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股发行前三天，资金对二级市场

的冲击再次出现。对新股发行，证监会

确实部分听取了市场人士的有利建议，

比如安民告示年内100家发行，按市值

摇号等等。但是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

对股市资金面有重大影响。证监会同

样应当从市场大局出发，研究取消网上

新股发行预交款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货币总量尽管达100

万亿余，但是，股市中用于结算的保证金

只有几千亿元。股市中资金是紧缺的。

加上恢复新股发行，尽管场外会有增量资

金进来打新股，但股市中用于支撑二级

市场的有效资金明显不足。所以，新股

发行办法改革应当有利于二级市场资金

稳定。可是，这次新股发行办法规定除

市值摇号外，还必须交足认购量相应的

资金。这个规定使大部分投资者，尤其

是散户资金一分为二，极大分流二级市

场资金，不利于二级市场股价稳定，市值

稳定。在新股发行办法征求意见过程中，

许多市场人士建议取消网上预交款规定，

改为摇号中签后交新股款。这个建议合

情合理，有利于二级市场股价稳定。

但是，上述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

有关部门及投行人士解释说，认购新股

需预交款，香港股市也是这样。确实，

在香港股市认购新股，需要交足认购数

量对应的资金量。什么原因？据说是

怕中了新股后，认购者不交足资金，从

而导致发行失败。在香港股市或其它

国家股市，这样的规定有道理。因为，

香港股市和国外股市不存在炒新股问

题，不存在新股价格高于同类老股价格

问题。因此，新股上市跌破发行价很普

遍。这就要求投资者认购多少量，必须

预交多少量的资金，以免中签后行情变

化不认账，不交钱，从而导致发行失

败。这是成熟股市的合理做法，它并不

符合沪深股市的现实状况。

沪深股市是全世界开户数量最多

的市场。几千万投资者和几千亿资金

面对的新股发行量，不存在摇号中签后

不愿付钱的事。因为新股发行上市后

的价格必然高于发行价，这是现实。政

策制定也必须面对现实，要求投资者认

购新股时必须预交相应的资金量，在中

国目前的沪深股市完全没有必要。这

样做除了加剧二级市场资金量紧缺外，

还有什么好处呢？投资者实在不明

白。证监会发行部门是否通过新闻发

布会，向投资者讲清新股发行网上预交

款的必要性，或者请广大投资者和接地

气的专家重新讨论预交款的利弊。

不可否认，沪深股市今后会成熟，

会有新股发行价与上市开盘价倒挂跌

破的那一天。到那时，发新股不用再摇

号。新股发行办法完全可以与国际接

轨。但是在今天，在沪深股市资金面严

重不足的情况下，要求认购新股预交相

应款的规定，实在是弊大于利，或者说，

只有弊端，对市场稳定大局没有好处。

再次呼吁取消网上认购新股预交款的

规定。 顾铭德

国元视点

个股冰火两重天
关注成交量变化

周一两市震荡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

反弹力度较大，截至收盘，沪指报收于

2024点 ；创业板指数报收于1361点，涨

2.05%。就后市看，股指在2000点一线具

有较强支撑，随着汇丰PMI预览值再创新

高，以及本月新股发行接近尾声，资金面

方面舒缓，预计股指在2000到2050一点

一线进行震荡整理，关注成交量变化，操

作中可逢低介入。

盘面来看，上证指数表现较为疲弱，

但创业板指数精彩纷呈，次新股、在线教

育、高送转等品种涨幅较大，近期风投热

衷于对在线教育公司的投入，也带动了A

股的在线教育潮，在上周的调整中，在线

教育板块由于累积了较多的获利盘，也一

度出现杀跌，但其龙头品种全通教育始终

走势温和，周一板块中方直科技、新南洋、

大地传媒相继站上涨停，激起了板块的活

力。同时新一轮IPO的个股定价较低，预

计上市后将引发资金关注，加上元月上市

的次新品种有着高送转预期，先知先觉的

资金已率先在次新股上进行炒作，带动了

盘面的人气。

就后市看，周一所公布的汇丰PMI

预览值较为乐观，显示了经济在微刺激之

下继续回暖，这种情形之下政策并没有放

松继续刺激的节奏，稳定住了市场的重

心。而短期影响市场情绪的无疑是资金

面的扰动，本周作为上半年最后一个完整

的交易周，虽然资金利率会有一定抬升，

但在央行不断定向发力的前提下，“钱荒”

再度出现的可能不大。同时由于成交量

没有有效放大，预计股指短期还将在

2000到2050点之间震荡。 国元证券

市场观察

周一大盘小幅震荡，但以创业板为

首的中小盘个股则依托指数，展开较猛

烈的反扑，至收盘两市共30股涨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盘搭台、小盘唱

戏的局面，或迎来有利条件而延续！

统计发现，年内的走势呈现出明显

的规律性，即大阴线后将紧接着一周以

上的震荡期，例如：1月6日大阴线，随后

股指震荡见底；2月25日大阴线，震荡8

交易日；3月10日大阴线，后震荡见底；4

月28日大阴线见底。而上周四的大阴

线，为年内第五次类似走势，且目前已连

续2天止跌。如果历史会重演、或主力手

法趋于一致，则有望复制前四次“大阴

线+震荡反弹或见底”的模式。而这将更

加强化题材唱戏的结构性特征。

不可否认，目前A股几乎连续 7

年熊冠全球，且背靠 2000 点弱势依

旧。但是，也正因为长期下跌，A股已

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估值洼地。我们

认为，当前市场化改革，以及注册制等

股市改革的深入推进，改革红利将逐

渐释放，如QFII等长期资本也渐次入

场。一旦过渡期完毕，量变累积至质

变，那么A股也将由熊转牛，迎来真正

的机会行情。

而目前的震荡，也正是为未来长期

机遇而反复“磨底”的过程。这也是空

头极度忌讳2000点，每次在此位置犹

豫止步的重要原因。 广州万隆

A股重磅规律或本周上演
大盘有望复制前四次“大阴线+震荡反弹或见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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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沪深指数

上证指数：
开盘：2026.23 最高：2033.32
最低：2022.92 收盘：2024.36
涨跌：-2.31点 成交：577.73亿元
上涨：592家 下跌：262家 平盘：155家

深成指数：
开盘：7205.89 最高：7253.98
最低：7184.16 收盘：7192.87
涨跌：-2.81 成交：866.49亿元
上涨：815家 下跌：255家 平盘：16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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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献策

建议取消网上新股发行预交款

股海淘金

推进计划将出台

3D打印“金矿”待掘

近日从工信部有关人士处获

悉，目前《国家增材制造发展推进计

划（2014-2020年）》（征求意见稿）已

初步制订完成，年内将会出台。

据了解，国家对3D打印的发展

目标包括：到 2017 年初步建立增材

制造（俗称“3D 打印”）技术创新体

系，培育 5 至 10 家年产值超过 5 亿

元、具有较强研发和应用能力的增

材制造企业；并在全国形成一批研

发及产业化示范基地等。在政策措

施上，国家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财

政支持力度，并支持3D打印企业境

内外上市、发行非金融企业债等融

资工具。

在3D打印的重点发展方向上，

征求意见稿拟定了五大方向：一是

金属材料增材制造，包括针对航空

航天，核电、能源等机械零部件直接

制造需求，研制钛合金、高温合金等

金属材料；二是非金属材料增材制

造；三是医用材料增材制造，例如针

对牙齿、假肢、手术导板、手术辅助

器械等方面需求，开发医用外部矫

形器械专用材料等；四是设计及工

艺软件；五是增材制造装备关键零

部件。

3D打印技术是我国制造行业与

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小的技术之

一，不过目前国内的3D打印企业与

国际上依然存在差距。

世界 3D 打印技术产业联盟秘

书长罗军说，在企业规模上，欧洲

3D 打印企业的销售规模一般都在

1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3D打印

企业营收甚至在 30 亿元，而中国还

没有一家企业收入过亿元，甚至超

过5000万元的企业都没有几家。在

产业规模上，2012年世界3D打印行

业的产值是120 至130 亿元，中国为

8 至 9 亿元；2013 年世界 3D 打印行

业的市场规模大概在200亿元，中国

约为 20 亿元。预计 2014 年中国 3D

打印的产值可以再翻一番，有望达

到40至50亿元。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市场规模

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巨大的

放量空间。未来三到五年的重中之

重是开发应用市场。”罗军说，其

中，工业级3D打印的应用空间将最

为明显，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基

本上都能找到与 3D 打印技术的结

合点，而生物医药领域的应用则最

被看好。 王雪青

公司研究

新时达(002527):

积极拓展机器人业务

新时达(002527)近年积极推进向机

器人领域的业务拓展，通过研发创新、收

购构建运动控制器和伺服系统等关键技

术已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其自主研发的

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项目、网络型伺服

系统项目分别被列为 2012 年度以及

2013年度“上海市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专

项”，获得了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新时达成功收购众为兴后，双方在

各自优势核心技术上形成的合力将有利

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的升级。在运动控

制和伺服驱动领域，新时达现有的以太

网总线技术和众为兴的现场总线技术相

互补充，将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数控

机械以及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使运动控

制的实时性更高、开放性更好，从而推动

运动控制系统产品的优化升级，使得产

品性能和质量实现进一步提高，大大增

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和提升新时

达的行业地位。 林小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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