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20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统筹 王绍禹 校对 薛梅 版式 金驰

大头条
大头条Finance & Economic NEWS

AA10、AA12
AA13、AA15

新高？

新低？▶
沪指创43个月新低点
2000点大关危在旦夕
近八成网友认为，2000点顶不住A股可能步入“1”时代

2000 点告急！A 股告急！跌破 2000 点，A 股将步入“1”时代。 9 月 7
日，沪指曾经大涨3.7%，成功地收复了2100点大关。就在股民们为股市的
强势反弹欢呼之时，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短短的十来天时间，沪指再度创出
新低点，直逼 2000 点大关。昨日，沪指大跌 2%，创出 43 个月以来新低
2023.08点。截至收盘，沪指报2024.84点，下跌42.99点，跌幅为2.08%，成交
540 亿元；深成指报 8202.20 点，下跌 229.54 点，跌幅为 2.72%，成交 563 亿
元。 记者 徐刚领/文 马健/图

船舶制造板块昨日领涨大市

昨日，市场恐慌引发股指呈现震荡下行
趋势，两市早盘双双低开后一路走低，上午
10点过后两市跌幅均超 1%，随后股指保持
低位震荡至午盘。午后各板块持续走低，沪
指 下 行 跌 破 2029 点 再 创 43 个 月 新 低
2023.08点。

板块方面，船舶制造板块昨日领涨大

市，终盘大涨 2.85%，为两市唯一飘红板
块。摩托车板块走势较为抗跌，个股多数
飘绿，但跌幅较小，收盘跌 1.78%，为跌幅
最少板块。电子器件板块走势极度低迷，
终盘大跌 4.53%，高居跌幅榜榜首。此外，
玻璃行业、石油行业和煤炭行业等板块弱
于大盘。

昨日，有着多年炒股经历的股民郭建甫
说，最近的行情确实走得太弱了。至于下跌
的目标点位，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2000
点很可能会被跌破，操作方面还需要谨慎。”
对于行情持续低迷的原因，他认为我国经济
不景气，目前仍在下行。另外，市场扩容的
压力太大，新股发行没有停顿的迹象。

采访中，多数股民认为，今年的股市很

垃圾，太难做，稍不留神就会被套。“我看好
的黄金股，没买，结果买了一只有色金属，几
乎没啥赚钱的机会，现在套了近 10%，真是
郁闷。”股民金先生说，本来以为这次下跌只
是一波回调，沪指应当在 2060点支撑住，没
料到，熊市还是熊市，下跌仍然是主格调。

“2000 点估计顶不住，有反弹也不敢轻易再
追了，熊市不言底，我算是被跌怕了。”

多重利空重创大盘

昨日，股指大幅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
中日局势无疑会对资本市场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商务部数据显示，前 8 月实际使用
外资同比下降 3.4%，FDI 连续三月负增长，
经济探底压力犹存；汇丰中国 9月制造业产
出指数则创 10 个月以来最低值，经济复苏
前景仍然堪忧；10月底首批创业板公司将进
入全流通时代，数额巨大的解禁潮将不可避
免地会对市场带来冲击，引发持股者担忧；
954 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仅 492 家“预喜”，占比约为 51.57%，为近年
来低点。

昨日，网易组织了“2000 点保卫战能否
胜利”的网络投票，结果，截至昨日下午 5时
许，有近1200人参与了投票，79.1%的人认为

“不能胜利”，13.5%认为“能”，7.4%为“不知
道”。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分析称，虽
然市场悲观，但不要绝望。目前供求方面，增
持减持方面都在做努力，以达到平衡，而优质
公司的估值水平已经渐渐进入投资价值区。
他认为，其实早在前期市场上就已经开始救
市，而现在看来，政策救市的可能性在逐渐增
大。

◀
食用油面临第三波涨价潮
油企否认节前涨价
食用油市场加速洗牌
玉米油、橄榄油销量上升

国庆、中秋将至，食用油又迎来了销售旺季。据报道，中粮旗下的调和油全系列将
涨价10%，其他品类的油品也将随后涨价。不过，昨日记者采访中发现，多家食用油企
业否认节前涨价，我市的一些大型超市也没有接到涨价通知。另外，国庆、中秋临近，食
用油市场加速洗牌。随着最近花生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很多消费者都把眼光投向调和
油和玉米油等其他种类食用油。玉米油、橄榄油等其他种类食用油正在分食花生油的
市场份额。 记者 徐刚领 范建春/文 马健/图

超市尚未接到涨价通知
今年以来食用油市场已出现了两波涨价

潮。今年4月初，金龙鱼的菜籽油、花生油两个
产品上调出厂价格，幅度在 8%左右；今年 7
月，食用油龙头企业金龙鱼再度上调零售价，
上调幅度为8%。现在双节将至，第三波涨价潮
会否来临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年美国大
旱，造成大豆严重减产，美盘大豆价格创历史
新高，我国大豆及豆油价格同样升势强劲。业
内人士对于食用油的第三波涨价潮也早有预
期，认为食用油价格上涨趋势已经形成。

据报道，中粮旗下的调和油全系列将涨价
10%，其他品类的油品也将随后涨价。

这一消息很难让人淡定，郑州情况怎样
呢？昨日，郑州市文化路上一家大型超市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两个月以前，食用油调过一次
价，目前还没有接到调价的通知。随后，记者
又联系了几家超市，说法基本一致，就是还没
有接到经销商的涨价通知。

昨日，记者在文化路上一家大型超市看
到，食用油专柜打出了“食用油均不参与打折”
的字样。来自商务厅的消息显示，上周我省桶
装食用油零售价较前一周上涨 0.67%。其中，
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调和油环比分别上涨
0.31%、0.76%、1.04%、0.42%。

食用油企业否认节前涨价

目前，我省爱厨系列食用油在超市卖得很
火。昨日，记者拨打河南爱厨植物油有限公司
的销售电话，工作人员称，目前还没有接到调
价的通知。

据悉，中粮集团、鲁花、金龙鱼均否认了双
节前将涨价的传闻。业内人士分析，即使食用

油企业宣布涨价，市场的食用油价格也不会马
上上调，特别在双节前后，为了拉动消费，食用
油多数还会以促销为主，“走薄利多销路线”。

“7 月份开始，食用油已经掀起过一轮涨价潮，
价格已经涨起来了，目前再掀涨价潮的可能性
不大。”

昨天，记者在黄河路上的北京华联超市看
到，在食用油专区，有很多老年人在购买一个品
牌的玉米油，5升装的价格为79元。记者看到，
这里的食用调和油价格一般在68元到71元，玉
米油则在80元左右，而花生油要贵得多，金龙鱼
的一款5升包装花生油售价135元，而鲁花5升
的花生油售价普遍在150元以上。由于花生油
的价格一般都是同等包装调和油的一倍以上，在
价格上具有相对劣势，于是，很多消费者都把眼
光投向调和油和玉米油等其他种类食用油。

“花生油涨得太快了，我们都有点吃不消。”正在
购买食用油的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在丰产路上的丹尼斯超市，记者发现，这
里的花生油货架面前同样无人，现场选购食用

油的顾客多是停留在调和油和玉米油货架前，
也有人在看葵花子油。这里的食用油价格与
记者在北京华联超市看到的差不多，只是一款
5升装的鲁花花生油更是售价达 169元。正在
现场促销的一品牌食用油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近期由于花生油的价格一直在不断攀升，他们
的玉米油这段时间卖出去不少。

郑州油脂公司的一位人士表示，正是花生
油价格的节节走高，才出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
植物油抢占市场。同时，在高端食用油市场，
橄榄油也正在一步步分食着属于花生油的市
场。目前橄榄油的价格与花生油已经相差不
大，如果这个趋势不变，则花生油在食用油中
的霸主地位将不保。

食用油市场加速洗牌

股市再创新低，股民再没脾气。股市再创新低，股民再没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