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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从 PB 估值角度来看，目前的股票资产并不适宜长线配置，在

流动性较为宽裕的当下，市场短平快的博弈属性将得到充分体现。

市场不一定就此暴跌，但自股灾后已然重新步入高风险区域。 

实体经济与股市的关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过去 10 多年来

看，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与股市联动性很好，而 2014 年开始工业

部门经营效益与股市背离明显，一定程度上已经透支未来经济改善

预期。从目前来看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速处于历史上较低水

平，宏观经济指标与 A 股走势关联性不强。但近 3 年 A 股市场的

强博弈特征和宏观经济走弱不无关联，整体缺乏成长性，但变革中

的新兴产业和主题却精彩纷呈，这类标的变得更为稀缺。 

从择时的角度，我们认为择时系统首先应规避大的系统风险，

然后才是识别大级别的趋势。对于偏大盘蓝筹的上证 50 指数，我

们倾向于识别其配置机会，对于波动较大的创业板，我们倾向于把

握其交易性机会。目前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证 50 趋势性的机会并不

会就此形成，虽然收盘价站在均线上方，但均线系统在下跌年份并

不能更好地控制风险，至少要弱于我们的选时系统。 

对于市值风格走向，我们的思路是选择成长更佳的那类资产，

这个规律自 07 年以后配置成功的概率较高。三季报披露后，业绩

如预期下滑，中证 500 中仍有结构性的业绩增长，而上证 50 中上

季盈利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在恶化的，相对来讲，中小盘还是有亮

点的。故在 16 年一季报披露之前我们仍倾向于中小盘的配置机会，

但受估值影响，风格差异不会如前期那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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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5 尾声，小盘股的调整并没有如 2014 年般发生，尽管小盘的估值还是那么贵。在

上市公司业绩公告的真空期，市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定价主体。上市公司成长在哪里，在看得

见的业绩里还是在看不见的“转型”中? 

本报告通过观察一些核心变量来回答这些问题，主要从市场择时和大小盘风格轮动的维度。 

一、择时的多个维度 

（一）估值角度 

我们选取了PB作为估值参考指标，图1和图2分别是估值最高和最低10%股票的中位数，

从估值最高的组别来看，20 倍的 PB 绝对是个风险区，自股灾后高估值的股票资产又重回高风

险区域。从估值最低的组别来看，2 倍的 PB 也是个风险区，目前数值也处于较高水平。 

图 1：A 股估值 PB-最低的 10%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单从估值角度来看，目前的股票并不是适宜长线配置的资产，要么时间换空间，要么经济

转型、基本面快速恢复等等。在流动性较为宽裕的当下，市场短平快的博弈属性将在这个阶段

得到充分体现。 

市场不一定就此暴跌，但现阶段的市场已然步入高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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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股估值 PB-最高的 10%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二）宏观经济角度 

1、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增速 

实体经济是股市的最本质的基础，从过去 10 多年来看，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与股市联动

性很好，而 2014 年开始工业部门经营效益与股市背离明显，一定程度上已经透支未来经济改

善预期。 

从目前来看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速处于历史上较低水平，利润率还是负增长，宏观

经济指标与 A 股走势关联性不强。 

但近 3 年 A 股市场的博弈特征和宏观经济走弱密切相关，整体缺乏成长性，但变革中的

新兴产业和主题却精彩纷呈，这类标的变得更为稀缺。 

图 3：上证 50 成长性与中证 500 成长性的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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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月工业企业利润率来看，2014 年出现常明显的下滑趋势，今年 7 月以后尚无改善迹

象。 

图 4：最近 3 年工业企业单月利润率对比（相对 2012 年）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 

我们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指数（PPIRM）的增速

差来作为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领先指标。 

从 2011 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处于下降通道，经济处于下滑趋势，PPI 与

PPIRM 价差反映出原材料价格这种可变成本比 PPI 更快速的下降从而改善了工业企业的利润

空间。 

图 5：PPI、PPIRM 及其差额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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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PPI 与 PPIRM 差额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企业商品价格指数 CGPI 反映国内企业之间物质商品集中交易价格变动的统计指标，是

比较全面的测度通货膨胀水平和反映经济波动的综合价格指数。 

CGPI 与 PPIRM 同比差额与上证综指的相关性要比 PPI 与 PPIRM 同比差额更强，但不可

回避的是，自 2010 年以来这些指标与股市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差。 

图 7：CGPI 与 PPIRM 的差额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三）择时系统角度 

我们认为择时的目的首先是规避大的系统风险，然后才是识别大级别的趋势。 

对于偏大盘蓝筹的上证 50 指数，我们倾向于识别其配置机会，故对于上证 50 的择时以把

握趋势、规避风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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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的择时系统并不保证在牛市中胜出，但能很好地控制系统风险，尤其在 2008 年、

2015 年股灾等等。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间共交易了 33 次，平均每年 3 次交易，胜率 45%，盈亏比 8.2。 

图 8：上证 50 每年择时业绩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目前上证 50 维持看空判断，股灾之后只交易了一次，虽然上证 50 指数目前点位站在均线

上方，但均线系统在下跌年份并不能更好地控制风险，至少要弱于我们这套选时系统。所以我

们倾向于认为上证 50 趋势性的机会并不会就此形成。 

图 9：上证 50 指数 2015 年的择时业绩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对于波动较大的创业板，我们倾向于把握其交易性机会，2010 年 7 月至 2015 年共交易了

138 次，考虑 0.1%的单边交易费用后，胜率 45.65%，盈亏比 3.74。 

对于创业板来说，交易机会的出现较为频繁，看多或看空都是短暂的信号，故不适于对创

业板的长期趋势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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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创业板指 2010-2015 年年度择时业绩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11：创业板指在 2015 年的择时业绩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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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值风格的走向 

（一）基于三季报的结论 

三季报披露后，如大家预期般业绩下滑，中证 500 中仍有结构性的业绩增长，而上证 50

中上季盈利上市公司的的成长性是在恶化的，相对来讲，中小盘还是有亮点的。 

图 12：上证 50 和中证 500 在 15 年 Q3 的净利润增长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图 13：上证 50 和中证 500 在 2015 年 11 月开始的表现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全样本 优质样本

中证500

上证50

0.9

0.95

1

1.05

1.1

1.15

上证50

中证500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9 

[table_page1] 金融工程报告/资产配置 

 

（二）大小盘风格切换的基本面规律 

除行业外，市值风格对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从资产成长性角度来解释市值风

格切换的基础。 

数据的可得性决定了我们的方法一年只能作三次判断，分别是 Q1（4 月 30 日）、Q2（8

月 31 日）、Q3（10 月 30 日），其中 Q1 的数据决定了未来 4 个月的资产配置（5-8 月），Q2 的

数据决定了未来 2 个月的资产配置（9-10 月），Q3 的数据决定未来 6 个月的资产配置（11-4

月）。 

在我们的方法中有两个成长性指标 G_W 和 G_HQ，它们共同决定未来那段时间的资产选

择，从 2007 年至 2014 年共有 24 次资产配置的机会，18 次选对的收益更高的资产，胜率 75%。 

在 24 次资产配置期间中，12 次大盘跑赢小盘，12 次小盘跑赢大盘，这两个指标构建的研

判体系中胜率恰好也都是 75%。 

下图是 24 次配置的相对收益率，即当期配置的资产收益率减去未配置的资产收益率，用

以表示配置正确与否，其中 2014 年 Q3 资产配置的相对收益率截至 2015 年 4 月 21 日。 

图 14：配置的资产相对未配置资产的收益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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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每次的配置建议进行上证 50 和中证 500 的多空交易，每年 3 次再平衡，在 2007

年 5月 1日至 2015年 4月 21日期间，该多空交易的累积收益率为 688.42%，年化收益率 25.79%。 

图 15：上证 50 与中证 500 配对多空交易累积收益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不同季报数据成功配置的概率是有差异的，Q3 数据在 9 年中全部压对正确的资产，Q1

数据只有 2012 年判断错误，且失误的成本很小，中证 500 和上证 50 在 2012 年 5-8 月期间的

收益率非常接近。 

Q2 的数据出现了较大的错判概率，除 2007 年外，Q2 数据的表现差强人意，2011 年和 2014

年错判代价相对较大，这其中有共性的因素使然。 

图 16：不同季报数据成功配置的概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87.50%

37.50%

100.00%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Q1 Q2 Q3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11 

[table_page1] 金融工程报告/资产配置 

 

图 17：Q2 数据的相对配置收益率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四）三季报数据的历史规律 

Q3 在资产配置上的胜率有 100%，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三季报数据决定着未来 6 个月

的资产配置，下表中的数据是中证 500 指数月收益率减去上证 50 的月收益率。 

可以发现，Q3 配置建议在接下来的 11、12 月非常精准，而每年的 1、2 月则小盘胜出，

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月历效应。 

表 1：历年 Q3 研判资产配置情况 

年份 Q3 研判资产配置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2007 S 6.76  11.07  11.50  9.23  -1.41  -14.16  

2008 S 11.60  7.18  4.33  4.50  5.60  2.33  

2009 S 11.24  -1.68  9.67  4.59  -0.74  1.89  

2010 L 10.67  -3.28  -5.93  7.56  -4.92  -4.72  

2011 L 2.73  -11.77  -7.01  7.72  -1.13  0.40  

2012 L -8.62  -3.72  -1.08  5.53  3.89  -0.79  

2013 S 4.40  2.24  7.66  3.21  -3.51  -3.92  

2014 L -10.33  -33.37  12.65  3.97  9.20  1.59  

资料来源：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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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结论 

从 PB 估值角度来看，目前的股票资产并不适宜长线配置，在流动性较为宽裕的当下，市

场短平快的博弈属性将得到充分体现。市场不一定就此暴跌，但自股灾后重回了高风险区域。 

实体经济与股市的关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过去 10 多年来看，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与

股市联动性很好，而 2014 年开始工业部门经营效益与股市背离明显，一定程度上已经透支未

来经济改善预期。从目前来看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速处于历史上较低水平，宏观经济指

标与 A 股走势关联性不强。但近 3 年 A 股市场的强博弈特征和宏观经济走弱不无关联，整体

缺乏成长性，但变革中的新兴产业和主题却精彩纷呈，这类标的变得更为稀缺。 

从择时的角度，我们认为择时系统首先应规避大的系统风险，然后才是识别大级别的趋势。

对于偏大盘蓝筹的上证 50 指数，我们倾向于识别其配置机会，对于波动较大的创业板，我们

倾向于把握其交易性机会。 

目前上证 50 维持看空判断，虽然收盘价站在均线上方，但均线系统在下跌年份并不能更

好地控制风险，至少要弱于我们的选时系统。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上证 50 趋势性的机会并不

会就此形成。 

对于市值风格走向，我们的思路是选择成长更佳的那类资产，这个规律自 07 年以后配置

成功的概率较高。三季报披露后，业绩如预期下滑，中证 500 中仍有结构性的业绩增长，而上

证 50 中上季盈利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在恶化的，相对来讲，中小盘还是有亮点的。故在 16

年一季报披露之前我们仍倾向于中小盘的配置机会，但受估值影响，风格差异不会如前期那么

显著。 

 

四、风险提示 

报告结论基于历史价格信息和统计规律，但二级市场受各种即时性政策影响易出现统计规

律之外的走势，所以报告结论有可能无法正确预测市场发展，报告阅读者需审慎参考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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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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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指数）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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