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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购、限贷、限价等多
重调控政策下，持续“高烧”的
楼市在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
降温。进入2012年，楼市走向
依旧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新的
一年里，各种调控政策何去何
从？在新的形势下，房价走势
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房地
产研究所所长谢逸枫表示，从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
2012年房地产调控的总基调是
“稳中微调”。因为房地产调控
基本上是围绕经济运行情况来
进行的，要配合2012年中国经
济“稳中求进”的基调，所以，
2012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出
现方向性调整。

谢逸枫认为，2012年房地
产市场调控思路将围绕几个
方面运行：第一，增加市场供
应，尤其是增加保障房的供
应。第二，继续遏制投机投资
需求。第三，扶持首次置业，
2012年个人住房首套基准利
率可能回调。第四，继续实行
限购、限贷、限价政策，目的是
防止房价在政策退出的情况
下出现快速反弹。“但不排除
地方政府对政策进行微调，比
如已限购的48个城市里，房价

回落、楼市萧条、土地出让金
下降的城市，地方政府考虑到
自身情况，可能在调控政策具
体细节上进行调整。”他说。

谢逸枫表示，2011年全国
房地产市场新增大量库存，所
以2012年市场主要目标是消
化库存。但另一方面，当前全
国土地市场已经转冷，预计
2012年全国房地产投资额也
将下滑，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
去，过了库存消化期后，房地
产市场可能再次出现供求失
衡的局面，房价可能再次大幅
反弹。

合富置业首席分析师龙
斌也认为，今年调控的总体基
调不会放松，但考虑到经济发
展方面的因素，局部地区的政
策可能出现微调，比如限购的
区域、限购的对象、首套置业的
基准利率等。他同时表示，今年
一季度楼市将维持低迷局面，
房价将继续调整。上市的龙头
房企将带头降价，因为这些上
市房企需要维持良好的资金周
转，销售将是其考虑的首要目
标。但到了下半年，政策可能出
现微调，楼市可
能会缓慢回暖。

(杨晨)

政策取向稳中微调
主要目标消化库存

对于金市而言，跌宕起伏
的2011年注定令人难忘。在避险
因素主导下，金价去年创出了
1920美元/盎司的历史新高。尽
管下半年经历大幅震荡，黄金
仍以10%的年度涨幅延续了此
前的长期升势。展望2012，新年
里黄金能否继续走牛，目前市
场存在较大分歧，但多数业内
人士依然看好长期金市。

国金期货总裁助理江明
德认为，近年来黄金价格上涨
的核心原因，就是纸币贬值导
致以纸币为衡量标准的资产不
断缩水以及由主权债务危机所
引发的对纸币不信任，这一因
素在今年会继续推升黄金的投
资价值。而从实物需求角度看，
各国央行的增持及大众对黄金
消费的增加也对金价形成支
持，1500美元/盎司很可能成为
2012年金价的年内低点。

在全球实行信用货币体
系的今天，具备避险保值功能的
黄金或多或少仍担负着货币锚
的角色，全球资金流动性水平的
变化对于金价无疑影响巨大。展
望2012年，对流动性前景的不同

预期也导致对
金市的看法出
现分歧。

据摩根士丹利预测，随着
欧债危机的恶化，欧洲金融机
构未来18个月需出售3万亿美
元资产以换取现金。光大期货
研究所所长叶燕武表示，黄金
是衡量全球流动性水位的浮
标，今年整体流动性稳定或下
行将使黄金承压，美元的上涨
也将削弱黄金的避险需求。不
过，政策存在动态调整的可
能。去年11月30日，美联储联
合五国央行向市场提供流动
性的行动似乎预示，债务危机
不会因为流动性紧缩而造成
系统性风险。不少市场人士预
计，未来发达经济体有望出台
更多刺激措施，黄金牛市将持
续至2012年。

值得关注的还有各国央
行的购金增长。世界黄金协会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三季度，
各国央行共净买进148 . 4吨黄
金，较二季度66 . 5吨的净买量
超过一倍，创2002年有统计数
据以来的最高值。

新年金市已经呈现出回
暖迹象。截至北京时间昨日19：
00，伦敦现货金价较上一交易
日回升24 . 67美元/盎司，收报
1589 .69美元/盎司，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涨。 (沈宁)博弈2012

名称 申购代码 发行价 发行量/股 申购限额 发行市盈 资金解冻

扬子新材 002652 10 . 1元 2668万 2 . 1万股 18 . 74倍 1月16日

今日发行新股申购指南

市场期盼的“开门红”并
没有在新年首周如期上演，但
多数基金基于市场“超跌”反
弹的预判，纷纷在新年首周逆
市提升股票仓位。

根据国都证券基金仓位
监测模型测算，上周仅仅三个
交易日中，开放式偏股型基金
的平均仓位相对之前一周上
升了2 . 53个百分点，剔除各
类资产市值波动对基金仓位
的影响，基金整体主动加仓
3 . 3 5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了
76 . 57%。

从上周基金主动性调仓
幅度的分布情况来看，多达
90 . 1%的基金选择了主动加
仓，其中39 . 6%的基金主动加
仓幅度在0%～3%之间，15 . 5%

的基金主动加仓幅度在3%～
5%之间，还有35%的基金主动
加仓幅度在5%以上。

就基金公司而言，上周61
家基金公司全部选择了主动
加仓，其中分别有26家基金的
主动加仓幅度在0至3个百分
点之间和3至5个百分点之间，
此外，还有9家基金的主动加
仓幅度在5个百分点以上。

事实上，自去年12月中下
旬，基金在市场大幅杀跌中就
开始逐步买入。来自权威部门
的核查结果显示，2011年12
月，基金行业并未“疯狂卖
出”，而是整体呈现较大规模
的净买入，尤其是12月中下
旬，基金整体净买入更为明
显。

此外，据了解，自去年12
月下旬以来，保险、券商等机
构资金也在逐步吸纳偏股基
金，基金自购也转向指数型基
金，而社保基金在12月下旬也
进行了试探性买入。机构普遍
认为大盘正处筑底阶段，无必
要过度悲观。从目前仓位水平
来看，保险资金也具备一定的
加仓空间。

市场急跌之后，政策利好
频出，在摩根士丹利华鑫的一
位基金经理看来，在暴跌之
后，市场的机会一方面或来源
于政府可能出台的一揽子救
市政策，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持
续超跌的技术性反弹。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
出来的信号对股市形成正面
刺激，有望促成一波反弹。”南
方基金杨德龙认为，在通胀下
行趋势确立的情况下，货币政
策和财政政策的放松力度可
能超出预期，而政策放松力度

可能决定市场反弹的高度。
招商基金则明确指出，总

体来看，目前通胀已经见顶，
政策底也已出现，盈利底可能
出现在2012年二季度。而根据
历史数据显示，市场底往往要
领先盈利底一个季度或者更
早时间出现，从这一角度看，
目前市场处于底部区间之内。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逐
步缓解，对海外市场和A股市
场的影响会逐渐减小。今年1
季度新增贷款的发放可能会
使市场流动性出现季节性的
改善。同时，市场的融资节奏
在今年也会有所控制。”海富
通基金认为，虽然大的系统性
机会出现的概率较小，不过A
股市场可能在今年1季度或上
半年出现好转。至于我国经济
在今年下半年是否会出现回
升，通货膨胀是否会出现反
复，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
响A股今年的表现。 (上证)

周二A股市场继续高歌
猛 进 ，主 要 股 指 涨 幅 超 过
2 . 5%。因周一做多激情继续
发酵，同时又传来香港证监会
已批出15只RQFII产品将上
市，以及以中石化、中国联通、
中国神华等大型国企控股股
东均出现增持等利好消息推
动，两市股指开盘后继续上
攻，沪指成功收复30日线，并
部分回补了“12 . 13”缺口，短
期强势再度凸显。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2285 . 74点，上涨2 . 69%；深证
成 指 报 9 2 8 1 . 2 5 点 ，上 涨
3 . 75%。沪市成交为910 . 5亿；
深市成交为786亿，两市合计
1696 . 5亿，同比继续放大。

盘面观察，周二市场多方
明显占据主动地位，股指呈现
单边上行态势，且在此过程
中，市场成交稳步放大。

从技术上看，在创业板指
方面，目前仍处在下降通道当
中，均线系统依旧空头排列，
但连续两日的上涨将前期超
卖技术指标有所修复，上行的

主要压力位在730-750区间，
同时继续上行仍需要补量。沪
指方面，连续两日的大涨，将

“12 . 13”缺口部分回补，使得
大盘重心迅速摆脱下方危险
区域，同时5日线和10日线形
成金叉，且上行过程中量能明
显放大，短期强势已经确立。

但对于本周余下的交易
日，股指上行的斜率或势头将
发生改变，原因：一是因为连
续两日的大涨成就了丰富的
短线获利盘，且超短期技术指
标出现顶背离，短期均线的乖
离率偏大，短期不排除有冲高
回探的可能；二是2300点是前
期多空上方争夺较为激烈的
点位，且上方套牢盘压力较
大，不排除空方短线继续借助
技术压力打压股指的可能。对
于运行区间，上行关注2300-
2350压力，下行关注2200-
2220支撑。操作上，保持适当
的谨慎，不宜盲目追高，对年
报业绩低于预期的个股可适
当借助超跌反弹进行调仓换
股。 (中证投资 张索清)

中国石化(600028)、中
国神华(601088)、中国联通
(600050)公告，9日三家公
司 分 别 获 大 股 东 增 持
3908 . 32万股、1080 . 8万股
和440 . 5万股。根据当日股
价，按最低价计算，这三
家央企的大股东此次增持

投入资金超5 . 7亿元。
三公司均表示，大股

东拟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
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
继续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2%。

(一财)

新年头两个交易日(1
月4日、5日)，一共有28只个
股喜遇高管不同数量的增
持，累计增持股份达到676
万股。

单从增持数量来看，阳
光城、中鼎股份、现代投资、

东方园林、中利科技、理工
监测、常宝股份、霞客环保、
天马股份、同洲电子以及精
工钢构被高管增持股份超
过10万股，其中，同洲电子
和精工钢构均被其董事长
增持100万股以上。 (每经)

逼空上涨能否持续

三央企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新年猛刮高管增持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即
将正式公布，其中一半篇幅
聚焦农业科技。科技部副部
长张来武日前透露，中央一
号文件共包括六个部分，其
中有三个部分涉及农业科
技，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创
业发展现代农业。

此外，农业和农村信息化
也是未来一大重点任务。越来
越多地迹象显示，在“三农”问

题中，农业科技备受关注。
针对农业科技，此前农

业部发布了《农业科技发展
“十二五”规划》、《全国农业
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
规划》等多个规划，明确了
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任
务；科技部也安排了农作物
种业科技工程项目，支持种
业集成创新和产业化。

(梁敏)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2011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据
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外贸
进出口总值36420 . 6亿美元，
比2010年同期增长22 . 5%，
外贸进出口总值刷新年度历

史纪录。其中，出口18986亿
美元，增长 2 0 . 3 % ；进口
17434 .6亿美元，增长24 .9%。
贸易顺差1551 . 4亿美元，比
上年净减少263 . 7亿美元，收
窄14 .5%。

去年进出口超3 . 6万亿美元

中央一号文件重推农业科技

据记者了解，自去年12月下旬以来，保险、券商等机
构资金亦在逐步吸纳偏股基金，基金自购亦转向指数型
基金。与此同时，社保基金也进行了试探性买入。

沪指日K线
沪指分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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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A股市场继续延续
着周一的强势行情，意味着
本轮反弹行情的确超出预
期。一方面是因为大股东的
给力增持，尤其是中国石
化、中国联通、中国神华，
这均极大地刺激了多头的做
多心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强周期性个股得益于M2的
复苏，使得各路资金对货币
宽松的预期渐趋增强，受此
影响，整个强周期性个股成
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但是，盘面也显示出，多
头渐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
法，也就是说，多头做多不停

歇，迅速将股指脱离底部区
域。这主要得益于股指期货
的推动。但正由于此，短线大
盘也面临着一定的反复，毕
竟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走势就
说明沪市单日成交量在1000
亿元左右，所以，大盘成交量
在本周已接近极限，短线大
盘或将宽幅震荡。因此，在操
作中，不宜追涨。只是由于短
线大盘明显复苏，所以，建议
投资者利用大盘的盘中低走
可以适量建仓，尤其是一些
成长前景乐观的小盘高成长
品种。

(秦洪)

逢低建仓成长股

近期中小市值和消费
类股票补跌，大盘蓝筹股也
持续疲软，而本周两天的大
盘出现久违的普涨格局，以
煤炭、有色为主导，带动两
市板块全线上涨。

新华基金认为，近期经
济疲弱仍继续影响市场情
绪，但市场持续下跌后，短期
市场风险已经得到较为充分
的释放，节前政策进入相对
真空期，同时，市场预期12月
CPI数据继续下行，因此节前
市场持续反弹可期。

值得一提的是，上周金
融工作会议闭幕，温家宝强
调要提振股市信心，对2012
年金融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新华基金认为，目前政府信
号对市场构成一定利好，节
前政策面进入真空期，且预
期向好，市场有望出现一波
反弹行情。而从更长期看，
一季度在货币适度放松、流
动性改善的环境下，股市会
有一个“跌出来”的反弹行
情。

而对于流动性到底是
宽松还是顺畅的问题，信诚
基金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黄小坚认为，货币政策2012

年或将出现放松的拐点，但
至少最坏的预期已经过去
了。对于经济，他认为虽然
外围经济环境难以好转，欧
债危机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
的过程，短期内难看到解决
方法。但国内由于政策的主
动调控，经济增速下行的同
时，通胀警报也将逐渐解除。

“虽然资金面还是难以发动
全面的系统性行情，近期市
场仍将维持震荡走势，但
2012将比2011市场要好。”

具体来看，南方基金分
析，从目前情况来看，市场
整体估值水平已在历史底
部，但是经济和企业利润持
续下降的环境下，政策依然
是目前主导市场的重要因
素。在持续一年宏观调控和
经济增速下滑的双重作用
下，我国经济的通胀压力明
显减弱，通胀回落已经是大
势所趋，控通胀成效进一步
显现，政策已没有进一步紧
缩的必要。到了今年，随着
经济增速的回落和基数的
增加，通胀不再是市场关注
的问题，政策放松力度可能
决定市场反弹的高度。

(涂艳)

酝酿回暖“升”机
1500美元或成低点

政策决定反弹高度

相关链接

财金资讯

基金视点

冷冷眼眼看看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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