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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

交易型基金今年激增

45

只

1年新增数已赶上以往 6年新增总量

证券时报记者 杨 磊

本报讯

1

年新增的交易型基金

数量已经赶上以往

6

年新增总量。进

入

2010

年以来， 交易型基金的快速

发展引起业界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

11

月

12

日， 今年已经成立和在发的交

易型基金数量已经达到了

45

只，和

2004

年到

2009

年这

6

年期间新增的

交易型基金数量持平。 其中，今年上

半年已成立了

18

只交易型基金，今

年下半年以来已成立了

19

只， 还有

8

只交易型基金正在募集中。

据悉， 自从

2004

年四季度国内

第

1

只

LOF

基金南方积配和第一只

ETF

基金华夏上证

50ETF

成立，揭开

了新型交易所上市基金发展的序幕。

2005

年新增了

12

只

LOF

，

2006

年新

增了

5

只

LOF

和

3

只

ETF

， 从

2007

年开始，创新封闭股票基金、封闭债

券基金、分级基金等各种新型交易型

基金纷纷发行上市，

2007

年到

2009

年分别新增了

3

只、

3

只和

17

只交

易型基金；

6

年来合计新增了

45

只

交易型基金。

进入

2010

年之后， 交易型基金

多点开花，形成了

ETF

、普通

LOF

、分

级偏股基金、封闭债券基金、分级债

券基金和

QDII-LOF

等

6

大类产品全

面发展的格局。

据天相投顾统计显示，今年已经

成立和正在发行的

ETF

达到了

10

只，普通

LOF

达到了

10

只，分级偏股

基金按上市品种数量计算也达到了

10

只，封闭债券基金达到了

7

只，分

级债券基金按上市品种数量计算有

4

只，

QDII-LOF

达到了

4

只。

业内专家分析，新型交易基金成

为

2010

年的亮点，分级债券基金和

QDII-LOF

都是在

2010

年首次出现

的， 分级偏股基金和封闭债券基金

在

2009

年以前数量较少，

2010

年

这两类基金快速发展，从今年新增

交易基金数量来看，创新交易型基

金的只数已经超过了传统

ETF

和

普通

LOF

数量， 成为基金业发展的

新方向。

从交易型基金总数量来看，目前

上市的品种已经达到了

114

只，已经

成立即将上市的品种达到了

3

只，还

有

8

只产品正在发行中，合计达到了

125

只交易型基金， 比

2009

年底的

80

只，激增了

56.25%

。

基金自购收益分化大 投新基金赚钱多

截至 11月 12日，26家基金公司今年自购金额约 22亿元

见习记者 张 桔

本报讯 今年

A

股市场持续震

荡， 基金公司自购基金所得收益出

现较大分化， 不少公司投资旗下新

基金取得较好收益。

WIND

资讯数据统计显示，目前

自购收益率最高的是华商基金，该公

司在今年

1

月

6

日自购的约

520.11

万份华商盛世成长，迄今最新收益率

已达到

36.54%

左右， 成为目前自购

收益冠军。同时该公司于

1

月

6

日另

外自购的

2

只基金华商领先企业和

华商动态阿尔法，目前的自购收益率

也分别达到

17.75%

和

20.80%

。

统计还表明， 除去华商盛世成

长外， 目前自购基金收益排在第

2

位的是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在

7

月

5

日自购的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

4

个月左右

的时间内， 自购收益率就已达到

29%

左右。

不过， 并非基金公司的自购行

为都取得了正收益。 例如，深圳某基

金公司

4

月初自购的旗下某偏股型

基金，截至上周五自购收益率为负。

值得注意的是， 恰逢今年新基

金发行大潮，在基金公司今年的自购

对象中超过三分之二是自家新基金，

而在市场向好背景下均取得不俗的

收益。 统计显示，目前这一类型自购

收益最高的已超过

20%

，汇添富和诺

安分别投资了汇添富民营活力和诺

安中小盘股票，这

2

只基金为上述公

司带来的自购收益率约为

21%

。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基金公司

自购热情很高。 数据显示， 截至

11

月

12

日，

26

家基金公司今年自购金

额约

22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自购

金额。 不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有超过

5

家基金公司出现过赎回

自家的基金， 其中大多为低风险的

固定收益类基金， 华夏基金成为今

年迄今自赎基金次数和规模最大的

基金公司。

对此，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三

季度以前股指下行的背景下， 自购

一方面是为援助新基金发行冲规

模， 另一方面是为增强基民后市信

心树立榜样， 不过随着三季度以来

市场的走强， 自购收益率攀升实为

意外之喜。

销售管理办法截稿在即 众机构忙反馈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方 丽

本报讯

11

月

1

日，《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修订稿）》正式

出台， 独立的基金销售机构破冰在

即。 随着

11

月

16

日反馈意见截止

日期的临近， 多个有意涉足独立基

金销售领域的机构已经向监管层递

交了意见和建议。 近日，证券时报记

者从上述机构获悉， 多数机构反馈

意见主要集中在银行收费、 登记结

算、资金监管、如何避免各类基金销

售中介机构业务重叠以及建立防火

墙等方面。

“《办法（修订稿）》从

2009

年开

始修改，几易其稿才正式公布，其实

已经相当完善了， 大的方面没有什

么刺儿可挑， 我们就是希望在部分

细节方面能再具体点。 ”一家已经反

馈了意见的机构负责人说。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家意欲涉足

独立基金销售领域的机构获悉，由

于在支付清算上需要和银行合作，

银行收费成为多家机构关注的焦

点。 “虽然这个市场蛋糕很大，但是

想分一块还是很难。 ”一位资深销售

机构人士坦言， 对独立销售机构的

短期前景并不乐观， 在反馈意见中

他们希望监管层能细化一些政策，

让独立的销售机构能有一定利润空

间。 据她透露，目前基金销售费用的

60%

以上都要交给银行， 虽然第三

方支付机构要求费用略低一点，但

加上支付给银行的监管费、 人力成

本等， 可能有些基金第三方销售在

销售基金上还会亏损。

在登记结算方面， 有机构希望

《办法》能明确是采用中登“一统”

或者中登和基金公司“并存”的

TA

系统。 此前有消息称，中登公司已

经完成了搭建销售份额清算平台

的准备工作，这意味着基金行业的

TA

数据都将按照统一格式， 在中

登公司数据平台上安“新家”。 业内

人士认为，此举在简化投资者开户

程序、推动第三方销售、降低基金

公司成本等方面， 都有积极的意

义。 “对独立的销售机构来说，简化

理清份额清算平台，有助于促进完

整产业链的形成。 ”一位第三方机构

人士表示。

在资金监管方面， 有机构能在

《办法》 中细化一些资金监管的规

定。 “这有点类似证券账户中的第三

方存管。 最好更具体地规定如何监

管销售机构的资金结算， 防止因资

金沉淀在销售机构的账户上可能发

生的风险。 ”有相关机构人士说，打

个通俗的比喻， 就是通过具体规定

防止销售机构“卷款逃跑”。

此外， 还有机构建议，《办法》

应该有具体条款来避免各类基金

销售中介机构业务重叠， 明晰支付

机构和销售机构的界限， 建立防火

墙。有业内人士称，划分基金第三方

支付机构和销售机构的初衷在于

精细、专业化发展，通过细分做大

整个行业。

光大量化分红

本报讯 光大保德信基金近日

公告称， 旗下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基金将于

11

月

17

日实施分红，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3

元，权

益登记日、除息日均为

11

月

15

日。

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11

月

5

日，该基金在过去

6

个月的

净值增长率为

35.04%

，在

183

只同

类可比基金中排名第

2

， 近

3

个月

的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25.31%

，在

194

只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第

8

。

（程俊琳）

银华信用双利稳中求利

本报讯 目前正在发行的银华

信用双利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 资

料显示，该基金可以根据市场行情，

通过各类资产间的灵活配置动态把

握其中的投资机会。同时，银华信用

双利还设置了

A

、

C

两类份额，其中

C

类份额不收取认购

/

申购费，持有

时间不少于

30

天则赎回费为

0

，降

低成本、提高投资收益的同时，较大

地满足了投资者对流动性的需求。

（贾 壮）

诺德基金踏准节奏创佳绩

本报讯 天相投顾刚刚出炉的

截至

10

月末的数据显示，诺德基金

旗下所有偏股基金

3

个月加权平均

净值增长率超过

20%

， 在

60

家基

金公司中排名第

4

，这已经是连续

3

个月排名在前

10

位，并曾在

8

月末

一度排名第一。

据诺德基金透露，整体佳绩得以

延续的原因在于，三季度以来重点关

注的食品饮料、 医药等通胀板块开

始跑赢大盘，

10

月份新超配的煤炭、

机械显著跑赢大盘。 （程俊琳）

走近“上证龙头企业指数”

■

稳步增长中的银行业：

β

系数﹥

1

从明朝的“钱庄”、到清代的“票

号”、再到如今的“银行”，具备办理存

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的金融机

构正在向前迈进、稳步发展。 如果以

β(

贝塔

)

系数来衡量一个行业与宏观

经济的相关度，那么如今的银行业的

贝塔系数极有可能大于

1

。

这主要是因为， 在经济向好时

期，银行业的主要盈利驱动因素都指

向正面，共同推动银行业绩实现高速

增长；而在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业主

要盈利驱动要素均指向负面，银行难

以获得较快的业绩增长，同时将被市

场对资产质量的担忧所笼罩。总体而

言，从行业特征来看，银行业是一个

与宏观经济紧密联系的周期性行业。

与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

相辅相成的是，这一行业近年来实现

的规模增长和盈利情况也在稳步提

升。 从

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剥离

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开始，中国银

行业在这深化改革、经济周期景气向

上的十年中，完成了治理结构、经营

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质的飞跃，规模

增长和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股东回报

不断提高。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2003

年至

2008

年的

6

年间，工行净

利润保持着年均

37.6%

的高增长，大

大领先于全球主要跨国银行的利润

增长速度。 而工行

2009

年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约

15%

，

2010

年上半

年净利润

846.03

亿元， 同比增长

27.58%

。 不仅如此，在

2010

年上半

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排名前十的榜单

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

均排在此列， 而工商银行以漂亮的

数字位居榜首。

可以说，规模扩张、净息差和资

产质量（信贷成本）是银行业的三大

主要盈利驱动要素。而这三个驱动要

素的表现与宏观经济走势紧密相关。

虽然

2010

年下半年

GDP

增速有所

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概率

不大，随着全球和国内经济从底部复

苏和全球流动性的增强，货币政策将

继续维持稳健的态势。 在这一前提

下，未来银行的信贷规模将保持稳健

增长， 净息差维持平稳或继续上行，

银行面临的资产质量风险也将低于

市场的普遍预期。

在传统利息业务稳健增长的基

础上，银行在资本监管加强、以及应

对长期利率市场化和脱媒效应的背

景下， 将由过去以优质大型公司客

户为主的发展模式， 加快向零售业

务和中间业务的转型， 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

食品饮料业：内需启动火车头

上半年白酒行业的行情至今让投

资者津津乐道，然后相对于体量庞大的

食品饮料业， 白酒只是其中一个子行

业，扩大内需政策的推出，让整个食品

饮料业同白酒业一样，拥有了无限的想

像力。

食品饮料业是最为传统的行业，也

是消费类行业的重要产业环节。一方面

得益于“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行业保

持着巨大的体量，中国国民年消费的肉

制品就多达

7000

万吨，乳制品

3000

万

吨，硬饮料

5000

万吨。 另一方面，随着

居民收入提升，差异性和改善性需求不

断提升，使得食品饮料业又成为颇具吸

引力的成长性行业。

统计显示，

1999-2009

年的

11

年

间， 该行业的龙头企业基本保持了

20%

以上的复合成长。 但未来

3

年间，

仍有望实现快速成长。

食品饮料业分为食品、 硬饮料、软

饮料和调味品四个子行业，但各子行业

属性大相径庭。

其中，传统行业中，肉制品、乳制

品、啤酒等部分企业相继完成了品牌塑

造和企业成长，至今均已成为具有行业

号召力的领军企业； 而新兴行业中，葡

萄酒、酵母、速冻食品在产业持续扩张

的同时，培育并改变了消费者行为。 在

享受市场蛋糕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完成

了集中度的提升。

此外，番茄酱、苹果汁等领域，也已

出现了“中国生产，行销全球”的全球竞

争型企业。此类企业的成本优势已经转

化为了规模优势，但尚未形成显著的企

业品牌和定价优势。 因此其收入的扩

张，一方面受制于海外经济体的经济和

政治取向，一方面也取决于产业竞争格

局演变下的定价话语权转变。

在目前

A

股市场上， 食品饮料板

块可以划分为价值型、 成长

+

确定性，

成长

+

弹性， 以及反转型四类公司，过

去一年中， 以名酒复兴为核心看点的

中兴浪潮如火如荼地上演， 并已经诞

生了汾酒、洋河、古井贡等超额回报型

投资标的。 白酒板块也因此成为全市

场中涨幅前列的子行业之一。

当前， 食品饮料业仍是具有长期

生命力的消费类产业， 结构性吸引力

仍然值得投资者持续关注。

博时行业轮动今起发行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本报讯 博时基金公司旗下首只采用行业

轮动投资策略的基金产品———博时行业轮动基

金将于

11

月

15

日起，通过各大银行、券商渠道

以及博时基金直销中心进行公开发售。

据了解，该基金采用博时基金成熟的“行业

轮动模型”，实行周期轮动和行业轮动的双轮动

策略， 在把握宏观经济周期和资本市场节奏方

面更具优势。资料显示，博时行业轮动股票投资

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60%-95%

， 其中将不低于

80%

的股票资产按照行业轮动策略进行投资。

华安稳固收益 19 日起售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哲

本报讯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从华安基金公

司获悉，旗下第

3

只债券型基金华安稳固收益债

券基金即将于

11

月

19

日正式发行，该基金的三

层隔离风险和设立绝对收益基准两大机制，可在

努力追求本金安全的风险控制目标下，寻求更高

的稳健收益。 据介绍，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基金将

以“

3

年运作周期滚动”的方式实施开放式运作，

即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

3

年的期间，为基金

3

年运作周期的“第

1

期”，此后类推。

交银趋势基金 18 日首发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哲

本报讯 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今日发布公

告，自本月

18

日开始正式发行交银施罗德趋势

优先股票基金，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工商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各大银行

和券商渠道购买。

据悉， 交银趋势是一只以把握趋势为投资

主线的基金， 将力图通过把握经济转型中的结

构性机会。该基金投资范围规定，股票资产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为

60%-95%

。

上投大盘蓝筹 22 日起售

证券时报记者 张 哲

本报讯 据悉，上投摩根大盘蓝筹基金将于

11

月

22

日开始发行， 募集期仅

18

个工作日。

该产品将在各大银行全部上线发售， 这是上投

摩根首次采用全渠道策略。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拟任基金经理罗建辉表

示，大盘蓝筹公司都是行业领袖，将迎来一段较

长的成长期，因此蓝筹股的前景值得期待。

国投瑞银消费指数今起发售

证券时报记者 荣 篱

本报讯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境内首只全市

场消费行业指数———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

服务行业指数基金（

LOF

）将于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0

日正式发售。投资者可通过工行、建行、中

行、农行、交行、招行等各大银行、券商代销渠道

进行认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