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在售新基金一览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托管银行 咨询电话 发行期间

１

建信全球机遇

ＱＤＩＩ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

２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 股票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９９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８

月

３０

日

３

金元比联消费主题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６６６－０６６６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

４

诺安主题精选 股票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

５

华安香港精选

ＱＤＩＩ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９

月

１５

日

６

周期

ＥＴＦ ＥＴＦ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９

月

１０

日

７

周期

ＥＴＦ

联接

ＥＴＦ

联接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８

月

１９

日至

９

月

１７

日

８

鹏华环球发现

ＱＤＩＩ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９

银华成长先锋 混合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９

月

２１

日

１０

汇添富医药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１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

ＱＤＩＩ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９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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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我们应该怎样客观看待一对多一年

来的发展？ 一对多投资与公募基金有什

么差别？ 我们邀请三位专户投

资总监进行深刻的解剖。

B3

虽然距离今年结束还有一个多季度，

但部分业绩不佳的阳光私募已基本确定

今年净值难以回到历史高位，业

绩提成即将成为泡影。

B5

基金分仓偏向股东方而非实力券商的

做法是行业的潜规则， 一些处于行业中下

游的中小券商的主要分仓收入源

自控股或参股的基金公司。

基金分仓潜规则
背后的利益图谱

B2

公募基金竞争日趋激烈， 让不少基

金公司在非公募业务大举开拓， 一批基

金公司非公募业务规模或已

赶上公募业务规模。

部分基金公司
非公募规模直逼公募

业绩提成无望
部分私募公司恐生变数

大基金上周主动加仓
1.68

个百分点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

9

月

2

日仓位

测算数据显示，上周大型基金平均仓位

为

82.28%

， 较前一周主动加仓

1.68

个

百分点。

从基金操作来看，上周基金仓位显

著上升，主动增持迹象明显。

219

只基金

主动增持幅度超过

2

个百分点，其中

71

只基金主动增持超过

5

个百分点；仅

41

只基金主动减仓幅度超过

2

个百分点，

其中

18

只基金主动减仓幅度超过

5

个

百分点。 （余子君）

（数据详见 B 6 版）

基金仓位观察

基金
QDII 200

亿门槛年内或将取消
证券时报记者

海 秦

运行

3

年之后，

2007

年颁布的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

办法或将迎来“升级版”。 据几位接近管

理层的消息人士透露，新的

QDII

管理办

法方案近期已经提交等待主席审批，可

能会在年内颁布。

据悉，在新

QDII

管理办法中，针对

基金管理公司提出的 “最近一个季度末

资产管理规模不少于

200

亿元人民币”

的高门槛将不复存在。 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到， 一些基金公司尤其是有海外股东

背景的合资公司跃跃欲试， 已经开始准

备相关资格审批事宜。

在现有的

QDII

管理办法中， 对参与

QDII

的基金公司资质提出了诸多要求。 比

如，净资产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经营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达

2

年以上，最近一个

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不少于

200

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汇资产，具有

5

年以上境外

证券市场投资管理经验和相关专业资质

的中级以上管理人员不少于

1

名，具有

3

年以上境外证券市场投资管理相关经验

的人员不少于

3

名，也就是俗称的“

3+X

”。

消息人士透露，最新提交的修改方案

对基金公司的要求将有所放松：净资产要

求调整为“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200

亿

元人民币管理规模则取消，只要符合其他

条件，管理规模不做限制。不过，对管理团

队的要求依然苛刻，依然需要满足“

3+X

”

条件。 “对

QDII

投资团队的高要求，实际

上也是一种人才门槛。 说到底，

QDII

管理

得如何，团队的水平至关重要。但是，要挖

掘到符合条件的人才，本身就有难度。”上

海一家公司市场部人士认为。

事实上，早在

2008

年，由于股市深

幅调整，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大幅缩水，当

时也有消息称， 管理层将择机降低

QDII

门槛，将

200

亿元的硬性指标降低到

100

亿元。 不过还没来得及实施，雷曼兄弟倒

闭，次贷危机演变成空前的金融危机，国

内

QDII

监管一度陷入静默期。

一位基金公司高管对放开

QDII

门

槛表示认可，他认为，从国家大的宏观视

角来看，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双增长因素

下，开放

QDII

通道把过剩资金引出去能

够缓解国内泛滥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从

投资市场本身来看， 也是不断变化当中

的，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市场化发

展，而不是让一些硬性的指标束缚住。

“

QDII

从无到有， 到逐渐被了解、认

知，中间经历了

3

年多的坎坷。 开始之时

对参与的公司资质进行严格的指标审查

是有必要的。 当市场经历了几年的发展，

出现一些新变化的时候， 应该创造更宽

松的条件，让一些具备条件、具备海外资

源优势的基金公司参与进来， 加快基金

业差异化发展。 ”

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

QDII

资格的基

金公司共有

31

家， 截至

2010

年上半年，

资产管理总额处于

200

亿以下的公司共

有

31

家。 值得注意的是，信诚基金、长信

基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等多家公司在

2008

年、

2009

年获得

QDII

牌照后， 由于

种种原因目前管理规模已不足

200

亿元。

重组当诱饵个别私募捞取
“

灰色
”

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

陈致远

私募基金正在做一门 “发财” 的生

意。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近来有私募基

金通过潜伏进一些

ST

股，然后与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联系，意图主导重组，通过虚

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消息推高股价，从一

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同时获利。

低位进入“忽悠” 重组

一家私募基金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他们现在已不太参与二级市场，目

前正在做一门“发财”的生意。

据该私募基金相关人士介绍， 他们

的生意就是找一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忽悠”控股股东低价收购一些资产，

然后将这些资产卖给上市公司。 收购资

产的时候

PE

可能在五六倍，以现在的发

行情况看，卖给上市公司的

PE

至少也在

二三十倍。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私募基金要做

的事情就是提前在二级市场上买入该上

市公司股票， 同时和控股股东联手收购

资产，再卖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只要涉

及到资产注入， 股价在一般情况下都会

大幅上涨， 私募基金既在一级市场赚了

钱，也在二级市场上赚得钵满盆满。

据介绍， 这类私募基金瞄上的上市

公司，一般情况下其主业经营比较惨淡，

反而是控股股东看重壳资源价值， 或者

卖壳，或者自己主导重组，最终使这些股

票二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从另一私募基金处也获

悉，该私募基金通过研究发现一只比较“干

净”的

ST

股，随后在二级市场大举增持，但

是绝对持股量控制在举牌红线

5%

以下，

在该私募持股量增持至

4.9%

左右时，该

ST

股控股股东发现了该私募的动向，于

是找到该私募老总电话，问其意欲何为。

上述私募基金老总表示想买壳重组

该

ST

股， 而该

ST

股控股股东告诉私募

基金老总，请他不要打这家公司的主意，

控股股东正打算重组这家

ST

公司，向该

公司注入矿权。 随后，该股股价在二级市

场一路上扬。

记者了解到， 该私募已运营

3

年左

右，除了雄厚的资金实力之外，还有不少

实业资产，只要有“干净”的壳，他们就想

买下主导重组，最终达到推高股价的目的。

游走在法律边缘

私募如此操作， 是否涉嫌内幕交易

操纵股价？

上述私募基金人士也表示， 这些操

作确实会或多或少触及内幕交易， 规避

策略就是将时间拉长， 他们持有一只重

组股的时间一般都会在一年以上。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伟明律师表

示，目前看，上述操作确实是处在灰色地

带，这些私募先在二级市场上买入一定的

股票，自己又有实业资产，确实也想进行

真的重组，虽然重组并不一定成功，但由

于这些私募基金有重组的实力，上市公司

一旦有重组消息， 股价往往会闻风而动，

私募基金提前买入的股票会获利丰厚。

从实际情况看，在市场向好时，此类

重组往往会是股价的催化剂， 但这些重

组的背后，往往也蕴藏着风险。

深圳一家私募基金的相关人士表

示，

2007

年曾有一家颇具背景的公司主

导某上市公司的重组， 在重组消息的刺

激下，基金、私募等一批机构投资者冲入

该上市公司，股价不断上涨，随后该上市

公司果真停牌重组，但是不巧的是，在停

牌期间，

2008

年

A

股大幅下跌， 等到该

上市公司公布重组方案复牌后， 该上市

公司股价下跌惨烈、连续跌停，套牢了一

大批赌重组的投资者。

深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公司

投资总监表示，他们在调研上市公司时，

也发现过此类情况， 一些资金实力比较

强的私募基金， 事先潜伏进一些

ST

股，

然后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联系， 意图主

导重组。 部分私募基金干脆和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合谋重组事项，然后发布消息，

等待二级市场股价大幅上扬后， 再和控

股股东实行利益分成。 甚至有私募基金

意图联手公募基金共同在二级市场拉抬

股价，谋取内幕交易带来的灰色利益。

“这显然是有违资本市场‘三公’原则

的，公募基金应该规避此类非法交易。”上

述投资总监表示，一些私募基金其实根本

不是用真金白银重组

ST

公司， 而是利用

重组的虚假消息散布于二级市场，然后为

自己捞取利益，投资者应该仔细辨认。

信任危机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近期
，

基金业杂音很大
，

如管
理混乱

、

高管变动频繁
、

产品同质
化严重

、

拼首发
、

基金难卖
、

人才
流失严重

、

社会形象下降
、

公司治
理结构原地踏步等等

。

经历了十
多年的飞跃式发展后

，

基金业显
得有点步履蹒跚

，

各种问题出现
，

一时间让人觉得
“

问题多多
，

无
从下手

” 。

事实上
，

在诸多的难题
中

，

最需要业界当下解决的难题
是基金业社会形象下降丧失社会
信心

，

这对以诚信为基石的行业
来说

，

其破坏性尤为重大
。

毋庸置疑
，

信心一旦出现危
机

，

对基金公司的品牌损伤是致命
的

，

就好比古代社会对人品的要求
一样

，

无论你平时表现得多好
，

一
旦有

“

男盗女娼
”

的丑行
，

恐怕这
辈子就难以翻身了

。

一家基金公司
业绩再好

，

资产管理规模再大
，

如
果有失信于人的劣迹

，

在投资者
眼里

，

终究是不让人放心的
。

以老鼠仓为例
，

有一家基金
公司

，

在和对手竞争大单企业年
金业务时

，

就因曾有
“

老鼠仓
”

的
记录

，

最终与这笔企业年金业务
无缘

。

由是观之
，

出现
“

老鼠仓
”

之后
，

哪怕是基金公司的公关手
段再高明

，

没准哪一天还是会让
你体会到

“

后患无穷
”

这一成语
的真实含义

。

不唯如是
，

一家基金公司出
现了

“

老鼠仓
” ，

如我等一样有
“

小人之心
”

的投资者
，

难免会由
此及彼地联想到

，

既然这家基金
公司有

“

老鼠仓
” ，

另一家基金公
司也可能有

，

这种扩散化的结果
，

就是整个基金业的社会形象在投
资者心目中大打折扣

。

对
“

老鼠仓
”

事件的处理
，

基
金公司不可谓不积极不重视

，

但人
们看到得更多的是

，

基金公司忙于
“

公关
” 、

忙于平息事件
，

忙于让媒
体不再穷追不舍

。

至于如何补救
“

老鼠仓
”

遗留给社会的
“

负资
产

” ，

基金公司有过多少思考
？

有过
多少努力

？

面对老鼠仓
“

后事
” ，

基
金公司的重点放在何处

？

不得不承认
，

重新树立持有
人对基金业的信任感

，

确实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

，

也不是一家公司
独力可以挽回

，

面对这样一个巨
大的工程

，

难免有力不从心
、

甚至
无从下手之感

。

然而
，

摆在全行业
面前的课题不是一个

“

难不难
”

的问题
，

而是一个
“

要不要做
、

要
不要马上做

、

谁来做
”

的问题
。

正
答这个提问后

，

相信基金业在处
理老鼠仓

“

后事
”

时会大为不同
。

对话基金
专户投资总监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基金获准募集
证券时报记者

鑫 水

本报讯 建信基金公司旗下以 “内

生动力”为主要选股标的基金———建信

内生动力股票型基金已获准募集。

据了解， 与目前国内大多数投资

“内需动力”的基金不同，建信内生动力

基金重点投资于消费性内生动力行业、

投资性内生动力行业和服务性内生动

力行业中具有持续竞争力优势的上市

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

基金资产的稳健增值。 该基金投资于股

票的基金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为

60%-

95%

，其中投资于内生动力行业的基金

资产占投资于股票的基金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

80%

。

建信基金认为，我国经济将从外需

拉动为主的阶段向依靠投资与消费驱

动的内生性增长阶段转变，因此未来相

当长时期内，“投资与消费”两个内生动

力将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基金获批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管理公司获悉，该公司旗下首只

以消费行业为主题的摩根士丹利华鑫

消费领航混合型基金已获得证监会批

准，将于近期发行。

据悉，该基金致力挖掘消费行业和

受消费数量增长及结构变革引领而快

速发展的相关行业，以及具有竞争优势

和估值优势的优秀上市公司。 该基金投

资比例组合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30%-80%

，其中投资于消费行业和相关

行业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不低于股票

资产的

80%

；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3%

；现金、债券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以及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20%-70%

，其中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

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5%

。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基金获批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本报讯 记者获悉， 南方基金旗下

第

3

只债券型基金———南方广利回报

债券基金日前已获监管部门核准，将于

近期公开募集。

证券时报记者从南方基金公司

了解到，南方广利回报基金可将不低

于

80%

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等固

定收益类产品，同时，还可以参与一

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持有可

转债转股所得的股票以及投资二级

市场股票等其他金融工具，比例不超

过

20%

。

作为国内债券基金的领跑者，南

方基金拥有丰富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管

理经验以及优秀的固定收益团队。 此

次新债基的基金经理将由连续两年获

得金牛基金经理称号的南方现金增利

基金经理韩亚庆担任。

基金发行动态

新的 Q D II管理办法可能会在年内颁布。 新管理办法方案对基金公

司参与 Q D II的要求将有所放松：净资产要求调整为“不低于 1 亿元人

民币” ，200 亿元人民币管理规模则取消，只要符合其他条件，管理规模

不做限制。 不过，管理团队依然需要满足“3+X ” 条件。

官 兵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