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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股爆发，创业板周暴涨逾 10%，IC 主力大涨逾 7%

一周行情

现指方面，受贸易战紧张局面缓和及近期政策刺激影响，本周 A股市场总体小幅反弹，
内部出现较大分化，其中沪综指周微涨 0.51%至 3168.90，月线收阴。深成指周涨 4.11%至
10868.65，月线收小阳。创业板指数周大涨 10.11%至 1900.48，月线收阳.沪深 300 指数周微
跌 0.16%至 3898.50，月线收阴，上证 50 周跌 0.98%至 2712.40，月线长阴。中证 500 指数周
大涨 7.34%至 6101.0，月线大阳。期指方面，IF1804 周涨 2.20%至 3884.2，贴水收窄至 14.3，
成交增、持仓减。IH1804 周跌 0.98%至 2712.4，成交增、持仓减。IC1804 周大涨 7.34%至 6101.0，
成交增、持仓减。总体看，本周 A股市场出现较大分化，在政策及消息面持续支撑下，中
小盘股再次出现大幅上涨。

逻辑看，一是，贸易战紧张局面相对缓和，市场在经历较大回调后有向上修复的动力。
二是，本周末监管层发布独角兽企业回归 A股发行 CDR 办法和创新企业 IPO办法，为科技
巨头回归 A股打开通道，短期利好科技股。三是，政策不断向高技术制造业倾斜，本周落
地的增值税减税方案，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及其他设备制造业减税
幅度更大，本周五公布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减免方案，利好计算机、通信、电
子行业个股。后市看，贸易战的影响仍未消除，短期内市场仍然受外围因素影响波动率增加，
随着 A股市场进入主板年报及中小创一季报披露高峰期，国内市场的关注点将转向上市公
司的业绩增长情况，中小创业绩是否能兑现市场的预期是关键，如果一季报中小创业绩出现
改善可能中小盘股将进入牛市，总体看，后市仍然维持区间震荡。策略看，继续关注计算机、
通信、电子相关行业龙头表现，从估值角度看，经过近期较大幅度回调，银行及非银金融已
回调至 2017 年 10 月附近水平，券商板块更处于历史底部，对标国外银行股，国内银行股不
管 PB、ROE等指标均全面占优，CDR 加速落地将提升龙头券商的盈利水平，随着纳入MSCI
时间临近，海外资金将更偏好金融股，建议关注回调到位的金融蓝筹。

期指方面，IC 本周大幅领涨三大期指。后市看，在政策面利好下，近期 IC 的表现将维
持强势。策略看，继续尝试多 IC 空 IH、IF 对冲套利。

投资策略

期限 建议

短期
2018 年一季度“春季躁动”行情开启，连续上涨但成交萎缩使市场存在回调风
险。

中期
结构性交易的博弈机会，投资驱动＋结构改革稳步推进，MSCI 基金入市逐步开
始，市场热点轮动较快，需把握操作时点。

长期
中长期来看，经济仍是 L型走势，但企业盈利持续改善，两市将呈平台向上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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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经济数据

图表 1：一周经济数据

数据 评析

CPI、PPI

中国 12月 CPI同比 1.8%，低于预期 1.9%，略高于前值 1.7%。这也是 CPI连续 11个月低于

2%。PPI同比 4.9%,创下 2016年 11月以来新低，高于预期 4.8%，低于前值 5.8%。从全年来

看，2017年通胀涨幅较上年回落，食品价格更是自 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PPI则结束

了连续 5年的下降态势。

PMI
2018年 3月份，制造业 PMI为 51.5%，高于上月 1.2个百分点，升至一季度高点，制造业扩

张提速，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工业增加值

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1%（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

际增长率），比 10月份回落 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月增长 0.48%。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

货币

中国 12月 M2货币供应同比 8.2%，预期 9.2%，前值 9.1%，继 11月金融数据全面反弹后，12

月金融数据全面回落。12月社会融资规模 11400亿，预期 15000亿，前值由 16000亿修正为

15982亿。1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5844亿，预期 10000亿，前值 11200亿。

工业企业

利润

2017年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8750.1亿元，同比增长 21.9%，

增速比 1-10月份放缓 1.4个百分点。

固定投资
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75057亿元，同比增长 7.2%，增速比 1-10月份

回落 0.1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11月份比 10月份增长 0.53%。

房地产开发

投资

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038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5%，增速比 1-10月份回落

0.3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68670亿元，增长 9.7%，增速回落 0.2个百分点。住宅投资

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8.4%。

社会消费品

零售

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10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8%，

以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5779亿元，增长 7.8%。

财政

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385亿元，同比下降 1.4%。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5750亿元，同比增长 1.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5635亿元，同比下降 3.8%。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8779亿元，同比增长 2.6%；非税收入 2606亿元，同比下

降 12.9%。当月收入增幅回落，主要是非税收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下降较多。



二、一周要闻回顾

【3月中下旬以来多地房地产调控加码 限购、摇号等措施接连出台】
3月中下旬以来，杭州、西安、武汉等全国多个城市频频加码楼市调控政策，接连出台限购、
摇号、保刚需、防止捂盘惜售等政策。海南成为针对外地人限购最严厉的省份。有专家表示，
一二手房价差缩小才能扭转新房供不应求局面。

【国有金融企业不得违规向地方政府融资】
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严格落实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除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外，不得直接或通过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间接渠道，
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

【商务部：着力推进外资促进行动计划 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
2018年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商务部部长钟山作书面讲话。会议要求，2018年和今
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推进外资促进行动计划，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实施开发区创新提升
工程，拓展外资并购，改善营商环境，打造西部开放新增长极，努力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
高利用外资质量，巩固经贸大国地位，推进经贸强国建设，推动商务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走在前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709公司预告一季度业绩 187家增幅翻倍】
截至 4月 1日，共有 709家上市公司公布 2018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其中 390家预增、115
家预降、54家预盈、101家预亏。其中预增翻倍的公司有 187家。预计一季度业绩增长率（净
利润同比按公布区间折中计算）最高的公司有当代明诚、新研股份、北玻股份，净利润同比
增幅分别为 25035.35%、7559.00%、5094.28%。

【4月限售股解禁市值约 2456亿元 较 3月减少近 500亿元】
数据显示，4月沪深两市限售股上市数量共计183.67亿股，以周五收盘价计算，市值约2456.86
亿元，较 3月数量有所增多，但市值却少了近 500亿元。从全年月度数据来看，解禁规模属
中等水平。统计显示，4月有三家上市公司解禁数量超 10亿股，分别是永辉超市、中国电
建和蓝光发展，此外还有昆百大 A、京能电力、珍宝岛、际华集团等公司限售股上市数量超
5亿股，康盛股份等 40多家公司数量超 1亿股。

【宁德时代 4月 4日“闯关” 有望成第三家在 A股上市的新经济企业】
备受关注的宁德时代将于 4月 4日闯关。继富士康和药明康德后，宁德时代有望成为第三家
在 A股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如果宁德时代本周三能够顺利过会，那么自 3月 12日预披露更
新到上会只用了 24天，创造了 A股市场 IPO的新速度。2016年，宁德时代在动力电池方
面的市场份额超过比亚迪，也成为唯一能比肩三星、松下的全球领先的动力锂电池制造商。
据官网显示，2017年，宁德时代动力锂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

【12.64万亿！2月公募基金规模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2月底公募基金资产合计 12.64万亿元。从 2月份
情况看，助长整个公募基金规模的仍是货币基金，一个月规模增长了 4268多亿。其他类型
基金中，除了封闭式基金、债券基金规模上涨外，其他类型的基金规模都出现小幅下滑。



【证监会拟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拟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在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修改为：“第
二十六条发行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最近 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
民币 3000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五）最近一期末不
存在未弥补亏损。中国证监会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
意见》等规定认定的试点企业，可不适用前款第（一）项、第（五）项规定。”

【今年以来猪价持续下跌 目前已跌至 8年最低】
今年以来，全国生猪市场犹如遭遇“滑铁卢”，价格持续下跌。根据机构测算，2017年猪
肉价格对 CPI的拖累超过 0.2%。进入 2018年，猪肉价格仍在下行，3月下旬全国瘦肉型猪
出栏均价更是跌至 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我国将于 5-6月开展专项大检查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冶金建材处副处长水恒勇 31日在“2018中国钢铁发展论坛”上表示，2018
年 5月至 6月，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将牵头组织开展防
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的过剩产能复产专项大检查。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去产能工作
的重点任务之一。水恒勇介绍，根据即将出台的“2018年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2018年，我国将再压减粗钢产能 3000万吨左右，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去产能的重要抓
手，杜绝平均摊派指标，不搞“一刀切”；多方开辟途径，进一步提高职工安置质量；积极
推动企业债务和资产处置，力争取得进展；加快推进兼并重组、转型升级，钢铁供给质量进
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进一步优化。

【广州市提高公积金贷款门槛 本地户籍需缴存至少一年】
根据日前印发的修订版《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实施办法》，4月 1日起，广州市开
始提高公积金贷款申请门槛，本市户籍职工需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至少一年，非本市户
籍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2年以上（含）。修订版实施办法再次明确，住房公积金贷
款以职工的诚信记录作为重要审批依据，以欺骗手段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额的
职工，全额退款 5年后才可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百强房企一季度业绩同比增近三成 各梯队入榜门槛急剧上升】
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TOP100房企总体销售规模 19526.6亿元，同比增长 28.8%；3
月单月的业绩规模较 2月有较大幅的提升，环比增长 40.5%。30%的增长率已经成为对规模
有要求的房企今年的增长率门槛。另外，百强房企各梯队的销售金额入榜门槛提升显著，
TOP3和 TOP50门槛分别达到了 1517.3亿元和 99.1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别达到
38.3%和 59.3%。

三、宏观经济数据分析

1、制造业及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3月份，制造业 PMI为 51.5%，高于上月 1.2个百分点，升至一季度高点，制造业扩



张提速，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本月主要特点：一是生产需求扩张，供需更趋活跃。随着春节
后企业集中开工，生产经营活动加快，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为 53.1%和 53.3%，分别比上
月上升 2.4和 2.3个百分点，且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高于生产指数，制造业增长的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二是外贸形势总体向好，进出口双双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比
上月上升 2.3和 1.5个百分点，均为 51.3%，重回扩张区间，进出口活动更趋活跃。三是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供给质量继续提升。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 PMI分
别为 52.2%、53.2%和 53.1%，均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表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
深入，新动能培育加速推进，供给的质量进一步提升。四是企业采购力度加大，购进价格指
数走稳。在市场需求回升的带动下，企业备料增加，采购量指数为 53.0%，高于上月 2.2个
百分点。同时，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 53.4%，在连续两个月高位回落后，本月环比持
平。

图表 2：全球主要地区制造业 PMI 指数

图表 3：中国制造业 PMI 和非制造业 PMI 分项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2、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2018年 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9%。其中，城市上涨 3.0%，农村上涨

2.7%；食品价格上涨 4.4%，非食品价格上涨 2.5%；消费品价格上涨 2.5%，服务价格上涨
3.6%。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2%。

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1.2%。其中，城市上涨 1.3%，农村上涨 1.1%；食
品价格上涨 4.4%，非食品价格上涨 0.5%；消费品价格上涨 1.4%，服务价格上涨 1.0%。

图表 4：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环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2018年 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7%，环比下降 0.1%。工业生产者
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4%，环比上涨 0.1%。1-2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4.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4.8%。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4.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
平上涨约 3.60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6.4%，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5.9%，加工
工业价格上涨 4.2%。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3%，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08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持平，衣着价格上涨 0.5%，一般日用品价格上涨 1.1%，耐
用消费品价格下降 0.1%。



图表 5：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PPI）同比/环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018 年 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7.2%，增速较上
年 12 月加快 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的主要特点有：

一是采矿业由负转正，制造业增速加快。1-2 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上年 12 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7.0%，较上年 12 月加快 0.5 个
百分点。

二是工业产品增长面扩大。1-2 月，统计的 574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量
同比增长的占 63.8%，较上年 12 月提高 8.7 个百分点；较上年 12 月增速加快或
降幅收窄的产品占 60.5%，其中，卷烟、粗钢、水泥、彩色电视机等主要工业产
品增速均有所上升。

三是新动能增长强劲，消费品行业明显加快。1-2 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1.9%，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快 4.7 个百分点；消费品制造业增长 8.4%，
增速较上年 12 月加快 2.6 个百分点。

四是迎峰度冬居民供暖行业增长较快。1-2 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增长 13.3%，较上年 12 月加快 5.1 个百分点。其中，电力行业增长 13.1%，
加快 5.9 个百分点。

图表 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工业企业利润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018 年 1-2 月份，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4626 亿元，同比增长
7.9%，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有以下特
点：

一、第一产业投资大幅增长。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
进，第一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2 月份，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7.8%，增
速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16 和 8.7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 19.9 个百
分点。其中，农业投资增长 22.9%，林业投资增长 42.4%，畜牧业投资增长 37.4%。

二、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有所回落，但中高端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2
月份，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4%，增速比去年全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
制造业投资增长 4.3%，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比去年全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制
造业投资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从内部结构看，中高端领域制造业投资呈现出较好
的增长态势，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制造业投资增长 117%，工业机器人制造业投
资增长 81.8%，航空航天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70.3%，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
长 70.2%，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投资增长 33.8%。

三、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加快。1-2 月份，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2%，增
速比去年全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6.1%，
增速虽比去年有所回落，但依旧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业投资增长 39.3%；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19.1%；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15.6%。社会事业领域投入持续加快，1-2 月份投资增速高达 28.3%，其中，教育
投资增长 25.8%，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 27.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
长 32.7%。1-2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9.9%，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 2.9 个百
分点。

四、民间投资增速回升。延续 2017 年民间投资整体回暖向好的态势，今年
1-2 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1%，增速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2.1 和 1.4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 0.2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4.4%，
增速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 11.1 和 5.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增速分别提高 0.2 和 1.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0.4%，增速分别提
高 2.7 和 1 个百分点。

图表 7： 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5、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2018 年 1-2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083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9%，
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7379 亿元，增长 12.3%，增
速提高 2.9 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8.1%。

图表 8：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一、消费品市场较为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加快。
从同比看，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1082 亿元，同比增长 9.7%，增速比
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剔除季节因素，1 月、2 月分别增长 0.59%
和 0.76%。

二、网上零售蓬勃发展，增速继续加快。1-2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12271
亿元，同比增长 37.3%，比上年同期提高 5.4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



9073 亿元，增长 35.6%，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 25.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
期提高 10.1 个百分点。

三、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类商品零售快速增长。部分与消费升级相关
商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2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家用电器等商品同比
分别增长 12.5%和 9.2%，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1.9 和 3.6 个百分点，通讯器材类
商品同比增长 10.7%，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

汽车类商品增速提高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的主要因素。受上年同
期基数较低等因素影响，1-2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增速明显回升，同
比增长 9.7%，拉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 1.1 个百分点。

基本生活类商品继续平稳增长。1-2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日用品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7.7%和 10.1%，分别比上年同期加快 1.6 和
0.9 个百分点，粮油食品类增长 9.7%，与上年同期持平。

受上年同期增速较高等因素影响，文化类商品和部分居住类商品增速有所回
落。1-2 月份，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书报杂志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家具
和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同比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 3.3 和 6.1 个百分点。

四、旅游市场持续增长，电影票房再创新高。随着旅游产品多样性不断提高
和旅游市场环境日趋改善，假日旅游市场持续增长。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
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超过 3.8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实现旅游收
入 4750 亿元，同比增长 12.6%。在休闲娱乐消费方面，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局统计，2018 年春节期间，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6 亿元，观影人次为 1.43 亿，
同比增速均超过 60%。

图表 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同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7、进出口与外贸收支

据海关总署数据，中国 12 月进口同比(按美元计) 4.5%，预期 15.1%，前值
17.7%。中国 12 月出口同比(按美元计) 10.9%，预期 10.8%，前值 12.3%。中国
12 月贸易帐(按美元计) 546.85 亿，预期 370 亿，前值 402.1 亿。

以人民币计价，中国 12 月进口同比(按人民币计) 0.9%，预期 11.8%，前值
15.6%。中国 12 月出口同比(按人民币计) 7.4%，预期 6.7%，前值 10.3%。中国



12 月贸易帐(按人民币计) 3619.8 亿，预期 2352 亿，前值 2636 亿。

图表 10：中国进出口金额同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四、股指期货

1、三大期指情况

图表 11：三大期指本周合约情况

期指主力 周涨跌（%） 收盘价 周成交量（万手） 持仓量（万手）

IF 当月 2.2 4082 9.95 2.82

IH 当月 -0.98 2712.4 7.83 1.79

IC 当月 7.34 6101 6.04 2.01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图表 12：最近 5 日三大期指当月合约升贴水（期-现）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2、股指情况

本周三大期指主力走势剧烈分化，IC大涨 7.34%，IF也收涨 2.2%，IH则独自下挫近 1%。
成交量方面，三大期指主力合约上周成交量均较大幅度增加；持仓量方面，IH、IF、IC均
有较大幅度加仓；升贴水方面，本周三大期指同时小幅走强，其中 IC贴水幅度缩窄最大。

3、资金流向情况

3.1证券市场资金流向

截至 3月 30日，本周 A股市场的累计资金净流出 78.54亿元；其中主板净流出额为 331.77
亿元，沪深 300出现净流出 207.33亿元，中小板净流入 74.31亿元，创业板净流入 178.92
亿元，总体较上周净流出大幅减少。
图表 13：最近 5 日市场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3.3 陆股通资金流向

截至 3月 30日，沪股通累计资金净流入 2101.79亿元，较上周五增加 31.3亿元；深股通累
计资金净流入 1795.27亿元，较上周五增加 9.6654亿元，净流入速度基本持平。
图表 14：沪股通资金净流入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图表 15：深股通资金净流入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4、资金流动性

4.1公开市场操作

央行本周中止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 1600亿元。
图表 16：截至 1 月 12 日最近五个交易日公开市场操作统计

日期
7天逆回购
投放（亿元）

14天逆回购
投放（亿元）

28天逆回购
投放（亿元）

逆回购到期
（亿元）

资金净投放额（亿
元）

2018-2-26 0 0 700 0 -700
2018-2-27 0 0 100 0 -100
2018-2-28 0 0 100 0 -100
2018-3-1 0 0 400 0 -400
2018-3-2 0 0 300 0 -300
合计 0 0 1600 0 -1600

4.2 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

截至 4月 2日，SHIBOR隔夜利率为 2.622%、7天利率为 2.883%、14天利率为 3.8465%，
一个月利率为 4.1879%，3个月利率 4.4052%，6个月利率 4.5309%，9个月利率 4.5623%，
1年期利率 4.625%，本周短端利率大幅上行，长端利率大幅下行。

4.3 融资融券余额

截至 3月 30日，A股融资融券余额为 10010亿元，周环比增加 65.19亿元。
图表 17：融资融券余额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5、证券发行与限售股解禁

2017年 12月首发募集资金共计 136.3亿元，当月 IPO规模较 11月小幅减少；增发募集资
金 1483.6亿元，其规模环比 11月增加 39.6%。

图表 18：每月股权融资规模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2017年 12月两市解禁总市值为 3044.8亿元，环比 11月增 18.7%。进入 2018年 1月，限售
解禁迎来高峰，但对市场影响有限。
图表 19：每月限售股解禁金额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6、一周申万 28行业情况

截至 3月 30日，本周申万 28个行业涨多跌少，其中计算机、国防军工、通信领涨大盘，涨
幅分别为 13.8536%、9.0727%、9.0486%、，银行、非银金融领跌大盘，跌幅分别为 1.91%、
1.83%。
图表 20：申万 28 行业周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图表 21：申万 28 行业最近 5 日累计资金流向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所

五、风险提示

图表 23：风险提示

事件 详细

外围
预计美联储 2018 年将加息 4次并缩表，欧洲央行决定 2018 年起削减QE【谨防
国外市场黑天鹅】

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持续加码【央行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将易紧难松，可能
引发的供求压力和边际收紧】

利率 利率的快速上行造成的资产贬值【金融去杠杆推高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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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研究创造价值，深入带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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