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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资讯强势登场 发短信可试用

由证券时报社官方网站———证券

时报网与国信证券联合打造的原创高

端手机财经资讯———

TRUST

资讯已于

近日隆重推出。一经推出申请用户数目

迅速增长，尤其是独一无二的“主编推

荐”栏目，深受投资者的喜爱。 在

2010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1

年

2

月

15

日期

间，手机用户发送

DB T

到

95536

即可

免费申请试用。

TRUST

资讯秉承真实（

True

）、快速

（

Rapid

）、独家（

Unique

）、深度（

Smart

）、透

明（

Transparent

）五大采编理念，背靠证

券时报社遍及深圳、北京、上海、香港等

22

个记者站的强大采访网络，聚集了逾

200

名优秀财经记者及编辑的辛劳与智

慧，每日实时奉上宏观经济、行业、上市

公司以及其他可能会对投资市场产生重

大影响的突发性新闻等资讯。 其特别设

计的“主编推荐”栏目，以专业的财经媒

体视角， 每日精选出市场最为关注的焦

点财经新闻事件， 辅以客观理性的点评

分析，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以及其与资

本市场的隐秘关系， 让投资者在纷繁的

资讯市场中紧握投资利器。 （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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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温家宝： 把稳定物价

摆在更为重要位置

元月

１

日至

２

日， 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到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牧区走访牧民家庭，

到超市了解商品供应和物价

情况， 到社区看望慰问困难

群众。 一些顾客告诉总理，

去年

１０

月份物价涨得比较

快， 最近一两个月比较稳定，

但物价还是较高。 温家宝听

后说， 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

措施稳定物价， 将把稳定物

价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本报今日推出

2011

资本市场价值新发现特刊

新华社 /供图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2011

年

1

月

星期二

4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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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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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小基金崛起 华商盛世夺魁

由于新发不抵赎回，基金总份额连续两年下降

基金

2010

年“成绩单”日前揭晓。

晨星资讯统计显示，去年偏股基金逆势

取得正收益，大幅战胜大盘，小公司旗

下基金表现格外抢眼。 不过，亮丽的业

绩无法阻止基民的赎回行动，基金全年

份额和净值规模双双下降。

据晨星资讯发布的基金

2010

年

排行榜显示，包括指数型和主动型基

金在内的

230

只股票型基金去年平均

取得正收益。 华商盛世成长笑到最

后，以

37.77％

的收益率夺得股票基金

收益率冠军，银河行业和华夏优势增

长分别夺得第

2

和第

3

名，收益率分别

为

30.59％

和

23.95％

。

混合型和封闭式基金表现抢眼，其

中

87

只积极配置混合型基金去年平均

收益为

5.30％

，华夏策略以

29.50％

的收

益率夺得第

1

名；

66

只标准混合型基金

平均收益为

5.04％

，嘉实增长以

24.92％

的收益率夺魁；

28

只封闭式基金也取得

5.06％

的平均收益， 嘉实旗下基金丰和

以

24.89％

的收益率傲视群雄。

去年上半年的小牛市和密集发行

的新股为债券型基金带来了获利机会。

93

只激进债券型基金平均收益达

7.67％

，长盛积极配置以

15.57％

的收益

率夺得第

1

名。

2010

年股市的最大特点是大分化，

受调控政策打压的金融地产钢铁等强

周期板块大幅下跌，而以医药消费和新

兴产业为代表的非周期行业连续上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小基金“船小好掉

头”的优势发挥威力，最终喜获丰收。 在

竞争最激烈的股票型基金中， 前

10

名

中就有

7

只来自中小基金公司，华商旗

下华商盛世成长夺得冠军，银河、天治、

信达澳银、东吴、华泰柏瑞、摩根华鑫等

公司也均有

1

只基金排在了前

10

名。

另据天相投顾统计显示，由于各类

型基金均出现净赎回，

2010

年底基金管

理规模和份额“双降”。其中不包括

QDII

基金在内的各类型基金净值规模为

2.444

万亿元， 比

2009

年减少

1583

亿

元。 由于

QDII

基金去年规模增幅较小，

2010

年各类基金总净值规模较

2009

年

下降

1000

亿元以上。 由于净赎回严重，

虽然去年新发基金总数创历史新高，但

仍无法阻止基金总份额的下降。 据天相

投顾统计，

2010

年底不包括

QDII

基金

在内的基金总份额为

2.29

万亿份，即使

加上约

1000

亿份的

QDII

基金份额，总

份额也只有

2.39

万亿份， 仍低于

2009

年底的

2.459

万亿份。 这也是基金总份

额连续两年下降。 （更多报道见

A8

版）

上市公司年报要详细披露环保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人员持有股票须登记备案

证监会日前发出公告 （全文见

A7

版），要求上市公司切实做好

2010

年年

报编制、披露和审计工作。 公告首次提

出上市公司应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要

求。 在规范关联方资金方面，明确禁止

控股股东“期间占用、期末偿还”或“小金

额、多批次”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

为。 公告还首次要求，建立会计师事务

所业务人员持有股票的登记备案制度。

公告指出， 上市公司应加大环境信

息公开力度， 满足广大投资人的环境知

情权。 列入环保部门公布的污染严重企

业名单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应按照

《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相关规定，在年报“重大事项”

部分披露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 企业

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环境污染

事故应急预案、环保达标情况、同行业环

保参数比较、 环保问题及整改等环保信

息。同时，鼓励其他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

进行自愿披露，主动承担社会环境责任。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明确要求

建立业务人员持有股票的登记备案制

度。 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人员及其

主要近亲属拥有上市公司股票，必须如

实报告，并记录在案，坚决杜绝利用公

司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

在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

立性方面，公告要求上市公司应积极通

过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多种方式实现

整体上市，从根本上解决由于部分改制

上市等事项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

争问题。 （下转

A2

版）

亚太股市

新年喜迎开门红

绿大地今日复牌

拟控股宁波园林设计公司

多个地区协会相继出台

券商最低佣金标准

抑物价 稳房价 让股市飞

日子如翻书。 弹指之间，

2010

年终

篇翻过，

2011

年新篇开始。

新旧交替之间，掩卷沉思，过往的

一切并非“神马都是浮云”。 无论是“洗

具”还是“杯具”，可圈可点、可悲可叹之

事不少。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

会浓妆重彩，尽显大国之美。 青海玉树

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之难，举国同舟

共济， 尽见人间大爱。 蒙牛恶性营销、

QQ

大战

360

要挟用户，凸显商业失范，

道德底线失守。 “我爸是李刚”成互联网

热词，调侃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公众对

特权的痛恨和无奈。 年末贺岁大片“让

子弹飞”倾国倾城，土匪张麻子斗垮恶

霸黄四郎，黑色幽默，寄寓的是公众对

法治公义社会的渴望。

财经方面，

2010

年， 中国经济继续

保持高增长，总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

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证券市场新

股发行活动全球最活跃，市值规模一度

升至世界第二。 这些都称得上是中国经

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说明中国

经济仍运行在

30

年高增长轨道上，仍

处于上升阶段；说明中国证券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已

跻身全球性市场行列。

2010

年，热钱泛滥，物价遭殃，“蒜

你狠”、“豆你玩”、“糖高宗”、“棉花掌”

此起彼伏，牵动上下神经。 政府出台了

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组合拳，但

房价欲涨难罢，

10

年来涨幅约

500%

，

全球名列前茅。 上证综指跟中国经济高

增长背道而驰，全年下跌

14%

，敬陪新

兴市场末座，全球范围仅略好于债务危

机缠身的希腊和西班牙。 高物价、高房

价加低股价， 加剧了全社会的焦虑感，

减损了国民的幸福指数。

2010

年，针对高物价和高房价，政府

渐次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出台了加息、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楼市限购、加大保障

房供应、 打击农产品投机炒作等一系列

措施。 调控尚未成功，

2011

年仍需努力。

随着中国经济平稳度过金融危机以

来形势最复杂之年，

2011

年， 保增长将

淡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取而代之的将

是抑制高物价、高房价。高物价以及由此

造成的实际负利率， 不仅意味着居民购

买力的普遍缩水， 而且严重影响了低收

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政府绝不应、也不会

放任物价飞。平抑物价，稳定通胀预期应

成为今年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高房价已成为广大蜗居中产阶层

心中的痛，

2011

年应成为蜗居族止痛之

年。 多年来，房价在一片政策调控声中，

屡调屡涨，

2009

年以来更是逆势狂奔，

几成脱缰野马。 房价过快上涨，加剧了

社会贫富分化，积聚了泡沫化风险， 挑

战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2011

年已成为楼市调控最后的机会之

窗， 应一鼓作气， 将楼市新政进行到

底，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如果再次半

途而废， 后果不堪设想。 （下转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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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万

A2

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A6

新年献词

2011 What We 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