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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火热，投资者也开始跑步入场。据报
道，券商6月开户数环比增3成。

据悉，中信证券7月日均开户数环比增长
约30%，国泰君安6月线上开户环比上升3成以上。
上半年来看，海通证券开户数同比增长超40%，长
江证券开户数增长30%左右。

场外配资又抬头。打着“十倍杠杆”口号比比皆
是，宣传所谓的“一个涨停收益110%”，甚至赠送
高达千元的操盘金。

近日成交额快速增加，也意味着场外资金正在入
市。然而，对于股民李女士来说，火爆行情反而让她
顾虑重重。

指数涨跌，似乎与她的收益并不相相关——近日
蓝筹股雄起，她完美踏空；之前的疫情概念，亦未能
搭上便车；即便是在创业板“牛冠全球”的行情下，
她一度持有的多只创业板个股，也多半以亏损收场。
更不要说与多只牛股擦身而过。

以近期大牛股王府井为例。据悉，李女士曾以
13元左右买入3万股王府井，投入近40万元，却只
收益了1万元便离了场。如今，该股高歌猛进，股价
翻了近5倍，足足少赚了138万元。

无独有偶，去年5月，她一位朋友掷50万元以
每股15元买入王府井，却没曾想，此后整整一年时
间里，王府井尽显颓势。今年4月30日，该朋友终
于咬牙以12.9元亏损清仓。可谁想到，5月起，王府
井开启了一去不回头的涨势。

市场就是如此难以捉摸，在黎明前倒下的散户又
何止一二。

在李女士的过往个股备忘录中，记者细数发现，
今年以来，她跟随热点择股共持有过50余只股票，
但账面上，至今才扭亏为盈。

李女士叹言：“做短线太累，真的不适合我。现
在，我只想寻一只成长性好的绩优股踏踏实实持有，
坐享收成。或者像朋友那样，择数只基金，让机构帮
忙打理。”

面对逐渐趋热的股市，你准备好撸起袖子加油干
了吗？

而相比牛市是否来了，摆在股民面前更为
重要的是买什么？

前期医药、科技等热点板块纷纷回调，而
低估值蓝筹股开始领涨，市场风向突变，让投资者疑
惑热点是否切换？

天风证券最新研报称，过去10年A股发生过3
次强势风格切换：第一次为沪深300向创业板指切
换，2012年5月开始扭转，2013年1月确定趋势；
第二次为创业板指向沪深300切换，2015年6月开
始扭转，2015年12月确定趋势；第三次为沪深300
向创业板指切换，2019年2月开始扭转，2019年7
月确定趋势。

当然，在强势风格主导期间，也出现过数次短期
风格漂移，较典型的有2次：一次是2014年11月至
12月，在科技股主导区间内，券商股突然爆发，并
引爆2015年上半年的大牛市；另一次是2018年2月
至4月，蓝筹股主导区间内，创业板获得阶段性估值
修复。

天风证券称，强势风格切换的背后是景气度相对
趋势的变化，而引发短期风格漂移的是估值差、流动
性、情绪等变化。季度维度的行情需要充分考虑资金
面和政策面的影响，当前还难以出现较大级别的风格
漂移。

天风证券分析指出，今年以来，市场宽裕流动性
更多是应对式的，金融监管、地产方面政策并没有明
显宽松，而增量资金也主要来自公募和外资，这些资
金偏好高盈利和高景气板块，如果暂时没有相对业绩
扭转的迹象，其不太会轻易、主动去主导风格切换。
因此，预计当前以券商为代表的低估值板块强化行
情，是一次短平快的风格小漂移，估值极端分化是其
最大逻辑，一旦估值差收敛，对市场的吸引力也自然
下降，高增长和超预期板块将继续引领市场行情。

资深投资者蓝山天越资产的黄向军称，创业板已
进入技术性牛市，但短期持续上涨动力不足，回调有
利于未来行情展开。此时低估值蓝筹股接棒，不仅有
利于保持市场热度，也给创业板调整留下了市场空
间。

至于市场风格为何7月才突变，黄向军称，这与
公募基金每季度排名有一定关系。6月底，基金排名
告一段落，机构开始调仓换股也顺其自然。相对于指
数，投资者更应专注板块轮动、市场热度、情绪波
动、外围行情、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变化。

“每一轮牛市的主导板块与当时经济结构息息相
关，倘若牛市真的到来，未来一段时间，市场主线依
然是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板块。”黄向军
说。

当然，对于偏向价值投资的黄向军来说，投资在
于做卓越企业的股东，不赚快钱，不在意牛市还是熊
市，因为这些与企业本身发展并无太大联系。当然，
他也强调，投资是一个认知变现的过程，跟着市场顺
势而为是聪明者选择的方式。而且，对于质地优良的
公司，还要拿得住。缺乏对优质公司的深入了解，也
会影响持股信心。如果不相信贵州茅台能值2万亿
元，也注定不可能持有茅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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