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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 皮海洲 

华夏银行的股价异动远不是用“乌龙指”就可以来解释的。正所谓

“春江水暖鸭先知”，不排除这是机构资金布局银行股的信号。 

 

昨天（11 月 18 日），华夏银行出现异常走势。近期走势一直较为平稳

甚至有些低迷的华夏银行，在早盘 11 时 12 分的时候，惊现 50546 手的

大买单，成交价格 5.57 元。受此大买单的提振，华夏银行的股价一度直逼

涨停但随后又快速回落，午间收盘前，其涨幅已回至 1%上下，只在 K 线

图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上影线。最终华夏银行全天上涨了 1.26%。 

对于华夏银行股价盘中的异动，有舆论认为是机构在操作上出现了

“乌龙指”。这种舆论还煞有介事地认为，机构或许是为了买进陕西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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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18 日陕西黑猫的股价涨停，而陕西黑猫的股票代码与华夏银行的股票

代码只是相隔了一个“1”， 陕西黑猫的股票代码为 601015，而华夏银

行的股票代码为 600015。此外，还有舆论称，5 万手买进华夏银行的 2800

万元资金或打了水漂。 

其实，市场上的这些观点是“莫须有”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从 2800

万资金打水漂来看，虽然是不成立的。按 5.57 元的价格买进 5 万手华夏银

行股票，确实需要动用 2800 万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明显没有打水漂。当

天华夏银行的收盘价是 5.61 元，每股还赚了 0.04 元。如果当天有底仓做

T+0 操作，还可以小赚一笔，何来的打水漂？更何况资金进入银行股显然

不是为了短炒，而是着眼于下一步的行情发展。从华夏银行目前的价位来

看，这笔资金获利出局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认为这笔 2800 万元的资

金打水漂，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对市场行情的一种误判。 

至于说这 5 万手的大买单是“乌龙指”，这种说法同样是难以成立的。

虽然从股票代码上来看，有这种乌龙的可能性，但从 18 日陕西黑猫与华夏

银行两只股票的价格来看，这种乌龙的可能性为零。因为 5 万手买进华夏

银行的价格是 5.57 元，而 18 日陕西黑猫的最低价是 6.50 元，早盘 11 时

12 分，陕西黑猫的股价在 6.90 元之上，接近于封板。因此，从股价来看，

这种乌龙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尤其重要的是，从华夏银行自身的股价来看，5 万手的大买单也是正

常的交易范围，不存在乌龙的说法。因为华夏银行的前收盘价是 5.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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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5 万手大买单的前一个成交价也是 5.54 元。5 万手大买单按 5.57 元的

价格成交，这显然是正常的成交，并非是“乌龙指”。至于随后股价瞬间

冲高到 6.08 元，这其实是跟风盘所为，而且成交的数量也极少，几乎没有

成交量，本人使用的软件显示不出 6.08 元的成交。所以，认为华夏银行股

票上的 5 万手大买单是“乌龙指”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如何看待 11月 18日华夏银行股票上惊现的 5万手大买单呢？本

人以为不排除这是机构资金布局银行股的一个信号。毕竟自今年下半年以

来，银行股总体处于回调整理的过程中，银行股的总体价格相对偏低，买

进银行股不仅相对安全，而且其投资价值也较为明显，目前银行股的市盈

率是整个 A 股市场上最低的，如华夏银行的动态市盈率只有 4 倍。与此同

时，银行股近 9 成股票破净，以华夏银行为例，其今年三季末的每股净资

产达到了 15.01 元，但其 11 月 18 日的股价只有 5.61 元，处于严重破净

状态。 

不仅如此，目前时间已进入 2021 年年末，机构投资者正是布局上市

公司 2021 年年报业绩浪的时候。而上市公司业绩浪的一个重点，就是上

市公司的分红回报。而在现金分红的问题上，银行股显然是有巨大优势的。

银行股现金分红的股息率远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即是把存款放进银

行不如买银行股。以华夏银行为例，去年每 10 股派现 3.01 元(含税)，即

便2021年维持去年的现金分红（华夏银行前三个季度净利润增长14.70%），

按 11 月 18 日的股价计算，股息率将达到 5.37%，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