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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

本报讯 岷江水电公告称，受持续强
降雨影响，该公司所属的发供电设施部分
受损。经初步核实，此次强降雨给该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造成直接损失约 7100万元，
其中全资子公司阿坝州华西沙牌发电有限
公司直接损失约3200万元。 （郑 劝）

强降雨造成岷江水电受损

华夏银行净利同比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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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版投资建议仅供参考，据此入市，风险

自担。

“今年上半年，电力股业绩纷纷实现
增长，主要受益于煤价大跌及水量充沛等
因素。”东莞证券电力行业分析师饶志表
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煤价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接
连下跌，直接降低了火电企业的发电成
本；而今年的来水充沛等季节性因素则利
好水电企业发电量的增加。

Wind 数据显示，按申万二级行业分
类，在电力板块的 57 家上市公司中，已
有 11 家正式发布中报，其中华能国际、
三 峡 水 利 等 9 家 公 司 实 现 业 绩 同 比 增
长，而乐山电力、岷江水电则出现净利
润下滑。而在 29 家已发布业绩预告的上
市公司中，预增、略增、扭亏等预喜公
司达到 25 家，占比逾八成。

以华电国际为例，公司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加 510%至 530%，主要原因是
电煤价格同比下跌，公司单位燃料成本同
比下降，盈利情况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
改善。而西昌电力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692 万元，同比上涨
165%，主要是上半年河流来水量较好，
公司加强电力调度，自发电量增加，外购

电成本下降。而上年同期受严重干旱气候
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大幅下降。

尽管上半年电力企业的业绩涨势喜人，
但电力板块的股价表现难言乐观。今年年
初以来截至 8 月 8 日收盘，电力板块下跌近
3%，整体涨幅居 85 个申万二级行业板块的
中下游。个股方面，电力板块中的 57 只个
股里仅有 21 只上涨，其中，哈投股份、惠天

热电等 2 只股涨幅超过 50%，而内蒙华电、
闽东电力、乐山电力等36只股下跌。

对于上半年电力企业出现业绩亮眼和
股价低迷之间的差异，饶志认为，煤电价
格联动机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市场
相对看空火电企业的重要因素，并导致板
块整体估值偏低。

据了解，目前我国火电发电量占全部

发电量的比重逾七成多，火电企业也是电
力板块的大头。火力发电的主要成本来自
煤炭，煤价一直是影响电力企业利润的主
要因素。去年年底，监管层提出当电煤价
格波动幅度超过 5%时，以年度为周期，
相应调整上网电价。

“随着近年煤炭价格的接连回落，市
场对上网电价的下调较为担忧。一旦电价
下调，电企的利润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
不利于其业绩的增长。”饶志说。

日信证券分析师代丽萍表示，尽管市
场传言将下调上网电价，但年内下调的可
能性几乎不存在。一是发改委以年度为周
期调整上网电价；二是若下调电价，高耗
能企业有可能快速复苏，与国家控制节能
减排政策不符。

华泰证券近期发布的研报认为，短期
来看，上半年煤炭价格的下行显著推升火
电行业盈利水平，有望走出中报行情。中
长期来看，煤炭供需将保持宽松，煤价回
落对行业盈利的提升在今年得到充分体
现，未来机组利用率对盈利的影响将更为
显著，而市场对电价下调的预期反应过于
强烈，电力板块的估值存在提升空间。

中报预喜公司占比逾八成

电 力 板 块 估 值 有 望 提 升

□ 本报记者 何 川

22 家 企 业 在 新 三 板 挂 牌
本报北京 8 月 8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今日迎来了高曼重工、世富环保、永天科
技等22家挂牌企业。这批新挂牌企业中，有10家属于中
关村园区，6家属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3家来自天津滨
海新区，还有 3 家来自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
些企业涵盖了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技术服务业和采矿
业等多个行业，其中尤以制造业为最多，达 11家。

另据统计，截至 8 月 8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企业已达 294 家，总股本近 81.68 亿股，成交
笔数为 418 笔，成交股数为 8506.39 万股，成交金额为
3.75亿元。重 要 的 是 要 有 利 于 基 金 业 发 展

赵学毅

在基金业，基金经理“多管一”“一管

多”的现象虽屡见不鲜，但8月初曝出的基

金经理“一管八”、“四管一”的新闻却令

人惊讶。

笔者认为，不管是“一管多”还是

“多管一”，两种管理模式均归因于基金业

的“人才荒”。

众所周知，近几年新基金发行速度

太快，而培养基金经理的步伐却远远落

后 ， 再 加 上 阳 光 私 募 等 机 构 的 “ 挖 墙

脚 ”， 更 令 基 金 业 “ 人 才 荒 ” 雪 上 加

霜 ， 基 金 经 理 “ 一 管 多 ” 成 为 必 然 结

果。至于“多管一”，貌似基金经理队

伍人员充足，实则仍然是基金公司人才

匮乏所致。

虽然“一管多”“多管一”模式十

分普遍，但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基金业的

健康发展，基金公司应谨慎采取这两种

模式。

首先，“一管多”很容易造成基金经

理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有两

个：要么是顾此非彼，所管基金业绩两极

分化；要么是平均用力，多只基金风格

雷同，重仓品种严重重叠。另外，基金

经理“一管多”，很容易让基金公司形成

惯性思维，拼命发行新基金，片面追求

基金规模。

其次，“多管一”模式同样存在缺

陷，多位基金经理在投资过程中相互制

约，很难展开拳脚，基金独特的投资风格

更是无从谈起，最终会出现“多个和尚没

水喝”的局面。解决人才流失的根本是理

顺投研人员的薪酬关系，及时推出激励措

施，而非做表面文章。

本报讯 华夏银行 8 日发布首份上市
银行半年报，该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3 亿
元，同比增长 20.14%。

数据显示，上半年华夏银行实现中间
业务收入 33 亿元，同比增长 42%，高于净
利息收入增速 30 个百分点。6 月末，该行
小企业客户贷款客户超过 1.7 万户，贷款
余额超过 1500亿元，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
速 7.9个百分点。 （古 飘）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作为首批获得证监会核
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外资银行之一，汇丰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日前正式代理销售本地基金，并已经
顺利完成首笔基金销售，并由此正式启动在全国范围内
22 个城市的基金代销业务。这是外资银行中迄今为止
覆盖地域最广的本地基金销售网络。

汇丰中国公司开始代理销售基金

本报北京 8 月 8 日讯 记者王信川、实习生张熠报
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4 天期
150 亿元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 4.10%，较上次 14天期
的 4.50%利率有所回落。

据统计，本周公开市场上有 100 亿元央票和 170 亿
元 7 天期逆回购到期，因此本周自然回笼资金 70 亿元，
加上8月6日央行已开展120亿元逆回购操作以及今日的
150 亿元逆回购后，本周公开市场实现资金净投放 200
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央行仍有可能通过逆回购向
公开市场投放资金，加上外汇新规要求银行集中购汇
的冲击主要体现在 6 月，7 月外汇占款反弹的可能性较
大，因此未来资金面或有所宽松。但为了维护正常流
动性水平，逆回购操作或成为央行下半年货币调控的
常用手段。

央 行 开 展 150 亿 元 逆 回 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