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大盘有了反弹，在连续两周的下调

之后出现反弹，量能没有明显变化，可以认为

是技术性反弹，所以反弹之后笔者给的建议

还是继续减仓。笔者观察了一下周边主要市

场的表现，发现反弹之后也有减弱迹象，日股

美股表现最强，其他主要市场稍弱，而对A股

影响最重要的港股市场表现最差，甚至弱于

A股市场。

两大人气领涨板块的龙头股茅台和宁

王仍然表现不佳，继续维持缩量整理，这也

让A股市场上涨动力减弱，依赖一些题材股

和板块轮动来维持低迷整理，但是主力资金

明显没有进场拉升，所以这种反弹是很弱势

的反弹，笔者给的建议还是逢高减持，耐心

等待大盘磨底行情进入尾声或者开始放量

上涨的初期再进场。本周另一重要板块大

金融板块有企稳迹象，不排除下周依赖金融

板块的表现，指数还能维持上涨或者不跌，

但是除了这些权重股，其他个股的调整风险

依然存在。

前期销售火爆的一些产品，笔者看了看，

近期大多都还是跌破了面值，这给让近期后续

产品的销售也带来一些压力，这种现状和股市

低迷的状况一样，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以还

是要期待大盘放量上涨才会恢复点人气，而行

情火爆带来的销售火爆也会助推大盘的增量

资金入场，这种关系是互为关联的。

近期比较火爆的半导体芯片板块，经过了

一轮上涨行情后，本周开始陷入高位整理，这

就让市场更加没有方向感了，所以市场出现了

很多其他题材的板块轮动，但是缺乏持续性，

依据笔者的经验，还是有获利就及时落袋为

安，出来的资金可以考虑在几个长赛道里逢低

买入。长赛道目前来看还是集中在几个热门

行业里，比如新能源车、碳中和、半导体芯片、

大消费等等。

由于行情低迷，笔者觉得除了保持观望

和尽量增持现金，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策略

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喜欢短线交易的投资

者，在这种阶段如果操作不顺利，要尽量减

少操作频率，不要在这种整理阶段消耗有限

的资金，笔者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投资者，

给的建议都是这样，只有大盘放量上涨的阶

段才是短线交易的机会，胜率会大点。

也许有投资者会关心，大盘什么时候会开

始好转，才会有进场的机会？这个判断其实很

简单，一般就是两个信号。一个是要有量，表

明市场交投活跃，人气上升。还有一个就是有

市场投资主线，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

投资者，总要有投资的方向才能进场，像宁组

合和茅指数这样的板块，就是市场长期投资

的主线，也许以后还会有新的投资主线出来，

但是目前市场没有这样的标的诞生，老的投资

主线和赛道又表现低迷，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

休息了。

国都证券 王骁敏

本周沪深股市震荡上行，上证指数突破半年

线阻力，挑战3300点整数关。不过从日线看，除

周四收出51点的上涨中阳线外，其余交易日均

以小阴小阳的太极推手为主，多空胶着且量能萎

缩，观望气氛浓重。至于周四中阳线，则是多方

通过拉抬券商股走强，对市场的一次投石问路，

最终能否成功，目前看还有较大变数。

近期行情表现犹豫，主要是进入了上市公

司中报披露密集期。根据目前已经预披露中

报业绩的1783家公司看，预喜的只有752家，

占比42.18%。这一比例，较以往60%~70%的

预喜比例要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并不理想，

也和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等GDP增长仅2.5%相

契合。在预喜的公司中，除了扭亏、续盈、略增

等无关痛痒的情况外，真正符合预增标准即净

利润增长超过50%的公司只有532家，不足三

分之一，比例同样偏低。因此，目前市场的犹

豫徘徊实际上是一种等待，即看看即将披露的

中报业绩和股价是否匹配，尤其是那些头顶题

材光环、股价涨幅巨大的赛道股、科技股，这也

是近期钴锂等能源金属、风电设备等热门板块

纷纷回撤的重要原因。顺着这一思路，在8月

底中报披露结束之前，行情总体盘整的格局将

难以打破。

至于多方周四通过拉抬券商股，对市场启

动行情投石问路，在做法上可以理解。因为券

商股在行业属性上属于行情先导和“风向标”，

这在过去几年中已得到多次验证。从逻辑上

看，如果投资者对后市乐观，认为有行情，那么

随着行情启动，成交量增大，新股发行活跃，券

商自营资管获利，券商股自身将收益多多，率

先获利，股价率先启动是说得通的。不过，就

本周启动券商股而言，启动时机似乎并不恰

当，后续变数很大。

首先，行情软件显示，本周四券商股的起

涨点较5月底一波券商股的起涨点要高出7%

左右，起涨点越高，后续爆发力相对减弱，就像

拳头出击，收得越回来，打出去就越有力，道理

是一样的。其次，从周四券商股涨跌排序看，

南京证券、国元证券、光大证券等5家公司涨

停，其中除了光大证券市值722亿元外，其余

四家都是400亿元以下的中小券商，而中信证

券、国泰君安等市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行业

龙头公司群居涨幅末尾，其中最后四家市值

均在1000-3000亿元之间。可见，规模大、业

务全、实力强、盈利佳的公司表现却最弱，明

显错位。第三，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表现

不如去年同期，目前券商半年报预亏的已有

2家，预减的更多，而预增的寥寥无几，在即将

披露并不靓丽的业绩之际，多方急忙拉抬券

商股，时机上并不恰当，给人以生拉硬套、人

为刻意的感觉。因此在周四集体上涨后，周

五没有表现出趁热打铁、再接再厉的态势，除

了国元证券继续涨停外，大多原地踏步。因

此，未来券商股能否持续发力，进而激活整个

盘面和人气，带动大盘再上台阶仍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本周沪深B股跟随大盘实现向上突破，B

指双双在周四午盘之后一路上行，并以实体阳

线收盘。上证B指日线形态呈W型反转，尤其

在周四攻克了自8月份以来的305点盖子，成

交量伴随放大。周五继续稳步上行。深证B

指周四在成交量的配合下，虽然报收小阳线，

但重新一举站上了1260点重要指标线，具有

行情指向意义。预计短期B股大盘维持震荡

向上格局概率更大一些。

随着5月以来疫情形势逐步好转，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加速推动，加之在一揽子政策持续

发力带动下，我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经济恢

复良好。据有关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外贸克服诸多不利影响，实现较快增

长。其中，7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长

18%，这一增速高于海外媒体和经济学家普遍

预期，彰显中国经济韧性，为中国经济继续稳

健发展提供支撑。

本周沪深B股行情稳步推升。近期海外

股市上涨，美国出现通胀见顶信号，国内经济

企稳回升，叠加流动性宽松、稳增长政策持续

发力、投资者情绪改善等因素，投资者情绪回

暖，这是市场反弹的主要原因。目前B股整体

估值处于相对低位水平，中线投资价值再度显

现，但在指数创下新高后，也需注意冲高回落

的风险。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披露期临近，投

资者可关注半年报业绩可能超出预期的相关

行业。 马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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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向上概率较大

进场两大信号还需静待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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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投石问路 券商卷土重来

B 股市场财

市场观察财

大盘分析财

本周A股大盘恢复

性上涨，虽然上涨幅度

不算大，但是把前一周

的大部分失地拿回来

了。一方面市场资金面

相对宽松，投资者参与

的积极性还在；另一方

面针对周边局势、美联

储加息等大盘已经做出

反应，通过调整消化了

不利因素带来的风险。

消息方面，国家统

计局最新公布据显示，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涨幅继续回落，

CPI-PPI剪刀差进一步

收窄，显示中下游企业

面临的成本压力进一步

降低，利润有望实现更

快的增长。下半年CPI

有望保持温和走势，虽

然个别月份可能突破

3%，但全年目标可以实

现。此外三组数据释放暖意，如7月全

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4亿人次，日均

722.8万人次；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70

亿元（含预售）；8月中国零售业景气指

数（CRPI）为50.2%，保持在扩张区间，从

近期的出行热度、电影票房、零售业景气

度三组数据看，当前人员流动有所恢复，

消费市场继续趋稳回升。

盘面特征显示，近期大小盘股冷热

不均，冷热不均或与资金流向有关。与

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内外资机构资金

持仓有较大差异。内资机构偏爱的行业

以新能源、军工、信息技术、半导体等科

技成长赛道股为主，外资机构偏爱的行

业主要集中在必选消费、可选消费、金

融、券商等。

综合而言，当前市场还算稳定，而上

市公司业绩披露逐渐进入高峰期，预计

有部分业绩不达预期的公司都会集中在

8月中下旬披露，对此个股业绩差异导

致股价变化，投资者还是需要留意的。

当然中期大盘不具备系统性风险，后市

若出现非理性下跌应该是较好的逢低加

仓机会。

中信浙江 钱向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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