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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沪深两市大幅调整， 使得港

股也开始不断下挫， 甚至创下 7 年

来最大跌幅。 专家指出，A 股大幅调

整肯定会对港股产生相应影响，不

过相较 A 股， 港股整体估值保守以

及稳健，所以相关影响有限。 未来政

策、估值和比价上的优势，将是港股

向上的动力来源。

A股大幅调整波及港股

香港恒生指数 7 月 8 日大跌

5.84% ， 报 23516.561 点， 曾重挫

8.53%，最低见 22836.818 点，创下 7

年来最大跌幅。 截至 7 月 8 日，恒指

已四连跌累计下挫近 2800 点。 港府

署理财政司长陈家强 8 日收市后对

此表示， 港股下跌主要受外力影响，

包括内地股市去杠杆化以及希腊局

势在欧美市场一度造成波动。 他指

出，内地市场稳定措施需要时间才能

显现效果。

华融证券策略分析师王泽军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A

股大幅调整肯定会对港股产生相应

影响，这表现在会对股票比价和估值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A股现在主要

还是降杠杆，场内两融业务（融资融

券业务）目前安全可控，不会出现大

规模爆仓风险，但一些场外配资可能

被强行平仓，这样就会导致市场大幅

度调整。 而港股是不存在以上这些问

题的。 主要是 A 股向下调整，港股的

比价和估值会跟随其向下走。

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岗表示，港

交所正密切注意股市的走势，确保市

场于风险管理下有序运作，但不会对

市场作出干预。

海外投资者离场可能性小

根据港交所数据显示，7 月 7 日，

北上买 A 股的“沪股通” 继续录得

102.56亿元的净流出； 同时， 南下的

“港股通”则净卖出 16.22 亿元，创下

连续 6个交易日录得净沽出。 这亦是

沪港通开通以来再次录得过百亿元的

资金净流出。 7月 6日和 7 日两个交

易日内， 沪港通交易已经出现 267.2

亿元的资金净流出， 然而此前外资仍

在借道沪港通等渠道抄底 A股。

中国银盛财富管理首席策略师

郭家耀表示， 股市下跌并不可怕，反

而这些密集出台的措施让国际投资

者感到担忧，他们对于内地政府的政

策不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十分担忧，所

以暂时选择套现离场观望。

不过，王泽军认为，此种可能性

不是太大， 例如 2008 年美国也曾出

手救市，美国证监会(SEC)禁止做空金

融股等政策就类似于现在我国政府

的一些救市措施，该种救市措施在国

际上别的地区和国家也都有过，虽然

方式和举措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带有

强制性的救市措施在金融市场出现

大幅波动时是比较常见和被人们所

容易理解的。

两地股市未来将止跌回升

周松岗指出，香港有不少上市公

司的资金和业务来自内地，因此受内

地因素影响也是正常，但他仍认为港

股整体估值保守以及稳健。

王泽军表示，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国内的经济转型，尤其下半年经济企稳

回升可能加大，预计将会对资本市场形

成一定利好支撑。 港股前景也是如此。

国内宽松货币政策继续实施以及未来

深港通的开通，将给港股提供坚实的支

撑。政策、估值和比价上的优势，将是未

来港股向上的动力来源，这三个因素也

将增加在港上市公司的底气。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对

记者表示，随着融资盘平仓压力的减

小，再加上监管层释放的诸多利好消

息，将有可能令市场下跌的恶性循环

得以打破，从而令股市走稳。 在政策

不断的托底之下，止跌回升只是时间

早晚的问题。

三因素增在港上市公司底气

A 股影响港股创七年最大跌幅

本报记者 李致鸿

被暂停 IPO公司密切关注政府救市

7 月 4 日晚间，证监会重重地按

下了 IPO 暂停键 ，28 家已获得 IPO

批文的公司上市问题被迫搁浅。《中

国企业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IPO 暂缓对多数拟上市公司影响并

不大。 而业内认为，此次暂缓 IPO 实

属万不得已， 市场需要此举稳定信

心。

暂缓 IPO 属“万不得已”

事实上， 自股市深度调整以来，

暂缓 IPO 的声音就一浪高过一浪。

7 月 3 日，证监会在例行记者会

上回应称，企业通过 IPO 募集资本金

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考虑到近期

市场情况， 将相应减少发行家

数和筹资金额，7 月上旬拟安

排 10 家企业 IPO，筹资金额也

会较 6 月份减少。

与此同时， 股市已然走到

了悬崖边上。 7 月 3 日，沪指盘

中破 3700 点， 最低达 3629.56

点，再一次刷新最低纪录。

面对股市危情， 仅时隔一天，证

监会便重重地按下了 IPO 暂缓键。 28

家已获得 IPO 批文的公司被暂停上

市。 7 月 4 日晚间，上交所公布了安

记食品、读者传媒、思维列控等 10 家

公司暂缓发行的公告，深交所公布了

万里石、 三夫户外等 18 家公司暂缓

发行的公告。其中，读者传媒、中坚科

技等 10 家公司在 7 月 3 日已经完成

了网上申购。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应用金

融系主任教授韩复龄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强调，行政干预 IPO 暂缓是

有违市场化的行为，但从调节证券市

场供需关系的角度出发， 此次暂缓

IPO 实属万不得已，“目前，迫切需要

这样的措施来稳定市场信心，但不能

常态化的持续下去”。

IPO 暂停

或导致公司上市风险

谁也没有想到， 这 28 家拟上市

公司在距离成功上市的最后一公里

处，却开始了原地踏步。

不过，关于 IPO 暂缓对公司的影

响，这些公司并不愿多言。《中国企业

报》 记者相继联系了多家拟上市公

司，除个别拟上市公司的电话无人接

听外，多数拟上市公司则以不方便回

答等托辞婉拒。

不过， 中坚科技董秘办公室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募集资金缓

迟，对于公司方面没有什么变化。 当

前，公司更多的是关注政府救市的力

度以及挽回投资者对股市信心层面。

另外，一家拟上市公司的董事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IPO 暂缓的

直接影响是推迟公司公开上市时间

和募集资金。 不过，此时 IPO 暂缓不

见得是坏事，目前股市行情差，强行

IPO 可能会发行失败或募集资金不

足。 ”

不过，一位负责 IPO 项目的保荐

代表人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

“IPO 暂缓对拟上市公司的影响，说

大可大，说小可小。 如果个别拟上市

公司等着募集资金到位投入到相关

项目中，那么 IPO 暂缓可能会影响其

业务经营，但多数拟上市公司不会急

于使用募集基金。 另外，面对此种情

形，哪家拟上市公司能不理解证监会

的迫不得已呢？ ”

不过，该人士提醒，“如果一切正

常的话， 拟上市公司重启 IPO 时，将

顺延现有的程序开展上市工作，但

如果拟上市公司在 IPO 暂缓期间发

生影响上市资格的事情， 如业绩大

幅下滑等， 则存在最终能否上市的

风险。 ”

效果尚需时间检验

有研究机构预测，28 家新股冻

结资金规模约为 3.85 万亿元。 由此

粗略估算， 首批 10 家新股的冻结规

模应达万亿元， 如今解冻并退回，意

味着有万亿元的新股申购资金将获

得“自由”。

然而，市场似乎并不领情。 7 月 6

日， 即 IPO 暂缓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股市出现了开盘千股涨停，收盘千股

跌停的尴尬情景。 截至 7 月 8 日收

盘， 股市的表现依然是萎靡不振，沪

指跌约 6%，险守 3500 点关口，创业

板仅在尾盘逆市翻红 0.51%。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企

业报》 记者表示，IPO 暂缓效果尚需

时间。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本次股市暴跌的原因，

一是高杠杆累积的高泡沫破裂，二是

目前 IPO 募集资金和发行速度的扩

容提速，并且在股市疾跌伊始并没有

及时放缓。此次 IPO 暂缓已经释放了

相当的流动性，但股市暴跌的问题并

非一两个政策就能够解决。 ”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则

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说明了 IPO 暂缓的意义：“一

个饿汉需要吃十个馒头才能饱，而饿

汉在吃第一个馒头时并没有感觉，能

说第一个馒头没有用吗？ IPO 暂缓对

于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

上交所： 安记食品、

井神股份、 思维列控、中

新科技、桃李面包、博敏

电子、邦宝益智、读者传

媒、乾景园林、道森股份。

深交所： 万里石、三

夫户外、中科创达、久远

银海、华自科技、华源包

装、富祥股份、山鼎设计、

润欣科技、 中坚科技、凯

龙股份、可立克、奇信股

份、盛天网络、通合科技、

美尚生态、 银宝山新、高

科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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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虹

追踪非正常“受灾者”命运

相比较 2000多家 A股上市公司，他们或者被休克、或者被联动下跌……

（上接第五版）

而监管层的“冷水” 并没有阻止伞形信托快速发展的势

头。

从部分信托公司提供的信息来看，伞形信托在今年 4 月、

5 月份达到新增规模峰值， 此阶段沪指从 3748 点升至 4611

点。

4 月 17 日证监会再度重申，严禁证券公司两融开展伞形

信托、场外股票配资等活动，券商新开代销伞形信托已经被喊

停。 这已是证监会在这轮牛市以来第二次就伞形信托做出规

定。

“那会儿，市场都以为银行资金有不同程度的收紧，实际

上并没有，暗地里新增的伞形规模依旧很多。 ”一位四川信托

内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伞形信托累计平仓率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近期随着股市暴

跌，伞形信托累计平仓率不断增加。

截至 7 月 3 日，虽然经过前几日大跌，部分公司伞形信托

部分子单元跌破平仓线，但大多数并未发生强制平仓。

“目前我们行配资规模大概 2000 多亿元，7 月 3 日强平

了十几个单元，10 多亿元的规模。 ”7 月 4 日，一家股份制银行

内部人士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由于公司业务做得早，大

部分 6000 万元以上的客户其实很早就把杠杆降下来了，风险

不是特别大。 这一次下跌受伤较多的是资金在几百万配到千

万级别的账户。

然而，截至 7 月 8 日，连日急跌已令市场信心受挫，投资

者补仓信心大为降低。

“股市连日下跌，公司伞形信托子单元平仓率累计已超过

30％。 ”北京某大型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相关负责人称，此

前公司伞形信托规模在 1400 亿元左右，这一波行情调整使公

司这一业务规模降至 1000 亿元左右。

北京另一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业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

司情况与之类似，虽然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累计平仓率及伞

形信托业务缩水比例也在三成左右。

（上接第七版）

中型央企：中交建们的攻势

同样获得增持的还有中储股份，在股市重大调整的时候，

中储以“维护投资者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名

义在 7 月 8 日进行了停牌，在 7 月 10 日复牌。

在停牌的同时， 中储也进行了回购的计划，“我们本来是

打算进行回购的，但是在 7 月 8 日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中国物

资储运总公司的增持通知，就终止了回购计划。 ”中储股份证

券事务相关部门人士表示。

对于此次增持的具体时间和增持数量， 该人士表示暂时

未得到具体的消息。

7 月 9 日， 证监会要求各个上市公司在两天时间内上报

有关维护股价的方案。

记者以投资人身份向中交建询问了这份方案的详细情

况， 中交建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中交建有关维护股价的方案已

经制定完毕，已经呈报相关部门，最后的决定还有待观察。

中交建在此波调整中的情况要远远好于大部分股票，由

于前期已经有合理的调整， 从 6 月 8 日起， 中交建最高到

20.98 元，在 7 月 3 日触底 12.83 元后一路反弹，到 7 月 10 日

中午收盘，已经上涨到了 18.23 元。

与中交建相比，中国远洋的动作则要缓慢一点，记者以投

资人身份向中国远洋询问相关方案是否已经制定完成时，相

关人士表示，目前的方案还在研究之中，还没有披露增持等稳

定股价的方案。 （本报记者 宋笛）

柳钢股份：提前停牌并非为避险

虽然处在钢铁这一非常不景气的行业中， 但柳钢股份 7

月 10 日仍然发布公告称， 其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含税）。

面对股票市场上的非理性波动， 柳钢股份算是比较“幸

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6 月 19 日就停牌了。 ”柳钢

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在大盘连续多日下跌后， 国资委与央企联手打出“维稳

牌”。 之后 10 多个省份的国资委和一些地方国企已主动发声

护市。

公开资料显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4 月 7

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函[2000]74 号文批准,由广

西柳州钢铁(集团)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柳州有色冶炼股份

有限公司、柳州市柳工物资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

设公司、柳州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柳钢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内唯一的钢铁公司，属于区域钢铁生产龙头，具

有年产钢 600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 公司的主营产品以中板

材、小型材、中型材为主，拥有国内较先进装备水平的产品生

产线，连铸比已达到 100%。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广西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广西在国家对外

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要

加快形成面向国内国际的开放合作新格局， 把转方式调结构

摆到更加重要位置，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

面对如此高的定位，柳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重大资产重

组就是想打通出海通道。在区域布局上，会把东南亚市场作为

很重要的方面来抓，在东南亚周边国家，搞一些销售渠道。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出海通道的支撑，柳钢之所以如此

重视出海通道， 源于广西境内的防城港这一通道已经被武钢

“拿走”。 （本报记者 张龙）

中字号行动

伞形信托入市骤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