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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大机遇：
智慧城市

本轮行情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预期下骤

然启动。

大部分投资者对城镇化的理解为地产最

受益。所以地产股是此次大盘上涨的先锋主

力。不过仍有些相对资深的投资者对新型城

镇化的内涵感到困惑，怀疑地产能否成为新

型城镇化政策最受益的板块。

新型城镇化的确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其重

点就落在了“新型”二字上面。经过多方面分

析后我认为，最明确的受益者应该是智慧城市

产品的提供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企业，其中尤

其以智慧城市板块中短期受益更加明显。

随着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的预期升温，对

新型城镇化政策的猜测很多，大家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各有各的观点。不过，最简单也最可靠

的方法其实是阅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

“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把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

好”从以上表述中，很容易发现农民市民化是

首要目标。把“目标”展开来解读，便是让更多

农民迁移到城市里去居住，并且平稳生活下

去。目前农村的现状是年轻人出来打工，老人

孩子留守。政府希望这种现象减少，想让老人

孩子都住到城里去，与年轻人相聚，像一个普通

市民一样买菜做饭、工作挣钱、接送孩子上学。

以上这些猜想从最近李克强副总理在地

方视察时的言行举止中也能看出一丝丝取

向。但是，农民市民化需要年轻人挣钱足够

多。提高打工农民的收入又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从这一点上尚难以看出明确受益者。

接着再看“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

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

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就很容易发现，

生态文明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这两大行业是

政府明确推动的。即最明确的受益者是智慧

城市产品的提供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企业。

为什么说智慧城市板块的中短期受益更

明显呢？因为这个板块，即使没有政策推动，

也已经到了自然爆发的阶段，而政府的推动

犹如锦上添花，促进了该行业爆发式的发展。

统筹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度过了硬件基

础设施大规模投入的阶段。互联网技术在最近

二十几年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唯

独城市管理方面的信息化还仅仅是刚开始。数

字社区可以大大方便居民的生活出行以及日常

大量琐碎的事情，居民对此有确切的需求。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假如在现阶段再次

启动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路造桥，虽能

创造就业机会，但是诟病太多。而智慧城市

启动的是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激活城

市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吸纳进城人口。

应该说，除了长期的制度改革之外，这是城镇

化的妙招之一。

此外，对政府来说，智慧城市有利于政府

对社会的监控，有利于增强政权建设。这种

需求势必带来地方政府的政绩需要，形成中

央和地方的合力推动。2012 年的大牛股华

夏幸福，就是与地方政府形成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可见，地方政府是很重要的推动力。

最后，将智慧城市行业与电动轿车行业相

比较，不难发现，虽然两者都是政府鼓励的，但

是电动轿车老百姓并不迫切需要，主要是政府

鼓励的产物，而智慧城市建设带给老百姓切身

利益，是市场真正需要的。通常政府鼓励的行

业是缺乏市场基础的行业，而有市场需求，又

有政策鼓励，这两大特点集中在一个行业上，

实属难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智慧城市

板块在2013～2015年出现爆发式增长。

浦来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新浪模拟

炒股大师赛冠军 庞剑锋

继上周五大跌40点后，市场人士认为总算等来了一次认认真真的回
调。如果调整到位，一些人是准备加仓买入，分享牛市的一些成果的。不
料，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香港的一席谈话打乱了这次调整。周一，股
市即在市场人士的参与下，拉出一根76点的长阳线，成交量达1447亿，
使等待充分调整的人们目瞪口呆，完全被逼空了。

投资论坛

郭树清思涨心切造牛市

不一定，除金融蓝筹股外，很多企

业、公司的国内股票是贵很多的。如同

时在中美上市的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

无论是市盈率，还是市净率，都比海外的

贵一倍多，且这类股比例不小。因此，人

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后，不一定是涨。要看

情况，各股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毕竟国内

货币还是比外国发得快、发得多啊！

97.5万亿元的M2啦！如果中国股市蓝

筹股优质不优价，不一定会涨而不跌。

总之，郭树清主席充满热情与信

心，思涨心切，令人感动。听说，为了创

建牛市，还打算 3～5个月不发新股。

但还有 2013 年要上市兑现、逃跑的

5000亿股法人股、国家股，能否也堵住

它们呢？有问题的，不让减持。那样就

真大牛了。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

市场中心主任 谢百三

郭树清主席的讲话明显透露出他

思涨心切的心情。他又一次提到了他

一直耿耿于怀、牵挂在心的大盘蓝筹

股。他认为它们优质无优价，并对此愤

愤不平。他又指出，这些股票现已上涨

了一些。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为何中国大陆居民过去不喜

欢炒大盘蓝筹股呢？它们的盘子太大了

啊！苏宁电器上市时仅2500万股，工商

银行则为3460亿股（其中，流通股2628

亿股），是前者的一万多倍啊！工商银行

送股配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像80多岁

的老太太，怎么成长啊？而苏宁电器则

多次送股增发，股价6年涨了39倍。苏

宁电器这种小盘成长股，像20多岁的女

孩，成长性好，也值得人们冒险追逐

啊！——中国股市从1990年开始就一

直不停地扩容、发新股，是资金与信心始

终不够的市场，人们只好避大追小了。

第二，大盘蓝筹股在市场是吃的

“草”多，还是挤的“奶”多。大盘蓝筹

股，特别是银行股，20多年来是分配红

利的多，还是融资圈钱的多？首次发新

股融资几百亿，以后多次融资。很多银

行都大量融资，按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

生产。业绩很好的兴业银行最近要定

向增发200亿元。其他银行呢？这些

年来，中小散户分得多少红利呢？据说

有的外资银行股一年分2次红利，很少

向投资者再融资，自然为海外人民所青

睐。我们做的到吗？我国银行业的利

差很大，一年期存款利率是3%，贷款利

率为7%～10%之间。据说有一次，管

理层集体看了香港凤凰卫视的“一虎一

席谈”节目；节目辩论中国银行业是否

是高利润的暴利行业（意思是对实业企

业赚得是否太多了）。结果多数领导认

为是的，只有个别领导不承认。这种垄

断性的盈利企业，存贷差那么大的盈利

模式，能持久吗？

第三，大盘蓝筹股中的银行股炒起

来了，其他呢？宝钢、武钢、鞍钢、攀钢

呢？长江电力呢？此外，银行股炒了

20%～25%了，准备炒到多高呢？炒高

了，是像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那样上去

了就不下来了呢，还是等牛市结束、发

新股后再大跌下来？参加炒作的大机

构们，是打算10年、20年、长期投资不

走吗？不太敢信。我估计，大部分机构

在盯着证监会，只要新股一开闸，必逃

无疑，他们要抢排名啊。

郭树清主席讲到，要欢迎外国资

金通过 QFII 进来，投资 A 股。他表

示，这个额度要扩大 9～10倍。（市场

对此极为振奋，是当天大涨的最重要

原因）

目前在中国的QFII约为360亿美

元。10倍，即3600亿美元，折合人民

币2万多亿元。这里有几个问题：①这

样干行吗？3000多亿美元，2万多亿

人民币，他们要换成人民币进来，中国

外汇储备3～4万亿美元，已经很多了

啊！央行同意吗？②这件事是多久可

实施，半年还是一年？③外国人通过

QFII 进来后，你能限制他们只能买银

行股（工、农、中、建行）吗？万一他们

也不敢买，反而大买你的国债，大买怀

化债券、新湖债券（现价约 6.7%的收

益，税后还有 5.5%的收益）呢；还有A、

B类杠杆式基金中的A类（约 6%～7%

的年化收益，不交税）呢？他们在美国

利率才0.25%，日本才0.1%，他们进来

赌人民币升值，赌利率是他们的10倍

啊！他们一定会到银行股中去东冲西

撞，冲冲杀杀吗？

郭树清还谈及以后海外个人也可

来买A股的事。

如果海外个人能来投资 QFII 与

RQFII，或直接买 A 股，这件事是何

等的大啊！这等于人民币在资本项

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外币完全打

通了。但国内人民不也可以投资海

外市场了吗？这么一打通，人民币

马上升值到 1：4.2，那么出口怎么

办？4800 万家中小企业及个体户赖

以就业、生存的“Made in China”怎

么办？

国内外打通后，股市会大牛吗?

研究海外个人来投资QFII

QFII额度扩大9～10倍

关于“大盘蓝筹股优质无优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