高回落，跌破1900
点，收报1890.38点。

于是乎， 有投资者抱怨：“涨了
指数， 没赚到钱。” 也有网友表示：

“一会儿跌，一会儿涨，傻傻分不清
楚。”

中航证券指出， 小幅的回落暂
时还属于良性，只要投资者不追高，
在保持良好心态的情况下， 交易才
能平稳进行。

从市场历史走势来看， 创业板
的行情一旦展开， 赚钱效应更加明
显。在沪指震荡止步于3400点的背
景下， 创业板指的强势突破有效维
护了市场人气。

总体来看， 近期市场热点不断
接力、有序轮动，说明当下市场的韧
性逐渐增强， 后市仍有中期向上动
能。而短期来看，考虑到前期上涨积
累了一定的获利盘， 大盘或将出现
强势整理走势， 结构性机会仍是主
导。 ■综合新华社

中国建材和中国中材旗下多家上市公司齐停牌

国企重组新猜想：“中国神材”要来了

媒体：适度松绑股指期货时机正趋成熟

今年，联通混改、神华与国电重组方案相继公布，但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却有些差
强人意。

其中国电电力就在复牌当日涨停，随后便一路下跌；另外神华涨了两天后，也随之下
跌。至于中国联通，两个涨停后即开始下跌。这些国企改革概念股有个共同特点，即在复
牌后当日出现巨量，一些资金或借机出逃。

由此可见，国企改革不宜追涨，而应长期潜伏。兴业证券认为，去产能将成为2017年
央企兼并重组“最强音”。煤电联营颇具看点，重组将集中在五大发电集团，建议关注大唐
发电、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在钢铁领域，辽宁钢铁企业重组或将由央企鞍钢集团牵头，整
合省内地方钢铁企业，建议关注鞍钢股份、本钢板材、抚顺特钢；在煤炭领域，兴业证券认
为或将出现“宝武”合并这样的案例，建议关注中煤能源、新集能源等；另外在重型装备领
域，建议关注*ST佳电、*ST一重、东方电气等。

A股全线收跌，沪深两市成交量还差点“火候”

周期股走弱，大盘顺势休整

次新股走势分化
选股看业绩和估值

国信证券认为，行情发酵到
现在虽有部分板块已经积累较
大涨幅，但仍有很多优质企业存
在补涨需求，况且前期强势板块
的上涨未必完全反应企业未来
的发展空间。此外，前期市场虽
对市场流动性有一定担忧，但商
业银行对央行负债资产的上升
有助于稳定市场的基础货币，在
购房受限的情况下，市场整体流
动性情况不会明显制约资本市
场的表现。 短期维持结构活跃、
震荡回升的判断，建议操作上以
耐心持股为主。

次新股周四整体表现较好，
中航证券认为，次新股板块内部
分化依然明显，大涨大跌的个股
同时存在。对于在次新股未来的
分化过程中，必定会逐步跑出来
一些成长性较高的长牛品种，这
部分个股的最大特点是业绩好、
成长性高、估值较低。而其他个
股在热闹之后将归于平静，建议
投资者可围绕上述三个维度来
选择未来成长性较大的次新股，
做一个长期跟踪的计划。

创业板指数日K线走势图。

国企改革题材已降温
股市操作适合“潜伏”，不宜追涨

机构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