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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回报驱动力，谁主沉浮？

可转债专题研究之二

 

报告要点： 

转债回报驱动力：谁主沉浮？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转债新手常问：如何为转债定价？事实上，我们认为更“接地气”的思考方式应该是转债
市场的回报驱动力是什么？因为转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效的，很难有严重的估值偏差出现。且这种偏差相比股
价涨跌对转债的影响未必很大。定价更像是静态的思考方法，而回报驱动力更着眼于动态和边际变化。 

传统的教科书一般认为影响转债价值的因素众多，包括股价、股票波动率以及无风险利率等因素。但在 A 股实践中，
我们更多的是从以下四个驱动力来看待转债：正股走势、估值变动、债底变动和条款博弈。除此之外，多数转债品种
已经能够进行回购融资，原则上，杠杆操作也可能成为影响转债回报的放大器。从历史经验看，尤其是在 06-09 年趋
势行情明显的时期，正股或者平价是影响转债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但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股市总体呈现震荡市特征，
平价驱动不再具有趋势性和决定意义。相应的，转债市场早已经进入精细化操作时期。 

定价模型、应用及局限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定价模型在实践中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但还是会给我们在判断转债估值及正股敏感度等
方面带来益处。常见的转债估值定价方法由简到难包括 B-S 公式法、二叉树法和 LSM 模拟法。从有效性上看，LSM
方法最有效但对计算机的要求也最高，二叉树次之，B-S 公式法有效性最差，但也最容易实现，总之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尽信书不如无书”，估值模型的诸多局限性。首先，A 股转债中存在如转股意愿、转股价修正博弈等模型无法刻画的
因素。其次，A 股转债市场存在“估值陷阱”，隐含波动率低可能不意味着真正的低估或者投资价值低，而更可能来自
于投资者对正股的判断、回售和转股价修正条款较差、转债对正股稀释率高、剩余期限长因而投资者预期公司促转股
迫切性不强以及模型无法刻画的供求关系，甚至仅仅是流动性差。 

盈利模式决定操作思路。A 股转债市场由于没有完善的股票卖空机制，因而没有波动率交易者，投资者的主流盈利模
式就是从股价上涨并推动转债上涨中受益。这与海外市场盈利模式大为不同，对精确定价模型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我
们如何为转债定价？实际当中，我们往往更注重相对价值比较，模型定价仅作参考，再考虑一些模型不可刻画因素。
其中，平价、平价溢价率等相对价值比较方法本质上是风险、收益权衡。此外，除横向比较之外，我们还可以对大市
和个券估值进行纵向比较。而隐含波动率是衡量转债估值的综合指标，但用债、股性指标可以粗略的达到相似效果。

转债估值边际变化的一般模式 
我们关注转债的绝对估值水平，但更关注其边际变化，长周期看股市和机会成本，短周期看供求。几个因素都会影响
转债估值中枢：1、股市预期：在牛市中转债估值与股市走势呈现出正相关性，而在近两三年的震荡市中呈现反向关系；
2、转债供求：需求看债基发行和申赎，而供给看净赎回和新券发行；3、来自债市的机会成本；4、条款博弈情况。

转债投资者如何看正股？ 
正股一般而言都是转债品种回报的最大驱动力。对转债投资者而言，与股票投资者看股票最大的不同在于发行人促进
转股的能力、意愿以及股价弹性三者同等重要。促进转股的能力并不是每家公司都具备，在这个方面，转债投资者的
基本面关注点与股票投资者完全一致。而转债发行人还可能通过转股价修正促进转债转股，这一点正股并不具备。在
我们看来，发行人促进转股的能力和意愿同等重要，“差公司、好转债”并不少见，尤其是牛市当中。最后，正股弹性
是把双刃剑，当转债绝对价位较低、安全边际较好时，高弹性个券无疑是最值得重点关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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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回报驱动力：谁主沉浮？ 

转债回报驱动力的框架 
刚刚接触转债市场的投资者经常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为转债定价？事实上，我们认为更“接地气”
的思考方式应该是转债市场的回报驱动力是什么？“授
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们在本文中将对长期实践中的
相关经验与投资者分享。 

传统的教科书一般认为影响转债投资价值的因素众多。
股价、股票波动率等股票因素，无风险利率、信用利差
等利率因素都是影响转债价值的重要因素。此外，在成
熟的转债市场当中，对冲基金是转债市场最主要的参与
者。这些投资者往往通过买入转债并卖空股票进行对冲
交易。因此，标的股票卖空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也是影响
转债品种估值的重要因素。 

图表 1: 转债价格理论影响因素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但在实践当中，我们很少这样去看待转债。即便市场不
是完全有效的，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我们也基本看不
到转债估值明显的估值低估或高估。退一步讲，转债本
身或许可能存在低估或高估，但相比正股的波动而言，
可能还是个次要因素。甚至这种估值偏差仅是条款、流
动性等因素造成的。市场理论估值包括隐含波动率只是
投资者的一个参考，绝不是投资依据。简言之，定价更
像是静态的思考方法，而回报驱动力更着眼于动态和边
际变化。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图对转债回报的四个
驱动力加以解释： 

 正股走势。显而易见，正股上涨，转债平价水平提
升，转债价格一般而言出现上涨，只不过涨幅不及
正股。 

 估值变动。如下图所示，如果转债市场供需等发生
变化，或对股市预期产生变化等都可能导致转债估
值水平出现提升或下降。如虚线所示，转债估值出
现上升。 

 债底变动。债底波动对转债价格的影响其实并不像
看上去那样明显。尤其是，国内转债初始平价水平
都接近面值，股性远比海外市场强（相应的转债价
格距离债底较远），多数转债对债底变化其实并不敏
感。尤其是，传统转债投资者多为债券投资者，当
来自债底的贡献大时，也意味着面临了非常大的纯
债机会成本，并非利好。因而不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对象。 

 条款博弈。我们在《条款博弈那点儿事》当中曾有
清晰阐述，转股价修正条款往往能改变转债价格模
式。转股价修正常常能给转债价格带来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多数转债品种已经能够进行回购融资。原则
上，杠杆操作也可能成为影响转债回报的放大器。 

图表 2 转债价格驱动力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从历史经验来看，正股或平价是影响转债价格的最主要
因素。尤其是在 06-09 年股市趋势性行情明显的时期，
股市大涨大跌，正股走势对转债价格的影响更是毋庸置
疑。 

但值得关注的是，近三年股市总体呈现震荡市特征，平
价驱动不再具有趋势性和决定意义。而个券、估值、条
款甚至债底的回报贡献重要性明显提升。当然，所谓的
债底贡献的实际意义不大。债底贡献高，意味着来自于
纯债的机会成本高。相应的，转债市场早已经进入精细
化操作时期。 

图表 3: 历年转债回报分解（虽然这种分解存在很多问
题）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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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模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转债定价模型在实践当中并没有看
上去那么重要。但如果我们有较为有效的模型，会给我
们在判断转债估值、对股价的敏感度等诸多方面带来不
言而喻的益处。而且如果未来中国转债市场也进入波动
率交易时代，模型的重要性将更加显著。 

任何证券的价格都可以看作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但显
然，转债品种由于条款的复杂性体现出的期权特性，未
来现金流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并不像一般产品那样直接。 

目前，常用的转债估值定价的方法由简到难主要包括如
下几种。本文并不想涉及复杂的理论模型，更多的阐述
几种模型的原理和特征，并不做深入探讨： 

第一、B-S 模型法： 
B-S 法简单地将转债拆分成为：纯债券价值+转股期权价
值。 

图表 4: 转债可以近似看做纯债+期权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其中，纯债券价值使用贴现方法即可取得，对转股权部
分，将它看作一个普通看涨期权，使用如下 Black-Scholes
公式： 

                     

 

 

 

 
其中 S 为当前股票价格,X 为转股价格，R 为无风险利率，
T 为到期期限，σ为股票的波动率。将上述公式计算得
到的 C 与纯债券价值简单相加得到转债的估价。 

B-S 公式是直接由 Black-Scholes 热扩散方程求解析解得

到的公式，实现起来最为简单，因此在运算速度上几乎
无可比拟。同时，B-S 公式也是最方便解得Δ（转债对
正股的敏感度）等敏感度指标的一种方法。 

B-S 公式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对于可转债的复杂
条款（尤其是诸多路径依赖条款）的价值估计无能为力。
而转债期权实质上是美式期权，B-S 模型仅仅适合于欧
式期权，存在先天缺陷。 

第二、二叉树法 
二叉树方法考虑条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债的美式期权
特征，对可转债的债券部分和期权部分同步进行定价。
模型实施的步骤为： 

第一步：构建在风险中性世界中股价树状图。 

图表 5: 构建股价树状图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图表 6: 推导估值树状图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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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确定边界条件： 

 到期日端值条件：在可转债的到期日的时候，投资
者有两种选择，要么转换成股票，要么等待还本付
息 

 转换的边界条件：在可转债的转换期间，转债的持
有者拥有转股权，可以选择将持有的转债转换为股
票  

 赎回、回售边界：转债触发赎回条款时，持有者可
以选择将转债转为股票或等待赎回；触发回售条款
时，投资者可选择回售或继续持有 

第三步：根据股价树图及边界条件倒推出可转债价值。 

二叉树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考虑转债的美式特征，
且能够得到收敛的稳定解。而缺点在于对于赎回条款、
回售条款而言，由于他们存在路径依赖特征，二叉树方
法很难刻画，只能寻求替代方法，如模拟法或更粗糙的
以单点触发替代路径触发，都可以简单近似地刻画路径
依赖条款。但是，这些方法稳定性和有效性依赖于具体
股票的特征，尤其是波动率。 

第三、LSM 模拟法 
LSM 模拟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正向模拟出股价变动，
再按照类似二叉树的方法逆向地对期权价值倒推求解，
其中倒推的方法是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方法。具体步骤
包括： 

第一步：模拟出大量股票价格的路径，并记录。 

图表 7: 推导估值树状图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 

第二步：假设不发生提前转股、回售等情况，计算到期
日转债的价值。 

第三步：倒推到期日前节点的转债价值。使用最小二乘
估计的方法估计出到期前节点上继续持有转债的价值
（V1），再计算出立即转股的价值（V2），取 V1 和 V2
的较大者作为当前节点的转债价值，再根据模拟路径考
虑是否触发赎回条款、回售条款。 

第四步：按照第三步的方法计算出所有路径到期之前节

点上的转债价值，进而计算估值日的转债价值的平均值
作为最终估值结果。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考虑美式特征和路径依赖特
征，最接近真实世界的转债。同时，由于股价是模拟出
来的，可以方便地在模型上加入如变动的波动率、股价
跳跃等真实因素的考虑。其缺点显然在于大量耗费计算
机内存，需要大量重复计算才能得到收敛的结果。 

模型参数的选择 
模型里面的关键参数主要包括 （无风险利率）和σ（波
动率）： 

：这个参数在上述三个模型中都要用到，根
据风险中性原理，这个参数应当为无风险收益率。市场
上很多利率都可以被认为无风险收益率，如存款利率、
国债收益率，且这些利率还分为不同期限。从原理上看，
这三个模型都是同一种思路：构建完全动态对冲的无风
险组合，这个动态组合里面包含转债、股票和无风险资
产，因此，“无风险利率”的选择和市场中套利者构建对
冲组合是可以选择的无风险资产有关，从这个角度看，
选用同期限的金融债收益率（相比国债考虑了税收因素）
似乎是最合情理的方法。 

当然，这个参数对最终的估值结果会有多大影响？以
LSM 方法为例，我们分别设置 3%的无风险利率和 4%的
无风险利率，最终估值结果差距在 1%以下。 

接下来如何选取波动率数据呢？从估值结果的敏感度来
看，这个参数无疑是最关键的参数之一。但它也是最难
以捉摸的参数，因为波动率无法直接观测，传统上，波
动率的估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隐含波动率，这种波动率是通过估值模型倒推出来
使估值等于市场价值时的波动率，理论上，它代表
了投资者对未来波动率的预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
方法，因为这个数值就蕴含在期权的价格里。类似
Bloomberg 这些机构对海外可转债进行估值的时候
偏爱隐含波动率，但是我国目前不存在足量 A 股期
权，尤其是没有公开的交易数据，因此其可用性大
打折扣了。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转债的市场价格
倒算出隐含波动率，但我们不可能用这个数值再反
过来给转债进行估值。目前也存在对隐含波动率直
接建模的方法，有效性还有待验证。 

 历史波动率，在隐含波动率不可用时，历史波动率
往往成为替代品。此时出现一个时间窗口的问题，
较长期的时间窗口确实包含较多的历史信息，但是
时间越久就越与当前市场的关联性较小，而时间窗
口越短，其稳定性就越差。 

从历史波动率和隐含波动率的对比上看，1 年期的历史
波动率似乎过于“稳定”了，而隐含波动率会随着市场
行情有一定程度波动。相反如果我们的时间窗口过于短，
如 1 个月的时间窗口，就会出现历史波动率随市场变化
大起大落的情况，既可能出现与隐含波动率相差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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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也不符合建模的要求。通过对当前转债的反复试
验，如果取历史波动率的话，以 2-3 个月的时间窗口为
宜。 

当然，目前更复杂的模型还要考虑波动率的波动率，只
能通过 GARCH/ARCH 族模型来刻画。随着数据的可得
性提高，部分对冲基金还使用更加复杂的随机波动率模
型（SV），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参阅其他相关资料。 

实证的结果如何？ 
根据我们对 18 只转债的估值结果发现，11 只转债的市
值于 LSM 模拟法的结果最接近，5 只与二叉树方法最接
近，2 只与 BS 方法最为接近。与 BS 方法最为接近的两
只转债中，燕京转债早已触发回售，目前余额只有 7%，
而中海转债回售价格仅为面值+应计利息，也基本没有希
望触及赎回条款，对于这两只转债，B-S 方法的“缺陷”
已然不是缺陷。 

几个估值模型“集体失误”的转债包括工行转债、中行
转债、石化转债，这几只转债发行规模较大，理论价值

无一例外地被高估。同时，发行规模较大的民生转债除
LSM 方法外，也全部遭遇高估。 

总体看来，LSM 模型的有效性更胜一筹，二叉树法次之，
而 B-S 法不出意外最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LSM 模型
最复杂，二叉树法次之，而 B-S 法最为简单易行。 

隐含波动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际当中，历史波动率假设并不是
好的参数。尤其是在套利机制不完善的市场当中，转债
估值可能长期偏离所谓的理论值。导致模型定价存在系
统性偏差。 

我们往往是通过转债价格倒退隐含波动率。它反映了投
资者对未来标的证券波动率的预期。我们可以通过将隐
含波动率与可比个券、期权波动率或历史波动率及其本
身的历史走势等相比较，来辅助对转债估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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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模型：尽信书不如无书 

模型的诸多局限性 
实践当中，定价模型在 A 股转债市场应用还有很多局限
性，我们仅举几例： 

首先，A 股转债当中有很多不可刻画因素，但这些因素
对转债投资价值往往影响很大。比如，发行人转股意愿
等无法用模型刻画。转股价修正条款也是发行人的权利，
也是博弈的结果，也无法用模型来刻画。 

其次，A 股可转债市场存在“估值陷阱”。一个转债隐含
波动率低很可能不意味着真正的低估或投资价值低，原
因可能在于： 

 转债估值低有可能来自于投资者对正股的判断，比
如市场预期正股上涨空间有限甚至下跌风险大，或
者公司促进转债转股的意愿低。 

 回售和转股价修正条款差（当然这一因素可能通过
模型一定程度的刻画）。 

 转债对正股的稀释率高。在海外市场当中，转债对
正股稀释率高达 20%，甚至转债发行额超过真实流
通股本的都不少见，而这在海外市场却较为少见。
对正股稀释率高，意味着正股上涨会受到明显的抑
制（估值弹性降低），业绩摊薄和正股冲击成本较高，
对转债估值无疑有很大的影响，但模型难以刻画。 

 转债剩余期限越长，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模型算
出来的隐含波动会更低，导致看似吸引力越高。但
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剩余期限越短的转债，投资
者往往会期待公司促转股的迫切性越强，反而愿意
给予其更高的平价溢价率，或者给予更高估值。 

 模型也无法刻画供求关系。如上述，几只大盘转债
市值均较理论模型低很多。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转
债品种盘子大，只能通过估值低估来实现供求平衡。
当然也和正股稀释率高等诸多因素有关。 

 流动性差的个券也常现估值异常，但难于给投资者
带来真正的回报。 

盈利模式决定操作思路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实践当中，转债完全是供求驱动，
远非模型定价驱动。那么，A 股市场中投资者如何为转
债定价呢？ 

这要从盈利模式讲起，由于没有完善的股票卖空机制，
在 A 股转债市场当中，没有波动率交易者，投资者的主
流盈利模式就是从股价上涨并推动转债上涨中受益。 

这与海外市场波动率交易为主的盈利模式存在很大的不

同，对精确定价模型的要求相对要低很多。至于通过股
指期货或融资融券、分级基金 A 档进行“买入转债+卖
出正股”进行波动率交易，尚无清晰的盈利模式，因此
也难以通过波动率交易的力量实现估值的“修复”。 

我们如何为转债定价？ 
实际当中，A 股可转债精确定价较难，我们往往更注重
相对价值比较，模型定价仅作参考，在考虑一些模型不
可刻画因素。其中，平价、平价溢价率等相对价值比较
方法本质上是风险、收益权衡。比如对新券而言，我们
会优先选择相似平价水平，其次是正股弹性、转债规模、
剩余期限等相似的个券做定价基础。当然，还要考虑条
款、债底、上市环境、二级市场冲击等差异进行加加减
减。 

图表 8: 转债债股性指标分布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以最近上市的隧道转债为例，该转债的可比券为国电转
债。与平价水平、规模相似的国电转债相比，其正股基
本面和条款均有所不足，大股东减持压力较大，但存在
自贸区、国企改革、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概念，综合来
看给予的溢价率应略低。这一判断最终与实际情况较为
非常相似。 

此外，除上述的横向比较之外，我们还可以对大市和个
券估值进行纵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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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中行转债估值的历史比较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当然，这是静态的定价，在实践当中，我们往往关注动
态变化。这种动态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于下面将要
介绍的估值变化趋势和正股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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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估值变动的一般模式

我们上面介绍了衡量转债估值最综合的指标，那就是隐
含波动率。事实上，如果投资者没有较为合理的模型，
通过债、股性分布图也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比如平价
和平价溢价率、底价溢价率和平价溢价率分布图等。 

当然，这还是静态的分析，我们在上面提到，这种估值
差异往往有其背后的理由，甚至会长期存在。如上述，
在实践当中，我们往往更关注估值的动态变化，而非静
态的估值水平。 

从边际影响因素来看，长周期看股市和机会成本，短周
期看供求。股市表现预期、供求关系偏正面、机会成本
降低等均对提升转债整体估值水平有正面作用。从更长
的时间周期看，如下因素都可能影响转债估值中枢： 

1、股市预期：牛市同向，震荡市中反向 

历史经验表明，股市市场表现与转债估值呈现同向性。
股市反弹激发投资者调整大类资产配置的冲动，转债整
体仓位将明显提升，转债有可能是受益者。尤其是 07、
09 年牛市中表现非常明显，不但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不
断在上涨中强化，而且转债由于赎回以及股权融资更融
资等，转债市场净供给减少，加剧了供求的不平衡，导
致转债估值与股市走势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不过，在最近两三年来看，股市进入震荡市甚至熊市且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供给也虎视眈眈，导致股市上涨后，
投资者把握波段操作机会使得转债估值承压。转债估值
和股市表现开始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 

图表 10: 转债估值与股市表现的关系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2、转债供求：需求看债基发行与赎回，供给看净赎回和
新券发行。 

从转债品种需求群体来看，保险、债基等是主要需求群
体。但是其中保险等机构更多的是配置为主。而债基由
于对交易机会的把握更为积极，以及规模经常遭遇申购、
赎回等因素的扰动，对转债品种边际需求的影响最大。
因此，对转债需求的分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局限于债
基的发行与申赎。 

图表 11: 债基只数与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近两年季度末流动性冲击对转债品种
的影响。在今年 6 月份和 2011 年 9 月份等时点，流动性
冲击下股、债双杀，转债品种腹背受敌。更不幸的是，
流动性冲击对转债的影响一般要更大，成为债基等的流
动性“出口”。 

这种流动性冲击对转债市场的影响途径是什么？转债市
场遭遇流动性冲击的经典案例发生在 2011 年的三季度，
当年资金面紧张、城投债风险加大导致流动性最好的转
债遭遇极大的抛压。此外，由于资金成本的提升，转债
票息收益率较低，“扛”的能力在债券品种中最差。除了
主动的抛售之外，保险机构等赎回导致的被动抛售在实
践当中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而悲观氛围的渲染导致
投资者竞相出逃，加剧了市场的跌势。2013 年 6 月份如
出一辙，当一个月期同业定存收益率接近 9%的情况下，
持有转债等产品的机会成本大幅提升。除投资者遭遇流
动性问题而主动减持之外，保险赎回债基，导致转债跌
幅甚至超过正股和不少信用债。 

供给方面，转债市场一级市场的预判性较强。但由于市
场整体规模较小，还是容易受到供给的冲击，尤其是大
盘转债对存量个券挤出效应较为明显。 

图表 12: 供求对转债估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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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天相系统、中金公司研究 

3、机会成本方面。转债回购融资功能的放开，导致机会
成本将大为降低，对估值曾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此外，
过去的经验显示，当来自于债市的机会成本提升时，转
债配置需求降低，往往也容易导致估值的压缩。 

4、条款博弈对转债估值毫无疑问也存在较大的影响。我
们在前期的专题研究《条款博弈那点儿事》当中有详细
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最近三年来，转债市场估值中枢
下移有其合理性，包括： 

1、全流通及扩容后市值膨胀、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及货币
政策受到诸多约束、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股票估值开
始受 P/B 支撑等因素导致股指波动明显收窄，不利于转
债特性的发挥； 

2、三只大盘转债发行上市之后，转债市场供求关系逆转，

整体稀缺性降低； 

3、债券市场大发展之后，转债品种面临的机会成本持续
提升； 

4、条款明显弱化； 

5、行业分布不佳，正股低弹性个券占据主流等。 

图表 1: 转债隐含与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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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投资者如何看正股？

正股无疑是转债品种回报的最大驱动力。而上述定价模
型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转债对正股上涨的敏感度，当
然实际当中经验判断已经足够了。做空机制不完善，可
转债投资获利的根本在于股价上涨带动转债价格上涨。
这种盈利模式决定了正股走势是决定我国转债投资价值
的最主要因素。 

但对正股的讨论显然难以通过三言两语而言尽。我们在
此仅从转债投资者的角度做简单的描述。 

对转债投资者而言，与股票投资者看股票最大的不同在
于发行人促进转股的能力、意愿、股价弹性三者同等重
要。 

A 股转债发行人基本面都有很强的促转股意愿。背后的
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包括上市公司的高成长、股权激励
缺位、“做大”冲动、股价的高估、融资约束等等使得我
国转债发行人普遍将转债作为一种间接的股权融资方
式。这些发行人有动力降低初始溢价率甚至不惜修正转
股价以促进转债的顺利转股。 

一般发行人促进转股的意愿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判断： 

 负债率、再融资压力、现金流状况等 

 转债票息和距离转债到期时间 

 转股价修正等方面的历史表现 

 此外由股权融资中途转为转债融资的品种多数促转
股意愿都很强，因为本意就在于股权融资 

而促进转股的能力并不是每家公司都具备的。在促进转
股能力方面，转债投资者的基本面关注点与股票投资者
完全一致，无须赘述，好股票就是好转债。而转债发行
人还可能通过转股价修正等促进转债转股，这一点正股

并不具备。 

在我们看来，发行人促进转股的能力和意愿同等重要，
“差公司、好转债”不少见。尤其是在牛市中的中小盘
股，市场对利好的敏感度高，甚至会对发行人“促转股”
的预期自我实现。此外，剩余期限不长的转债发行人促
转股的迫切性也日益加强，也往往容易产生“差公司，
好转债”的现象。 

最后，从正股弹性的构成来看，可能进一步分解为估值
弹性和业绩弹性。历史上的好转债几乎都有很好的正股
弹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正股弹性是把双刃剑。在股市
熊市、正股高位或转债绝对价位较高时，正股弹性未必
是利好。反过来，当转债绝对价位较低，安全边际较好
时，高弹性个券无疑是最值得重点关注品种。毕竟，正
股大幅上涨，转债将有超预期表现，而如果正股大幅下
跌，可能引发转股价修正可能，转债“进可攻、退可守”
特性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海等转债，曾经是市场上弹性
最好的品种，主要是强周期行业使得其业绩弹性足。但
随着行业产能过剩日益严重，业绩弹性大大降低，估值
弹性只能依赖自贸区概念等，转债投资价值也今非昔比。 

图表 14: 中海发展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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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30327a 

 

http://www.hibor.com.cn/


 

 

 北京  上海 香港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1 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233 号 香港中环港景街 1 号 
国贸写字楼 2 座 28 层  汇亚大厦 32 层 国际金融中心第一期 29 楼 
邮编：100004  邮编：200120 电话：(852) 2872-2000 
电话：(86-10) 6505-1166  电话：(86-21) 5879-6226 传真：(852) 2872-2100 
传真：(86-10) 6505-1156  传真：(86-21) 5888-8976  
   
Singapore  United Kingdom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Singapore) Pte. Limited 
#39-04, 6 Battery Road,  
Singapore 049909 
Tel: (65) 6572-1999 
Fax: (65) 6327-1278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 
Level 25, 125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N 1AR, United Kingdom 
Tel: (44-20) 7367-5718 
Fax: (44-20) 7367-5719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证券营业部  上海淮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福华一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上海市淮海中路 398 号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6 号
SK 大厦 1 层  邮编：200020 免税商务大厦裙楼 107、201
邮编：100022  电话：(86-21) 6386-1195 邮编：518048 
电话：(86-10) 8567-9238  传真：(86-21) 6386-1180 电话：(86-755) 8832-2388
传真：(86-10) 8567-9235   传真：(86-755) 8254-8243 
   
杭州教工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中山北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天河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  南京市中山北路 1 号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 
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1 层  绿地广场 2 层 粤海天河城大厦 40 层 
邮编：310012  邮编：210008 邮编：510620 
电话：(86-571) 8849-8000  电话：(86-25) 8316-8988 电话：(86-20) 8396-3968 
传真：(86-571) 8735-7743  传真：(86-25) 8316-8397 传真：(86-20) 8516-8198 
   
成都滨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莲岳路证券营业部 青岛香港中路证券营业部 
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 9 号  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 号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9 号
香格里拉办公楼 1 层、16 层  磐基中心商务楼 4 层 香格里拉写字楼中心 11 层
邮编：610021  邮编：361012 邮编：266071 
电话：(86-28) 8612-8188  电话：(86-592) 515-7000 电话：(86-532) 6670-6789 
传真：(86-28) 8444-7010  传真：(86-592) 511-5527 传真：(86-532) 6887-7018
   
武汉解放大道证券营业部  重庆洪湖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沙车站北路证券营业部 
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34 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洪湖西路 9 号 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459 号 
新世界中心写字楼 4 层 
邮编：430032 
电话：(86-27) 8334-3099 
传真：(86-27) 8359-0535 
 

 欧瑞蓝爵商务中心 10 层及欧瑞 
蓝爵公馆 1 层 
邮编：401120 
电话：(86-23) 6307-7088 
传真：(86-23) 6739-6636

证券大厦附楼 3 层 
邮编：410001 
电话：(86-731) 8878-7088 
传真：(86-731) 8446-2455 

   
佛山季华五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南京路证券营业部 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2 号 
卓远商务大厦一座 12 层 
邮编：528000 
电话：(86-757) 8290-3588 
传真：(86-757) 8303-6299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19 号 
天津环贸商务中心（天津中心）10 层
邮编：300051 
电话：(86-22) 2317-6188 
传真：(86-22) 2321-5079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 128 号 B
邮编：116000 
电话：(86-411) 8755-5088 
传真：(86-411) 8801-7568 

   
宁波扬帆路证券营业部    
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 999 弄 5 号    
11 层    
邮编：315103    
电话：(86-0574) 8907-7288    
传真：(86-0574) 8907-7328    

 

http://www.hibo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