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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反弹之后或有变局

超跌反弹 箱体震荡不变
大盘分析财

专家看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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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大盘果然迎来了一波反弹

行情，单纯观察指数的表现应该还

很不错，特别是上证综指更是一阳

吞三阴，是典型的强势上攻形态。

但是本周投资者的收益可能没有同

步反映，因为指数的上涨主要依赖

了金融板块，如果没有投资在金融

板块上，很难有好的收益，相反还有

很多个股出现了加速下跌，让普通

投资者的亏损加剧。之前也曾做过

预测，金融板块的中报营收和净利

增长是所有行业板块里最好的，所

以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调仓换股给金

融板块带来了短暂的资金流入，但

是这种动作未必会有持续性，经历

了短暂的股价反弹后可能就会面临

获利盘的抛压，毕竟现在是个存量

结构的市场，所以短期获利后逢高

减持是很正常的动作。

因为本周大盘的反弹主要依赖

了金融板块，所以一旦金融板块出

现冲高回落，大盘的后市表现可能

会出现一定的动荡，笔者认为变数

较大吧。如果另外两个龙头股，茅

台和宁王能够出现强劲反弹，那么

抵消金融板块回调的负面影响，让

大盘继续保持强势还是可以期待

的。但是谁又能保证这种热点切换

会那么精准呢，其间出现短暂的快

速下跌也有很大可能，毕竟机构投

资者也是要在市场中通过调仓换股

来获利的，而不是为了保持大盘的

平稳上涨，所以出现急跌后进场抢

筹的可能性会大于强势格局里的调

仓换股。

经过一轮大跌后，本周宁王股

价虽然表现仍然不佳，但是跌幅趋

缓，成交放大，明显有抄底资金在逐

步流入，所以后市股价出现反弹的

机会在增加。由于新能车市场的增

速大、市场规模大，该板块对观望资

金的吸引力不容忽视，被众多机构

投资者公认为增长最确定的一个板

块，所以股价在后市出现反弹是迟

早的事，只是时间上有不确定性，也

会让大盘能否继续反弹充满了不确

定性。本周另一龙头股茅台也出现

了下探反弹走势，最新公布的CPI

数据让食品饮料板块的吸引力增

加，所以茅台股价迎来一波短期反

弹也是可以期待的。

近期华为和苹果同时推出了最

新的手机产品，短期围绕通信设备、

半导体芯片、华为概念等板块可能

性形成热点。不过即使出现了这些

热点也要保持快进快出的操作手

法，谨记存量机构市场里不要有贪

念，积少成多就是成功。

本周末是中秋小长假，下周一

停市一天，让下周的交易更增加了

不确定性，如果是成熟的投资者相

信会在获利的时候考虑逢高减持

一部分筹码，保持一定的现金比

例。投资既要追求高收益，也要考

虑进退自如，在平衡市和不确定性

因素增加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平常

心吧。

国都证券 王骁敏

本周A股大盘有所稳定，呈现

小步上行态势，虽说步子不大，但是

也算是暂时守住了。消息方面偏正

面，本周央行宣布降准，下调金融机

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尽

管针对的是外汇，但对稳定汇率有帮

助。而从基本面来看，对盈利偏弱的

预期消化充分及高景气行业重新走

强，也显示阶段性调整有限。复盘来

看，大调整的底部形成需满足逆周期

调节政策出台、中长贷增速上行、PMI

等经济数据上行、外部风险消减的条

件；小调整的见底与宏观环境变化关

系不大，主要是因负面预期的消除或

价格已充分反映，或结构上强势板块

的出现。当前来看，首先，尽管疫情

扰动下经济数据仍未明显上行，外部

风险也未完全消减，但逆周期调节政

策已出台，中长贷同比增速有望筑底

回升；其次，国内疫情和经济偏弱的

负面预期短期难消除，但当前市场下

跌对基本面偏弱的预期消化充分，调

整充分的高景气行业可能重新走强。

综合而言，当前大盘处于弱势

小反弹周期，短期“沪强深弱”的局

面将持续，反弹高度需要视成交量

变化而定。由于题材板块快速轮

动，板块持续性较差，短期追高要谨

慎。需要精选行业与个股，控制好

总体仓位，低吸为主。

建议关注景气持续上行、景气

预期改善以及政策导向的行业：其

一，处于行业高景气度的光伏、风

电、电网设备等板块经过前期调整，

中长期来看仍具有较多的投资机

会；其二，在全球经济衰退预期明显

的环境下，可选择周期性不明显的

板块如国防军工、医药等；其三，景

气预期改善的传媒、电子（半导体中

的上游材料和零部件、消费电子）和

计算机（国产化、云计算等）；其四，

稳增长政策推动的建筑建材，刺激

消费相关的大众消费（旅游酒店体

育）等。 中信浙江 钱向劲

本周沪深股市探底回升，震荡

反弹，但成交量能持续萎缩，保持低

位。从目前看，中秋、国庆“双节”临

近，技术修复难改原有箱体震荡基

本格局，指数空间有限。由于短线

热点轮动迅速，权重股走强缺乏资

金面支持，因此投资者应对仍建议

多看少动，观望为主。

首先，从反弹性质看，主要是连

续调整，技术超跌引发的修复性行

情，和8月初的那波超跌反弹非常

类似，都是在三周以上下跌后的超

跌反弹，但本周反弹的成交量明显

小于8月初，显示追涨资金更趋谨

慎。即便是8月初的那波反弹，在

持续两周后由于没有得到更大量能

支持，同样冲高回落，功亏一篑。

其次，从热点看，赛道股明显退

潮，股王宁德时代在连跌8个交易

日后本周反弹乏力，大成交量反映

机构博弈激烈，分歧明显。另一标

杆品种比亚迪受到海外投资家的连

续减持，本周股价探底后虽有反弹，

但总体形态已经明显走弱。受其影

响，市场开始重新审视新能源赛道

的合理估值范围，也导致短线赛道

股的整体退潮，赣锋锂业、隆基绿

能等都走出持续下降通道。从下

半周看，上证50指数表现强劲，金

融、基建等权重蓝筹股有所走强，虽

然从风格轮动的角度有一定的合理

性，如估值优势，业绩稳定等，但权

重股的走强需要大量资金堆积，这

恰恰是当前市场的短板所在，似乎

并非水到渠成，仍需观察。

第三，从资金面看，近期美元指

数持续走强，非美元货币纷纷贬值，

其中欧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1大关，

日元兑美元也是年度新低，人民币

也同样，最近一个月离岸美元对人

民币汇率从1:6.72上升到1:6.99，贬

值幅度达到4%，引发外资从离岸市

场流出。到本周四，A股北上资金

连续6天净流出，表现相当罕见，对

本已成交低迷的市场更加“跑冒滴

漏”。好在下半周美元指数回落，汇

率有所反弹，周五资金流向再度转

入净流入，但未来仍需关注美联储

加息动向，强方美元态势大概率仍

将维持。

展望后市，虽然本周市场震荡

反弹，但箱体震荡格局恐难打破。

一是从日K线形态来看，和8月初

行情类似，都是底部连续阳线后一

根小阴线，再出一根中阳线，随后就

偃旗息鼓，目前在K线组合上并没

有突破，且成交量更为保守。二是

从时间看，下周初有中秋小长假，两

周后就将进入国庆长假的前期，届

时节日情结显现，在外围市场相对

动荡之下，投资者更愿意骑墙观

望。9月份操作腾挪的空间不大。

三是9月末也是三季度末，资金面

将有周期性分流压力，银行揽存冲

动较强，制约股市放量的机会。四

是进入10月份，就是上市公司三季

报集中披露的时段，今年半年报“成

绩单”一般，业绩增长的上市公司不

足五成，明显低于以往年份，因此

10月份又将面临业绩检验，“成色

不足”的将再次尴尬。从更宏观的

角度看，主要是经济恢复的程度，当

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挑战，货币政

策宽松也面临边际，因此股市大概

率仍以平稳运行为主，有韧性，能防

守，但反攻的力度同样欠缺，心有余

而力不足。真正的突破，还需耐心

等待。 申万宏源 钱启敏

本周沪深B股总

体上与A股同向走

势，但沪深市场B指

各自走势仍显不同。

上证B指本周一至周

三连续上行并收了阳

线，周三最高升到

313.64点，成为年内

指数的新高，周四和

周五阴阳线交替，但

上涨趋势格局依旧。

深证B指本周在小箱

体窄幅震荡，指数上

方仍然受到各条短中

期均线的压制。预计

短期沪深B指分歧走

势仍将延续。

国内宏观经济方

面有几个信息值得关

注，一是9月7日国务

院召开常务会议，部

署加大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拓

展就业空间，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和经济新动能；决定对部分领域

设备更新改造贷款阶段性财政贴

息和加大社会服务业信贷支持，

促进消费发挥主拉动作用；部署

阶段性支持企业创新的减税政

策，激励企业增加投入提升创新

能力；确定依法盘活地方专项债

结存限额的举措，更好发挥有效

投资一举多得作用。这也意味着

在8月24日国常会部署19项稳

增长接续措施后，稳增长政策进

一步加码扩围，重点指向促进就

业、提振需求、鼓励创新和推动基

建投资进一步提速。另一则消息

是中国人民银行本周一宣布，自

9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

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央行

这一举措，预计对于汇率市场稳

定有关键的作用，且有助于缓解

资金外流的压力，对于股市来讲

也是间接的利好。 马宜敏

近来，随着经

济修复和制造业

PMI的恢复，通用

设备和工程机械或

出现明显的需求改

善，将给行业龙头

带来投资机会。

具体来说，机

械设备涉及较多，

一般被分为三个方

向，分别为通用设

备（包含工控自动

化、工业机器人、激

光设备、机床工具

等）、专用设备（锂

电设备、光伏设备、

风电设备、半导体

设备等）以及工程

机械。根据券商研

究报告分析，2022

上半年机械设备行

业 实 现 营 收

9892.67亿元，同比

增长1.2％，营收增

速较慢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包含

了制造业景气度整

体下降，资本开支有所削弱、疫情

因素、原材料价格较高等，同时去

年同期基数较高。行业上半年实

现归母净利润644.50亿元，同比

下滑11.2％，归母净利润下滑主

要是因为贡献占比较大的工程机

械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整体来看，虽然机械设备营

收增速较低，利润出现回落，但行

业结构性非常明显，营收端锂电

设备增长70.8％、半导体设备增

长55.7％、光伏设备增长47.4％，

利润端导体设备增长86.1％、光

伏设备增长60.0％、锂电设备增

长42.8％。往后看，这种结构化

或继续存在，新兴景气赛道（半导

体设备、光伏设备、锂电设备）受

下游需求影响，将继续推动设备

类公司成长。相对新兴景气赛

道，通用机械、工程机械或面临不

错的预期。通用设备方面，看好

工业机器人、机床等方向；工程机

械方面，当前行业进入营收、利润

低基数阶段，后续随着需求的恢

复，行业或出现明显的拐点，看好

工程机械里的核心零部件及挖掘

机相关领域的公司发展。

长江证券 陆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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