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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15日讯（记
者 张頔） 6月15日，9家银
行正式发售大额存单，利率大
多较基准利率上浮40%。首期
推出的大额存单不可转让，因
此其在利率及流动性方面优
势均不明显。

大额存单是由银行业存款
类金融机构面向非金融机构投
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
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是银行
存款类金融产品，属一般性存
款。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
发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这9家市场利率定价
自律机制核心成员，于6月15日
起正式发行首批大额存单。

在这9家银行中，除了兴业
银行目前只面向机构投资者，
其他8家银行均面向个人投资
者发售，期限在1个月到1年之
间，工行一年期大额存单较基
准利率上浮36%，其他银行的所
有期限均上浮40%，各大银行大
额存单之间的利率差别不大。

40%的上浮幅度对于投
资者来说，吸引力并不大。而
大额存单在流动性上的优势
也没有体现出来。按照国外惯
例，大额存单可转让，流动性
比较强，也就是说，大额存单
可以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
可贷款抵押，可作出国保证
金，可开存款证明，这些都是
多数银行理财无法比拟的。

由于目前全国银行间拆
借中心的第三方平台尚未开
发完成，因此当前9家银行推
出的大额存单均无法转让。虽
然无法转让减弱了大额存单
的流动性，但它和定期储蓄存
款一样，是可以提前支取的，
不过要损失一定的收益。大多
数银行的大额存单如果提前
支取只能按照活期存款利率
计息，有的银行只能全额支
取，有的银行可以部分支取，
如果是部分支取，剩余金额需
要保证至少30万元。

在提前支取方面，农业
银行的政策更灵活一些，如
果提前支取，可以按照存满
期限相应的定期存款计息。

比如购买12个月期的大额存
单的用户，存满3个月时如果
要提前支取，可以按照3个月
的定期挂牌存款利率（而非
活期存款利率）办理。

从发行渠道来看，首批大
额存单大部分都需要到银行
柜台办理，少部分银行可以通
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或银行
网点的自助终端机购买。记者
15日走访省城多家银行发现，
由于目前大额存单利率幅度
上浮有限，且不可以转让，提
前支取还要按活期计息，总体
来说与定期存款差别不大，所
以只有部分客户来咨询相关
情况，但真正办理大额存单的
几乎没有。

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５日专电 《中
国证券报》报道，据Ｗｉｎｄ数据统
计，６月以来，共有４６４股发生重要股
东二级市场交易，合计净减持４０．６０
亿股，净套现额度超过了６６５亿元，
延续了今年春节以来逐月攀升态
势。

自春节以来，月度净减持额度
呈现出逐月上升态势，２月份逾２５
亿股的净减持带来近３６３亿元的套
现额度；３月份骤增至了６３５亿元，４
月份为７６２亿元，而５月份净减持额
达到了１４４１．８９亿元，环比４月增加
了近一倍，创出今年月度的新高。而
今，６月上旬刚过，净减持额度已达
６６５亿元，可见资金的减持力度并
没有减小。

广证恒生证券指出，股东大量
减持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股
票估值提升过高或者相对偏高，二
是长期投资后选择部分获利套现退
出，三是为了再投资和公司发展。

从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
来看，民生银行和宁波银行这两只
个股使得银行板块位居首位，平均
有１４．５８亿元的净减持；而紫金矿
业则拉高了有色金属行业１５只个
股的平均值，平均值为６．１２亿元，
位居第二位；传媒、食品饮料和房地
产行业个股的平均净减持额度分别
为５．８１亿元、３．５７亿元和３．０６亿
元。获得增持的个股中，长园集团和
万达信息的净增持额度最高，分别
为１１．５６亿元和１０．０７亿元，双塔食
品、卓翼科技、零七股份、山水文化
和刚泰控股获得的净增持额度也均
超过了亿元。

进入６月重要股东

净减持逾６６５亿元

新华社纽约６月１４日专电（记
者 王乃水 李铭） 摩根士丹利
资本国际公司（ＭＳＣＩ）将中国
Ａ股纳入其全球新兴市场指数的
时间可能比很多人预计的都要快，
这个时点很可能会是今年年底前，
纽约投资机构奎恩基金顾问董事
总经理布伦丹·埃亨日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埃亨说，虽然上周ＭＳＣＩ在
声明中表示暂未将中国Ａ股纳入
其全球基准指数，但在其解释中已
经明确表明未来必然会纳入中国
Ａ股。这也就意味着，已经不存在
中国Ａ股会不会被纳入的问题，而
只是何时被纳入的问题。

ＭＳＣＩ在上周的声明中表
示，投资额度分配、资本流动限制、
实际权益拥有权等三方面存在的
问题，是此次Ａ股未能被纳入的主
要原因。ＭＳＣＩ将与中国证监会
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共同推动中国
Ａ股尽早被纳入ＭＳＣＩ指数。而
只要Ａ股各项指标达到ＭＳＣＩ
标准，ＭＳＣＩ随时可以宣布将中
国Ａ股纳入其全球基准指数，而不
必等到下一年的年度评审结果公
布之时。

埃 亨 说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和
ＭＳＣＩ的通力合作下，上述三方
面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问题得
到解决的时间可能会比很多人预
想的都快。

他表示，在额度分配方面，国
际投资机构近年来获得的额度其
实一直在提高，这种趋势也会继续
下去。而如果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酝
酿中的深港通一旦开通，额度分配
对国际投资基金的重要性及制约
作用将会明显减弱。

Ａ股有望年底前

被纳入Ｍ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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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大跌2%失守5100点 近百只股票跌停

AA股股再再遇遇““黑黑色色星星期期一一””
6月15日，A股上演“黑色

星期一”。
两市小幅高开后一路震

荡，早盘跳水后，沪指午后收
复5100点，但两点半效应再
现，权重集体下挫，钢铁、房
地产、电力等板块大幅回落
引领两市二度跳水，沪指再
失5100点阵地。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5062 . 99点，跌2 . 00%，成交额
1 0 6 4 9 . 9 1亿元 ;深成指报
17702 . 55点，跌2 . 19%，成交额
9 3 0 0 . 3 1 亿 元 ; 创 业 板 报
3696 . 03点跌5 . 22%，成交额
1848 . 16亿元。两市127股涨
停，98股跌停。

本报记者 刘相华

个股或进分化大时代

业内人士称，A股突破
5000点后，市场普遍谨慎，
恐高心理较重，但从长期
来看，行情仍处在震荡上
行通道。不过，在热点的切
换方向上，资金却出现了
分歧，一方面，创业板整体
估值过高，已现泡沫，已不
适合长线配置，资金有调
换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金
融等领衔的蓝筹股，估值
虽在合理区间，但蓝筹股
重启行情，需要大量资金推

动，而目前正值政策降杠
杆阶段，资金端的助力似
乎难满足。因此，大盘在冲
上 5000点后，并未能更进
一步。

业内人士认为，上周连
续的震而不调，在这周初提
供了一个向上的时间窗口，
但出于对降杠杆以及新股
申购的担心，反引发了市场
向下的大幅波动，后市大幅
走高难度已经增大。业内人
士因此称，预计本周沪指在

5000点上下震荡的可能性
依旧很大，而对于创业板，
则要注意二次回落引发的
阶段筑顶风险。

具体到个股层面，大面
积的分化已经势在必行。
业内人士因此提醒，此前
涨幅较大的强势股应注意
减仓，而有利好支撑的事
件热点或补涨类个股，可
多做留意，策略上需轻指
数、控仓位、弃长线、主做
中短补涨。

市场真正进入慢牛节奏

“首先，由于注册制推
出牵扯《证券法》修改，最快
也得四季度才能推出，这就
要求股市走慢牛、走长牛，
快速的疯牛是不允许的，目
前才6月，却已站在了5000
多点，若是涨速还不控制，
下半年还走牛的不确定性
就大了，而要调控牛市节
奏，降杠杆是必需手段。”山
东神光媒体分析师丁冲对
记者表示，这是证监会围剿
场外融资的思维逻辑，由此
也拉开了A股慢牛的节奏。

对于后市，多空分歧有

所加大，平安证券表示，增
量资金入市尚未出现衰减
迹象，预测下半年上证指数
运行中枢应会在6000-8000
点范围。但也有分析称，股
指仍将在多空双方频繁争
夺中走出震荡走势，沪指在
5000点附近出现反复整理
将是大概率事件。

民族证券则认为，市场
情绪从前期亢奋和惊惧的
极端摇摆中逐步趋向冷静
和理智，应该是难能可贵的
进步。市场正在从前期的疯
牛转化为慢牛，本周大盘或

将继续震荡整理。
从操作上看，关注监管

层动向，热点轮动加快、个
股分化，应更加重个股轻指
数，仔细择股。因此，投资者
不妨寻找那些符合国家战
略大方向、未来还有新的
催化刺激因素的个股，诸
如“一带一路”、国企改革、
军工改制、工业 4 . 0、互联
网+等，其中“牛回头”个股、
或者补涨与产业资本运作
相叠加的个股，仍有望大概
率演绎涨停潮，值得深度挖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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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致A股暴跌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演了“黑
色星期一”呢？有分析人士指出，
至少有三点：

监管层严控

场外配资

上周末有媒
体报道一股民高
杠杆爆仓跳楼，

随后证监会周六在其官方微博上
发文，证券公司不得利用网站接
口，为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场外
配资活动，为非法证券活动提供
便利。

新股抽血 今年第 8批
中的23只新股将

集中申购，17日、18日、19日分别
发行3只、11只、9只。加上23日将
发行的 2只新股，这 25只新股募
集资金将达416 . 33亿元，其中大
盘股国泰君安的单只募集资金达
300 . 58亿元，创5年多来A股最大
IPO，预计冻结资金将超过6万亿。

企业年中结算 随着年度中
期的到来，企业

结算和银行缴款等需求将集中爆
发，市场资金面将受到冲击。

“在上述三大因素致使资金面
紧缺的状况下，预计近期大盘或将
持续调整。”市场投资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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