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下半年 109 只基金上报募集申请

目前已有 34只基金获批， 另有 75只基金等待获批

� � � �数据显示，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7

月

1

日以来共有

109

只基金上报募集申请。 其中，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ETF

） 及

联接基金按单只计算。 从公示表可

以看出， 从基金上报申请材料到获

批通常有三至四个月时间。 在去年

7

月以来上报的基金中， 目前已有

34

只基金获批， 另外

75

只基金将

在今年陆续获批。

中国证监会最新一期数据显示，

2010

年最后一周共有

5

只基金上报

募集申请。 其中建信、 海富通、 长

信基金上报

3

只债券型基金， 分别

为建信信用增强、 海富通优化增利、

长信利鑫分级， 其中长信利鑫为长

信基金上报的第一只分级基金； 天

治基金、 鹏华基金各上报

1

只股票

型基金， 分别为天治成长精选与鹏华

新兴产业， 其中鹏华新兴产业为鹏华

基金

2010

年下半年上报的第四只基金。

统计显示， 去年

12

月上报基金

产品数达

32

只， 创出去年

7

月份基

金募集申请新高。 此前去年

7

月至

11

月， 上报募集申请的基金数量分别为

15

只、

18

只、

17

只、

6

只、

21

只。

从基金公司来看，

57

家基金公

司

2010

年下半年上报了基金募集申

请， 博时与鹏华两公司各上报

4

只基

金， 嘉实、 南方等

12

家基金公司各

上报

3

只基金， 易方达、 兴业全球等

22

家基金公司上报

2

只基金， 其他

21

家公司上报

1

只基金。

从产品类型看， 股票基金债券基

金平分秋色， 保本基金、 合格境内机

构投资者 （

QDII

） 基金上报迅猛。 其

中， 股票型基金

35

只， 债券型基金

31

只， 混合型基金

4

只， 指数基金

16

只 （

ETF

及联接基金合按单只计

算）， 保本基金

10

只， 货币基金

3

只，

QDII

基金

10

只。 分级基金受到

热捧， 天弘永泰分级债基、 信诚中证

500

分级基金等

12

只分级基金在

2010

年下半年上报募集申请。

业内人士认为， 去年近

150

只新

基金发行， 但基金总规模仍在下降。

在发行多通道审批制下， 基金公司密

集上报基金募集申请将成为常态。

中银全球策略基金

今日首发

证券时报记者 海秦

新年伊始， 海外股市表现强劲。 记者了解

到， 中银基金旗下首只投资海外基金———中银

全球策略今日起正式发行， 投资者可通过中

行、 建行、 工行、 招行、 交行、 民生等各大银

行和券商渠道进行认购。

中银基金

QDII

业务主管、 中银全球策略

拟任基金经理唐华拥有

10

余年境外证券投资

研究管理从业经验。 他表示， 中银全球策略是

一只 “基金中的基金” （

FOF

）， 将在世界范

围内通过精选

ETF

和主动型基金， 实现在各

个不同资本市场及行业间的灵活配置。

易方达基金： 三大机遇

推升医疗行业投资价值

证券时报记者 杨磊

近日， 拥有

10

年医疗行业研究经验的易

方达医疗保健拟任基金经理李文健表示， 未来

几年三大因素持续驱动医疗保健行业发展， 包

括新医改、 医药消费升级和人口老龄化。

李文健认为， 医疗保健行业首先受益于新

医改和十二五规划的政策驱动。 逐步提高医疗

保障水平， 加强医疗设施建设等投入， 将对产

业链上下游产生积极影响， 生物医药、 医疗器

械、 现代中药等新兴产业也受到政策刺激。

对于医药股近两年快速上涨和估值问题，

李文健认为， 从历史溢价率水平看， 医药股估

值目前处于合理区间， 未来行业将通过快速增

长化解估值压力。 医疗保健业有很多细分领

域， 包括化学制药、 中药、 生物制品、 医药商

业、 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等六大子行业， 各个

领域的投资逻辑不同， 因此需要基金经理对每

个细分行业进行充分研究后进行投资。

对于甄选上市公司， 李文健表示， 总体来

看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公

司值得长期持有； 具体来看创新精神旺盛、 创

新能力强的企业， 品牌优势明显、 运作能力

强、 衍生潜力大的企业， 还有前瞻意识、 敏锐

洞察及果敢决策的企业值得长期持有。

信达澳银去年业绩抢眼

踏准节奏是主因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2010

年， 中小基金公司业绩突出， 其中

信达澳银基金公司打出业绩翻身仗。

纵观信达澳银新基金发行节奏， 不难发现

该公司看准市场低谷区域发行股票型基金。 从

2007

年

3

月大盘不到

3000

点时发行首只基金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 到

2010

年

7

月成立的信达

澳银红利， 均体现出较强的择时能力。 准确择

时使得信达澳银旗下所有基金业绩迄今为止均

为正收益， 并几乎全部进入年终同类型基金排

名前

1/2

， 信达澳银中小盘基金更是一路领先，

位列

2010

年晨星

230

只股票型基金第五名。

去年一季度， 曾国富管理的信达澳银中小

盘基金主要采取阶段性配置策略， 在一季度科

技股大幅走强时加大对

TMT

领域的投资， 给

基金带来较高收益； 在市场变化时， 曾国富及

时调整投资组合， 避免了损失。 在去年三季度

保持

80%

以上的高仓位， 并且坚持继续向消费

类倾斜的配置策略， 这一策略在去年三季度获

得较大成功， 基金净值也创出年内新高。

展望

2011

年， 曾国富表示， 战略性配置

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行业、 节能环保等行业，

同时相机抉择配置周期类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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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公募基金一对多共进退中元华电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发现， 部分

基金公司旗下专户一对多产品业绩

表现优异， 公募基金整体业绩表现

却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其中， 某

合资基金公司旗下债券基金和多

只专户一对多产品在一些创业板

股票上 “共进退”， 在基金业内引

发关注。

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元华电的

2010

年中报显示， 某合资基金公

司旗下债券基金成为第一大流通股

东， 持有

87.37

万股， 占该股票流

通盘的

2.67%

； 与此同时， 该基金

公司旗下

3

只专户一对多产品分别

持有中元华电

23.31

万股、

17.79

万股和

17.19

万股， 分别名列第

七、 第九和第十大流通股东， 占该

股票流通盘的

0.71%

、

0.54%

和

0.53%

，

4

只产品合计占流通盘

4.45%

， 成为重仓中元华电最大的

一家机构投资者。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10

年一

季度末和三季度末， 上述

4

只产品

都不在中元华电的十大流通股东之

列， 这就意味着该债券基金和同门

的专户一对多产品同时大举增持、

减持中元华电。

从股价走势来看， 中元华电

2010

年 股 价 出 现 大 幅 震 荡 ， 从

2010

年

2

月最低的

17.65

元， 短短

两个月就上涨到

35.96

元， 涨幅超

过

100%

， 随后又出现剧烈震荡， 曾

经再次跌破

20

元， 在去年

8

月中

旬也曾接近

30

元过， 昨日收盘为

21.88

元。

业内专家分析， 债券基金和专户

一对多产品同时大举买入和卖出某一

股票时， 买入卖出先后次序不同将导

致产品受益情况不同。 一般来说， 在

大举买入时， 先买入的产品受益； 在

大举卖出时， 先卖出的产品受益， 债

券基金和专户产品在 “共进退” 时可

能存在利益冲突。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给力” 基金今起发行 南方成长让基金飞

� � � �大型基金公司力推强势产品，

新年理财市场鸣响 “第一枪”。 作

为千亿俱乐部成员的南方基金，

旗下新基金南方优选成长于今日

在建行、 工行、 农行等银行及银

河、 国泰君安、 华泰等券商首发。

该基金由南方优选价值的基金经

理谈建强掌舵， 南方优选被德圣

基金评价誉为 “

2010

年最给力牛

基” 之一。

这只由南方优选价值基金经

理谈建强担纲的新基金， 获批初

始便受到了市场专业人士、 渠道

和客户的高度关注， 毫无悬念地

成为新年 理 财 新 品的 “人气

王”。 根据

Wind

资讯数据， 谈建

强所管理的南方优选价值基金自

2008

年

6

月 成 立 以 来 ， 截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其按照复权

统计， 已相当于上证指数

5800

点左右的点位， 经历

2008

年至

今的熊市， 南方价值的复权净值

增长率高达

94.36%

， 年化收益

率高达

32%

， 而同期上证综指的

涨幅仅为

2.98%

。 在

2010

年震

荡市中， 南方价值也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 全年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20.66%

， 位居

166

只标准股票型

基金第

11

位。

挖掘成长股中的

“三好学生”

南方成长拟任基金经理谈建

强优秀的选股能力在业界有口皆

碑， 来自南方优选价值的三季报

显示， 其十大重仓股中的包钢稀

土、 国电南瑞、 威孚高科

2010

年

全年涨幅高达

160.8%

、

195.1%

、

92.9%

， 重仓股的爆发提高了南方

价值的整体业绩。

谈建强表示比较偏好成长型

股票， 同时对股票的估值要求很

高， 区别于目前多数基金经理喜

欢采用的市盈率市净率的估值法，

其更喜欢从实业投资的眼光来挑

选现有资产质量较高、 未来成长

性较好、 且有很高安全边际的公

司。 同时身为注册会计师的谈建

强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目光严

苛且犀利， 只有那些兼具行业前

景好、 成长性好和财务指标好的

“三好学生” 有望进入他的选股

视野。 比如， 谈建强青睐从出色

的传统领域顺延至新兴产业的公

司， 因为既有安全边际， 估值又

有弹性。

根据契约规定， 南方优选成

长基金投资于高成长性企业的资

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

。 国泰

君安研究报告指出， 股票上涨的

原动力在于上市公司盈利不断增

长， 以中证

500

作为成长型指数

的代表， 从指数涨幅来看，

2005

年

1

月

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

这

5

年多时间内， 中证

500

指数

累计上涨

429.76%

。 长期以来， 成

长型公司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

报。

出众的择时能力

释放混合型基金的魅力

按照基金契约， 南方成长属

于混合型基金， 股票资产占基金

资产的

30%～80%

， 其中投资于高

成长性企业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

产的

80%

。 目前市场上混合型基

金 “牛市进取、 熊市抗跌” 的特

征已经受到投资者广泛的认可，

灵活的仓位机制为管理人提供了

锁定收益和控制风险的工具。 业

内专家指出， 混合型基金的灵活

性更利于达到为投资者追求绝对

收益的目标。

国泰君安研究报告显示， 中

国证券市场作为高速成长的新兴

市场， 相比成熟市场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高预期收益和高波动性，

使得混合型基金整体自

2003

年以

来的累计净值增长率超过了股票

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相对灵活的仓位

机制客观上也要求基金经理具备良好

的择时能力。 海通证券评价报告称，

从谈建强所管理过的基金可以发现，

他积极主动配置资产， 仓位调整果断

积极， 上涨的市场中能及时将股票仓

位提升至股基平均仓位之上的水平，

在连续下跌的市场能将及时将仓位下

调至股基平均仓位之下的水平， 具有

出色的择时能力。

谈建强坚守 “长期的投资回报来

自于风险控制”， 成立于

2008

年

6

月

熊市的南方价值， 仅在

2008

年金融危

机期间出现轻微跌幅，

2008

年上证指

数跌幅为

34.85%

， 南方价值跌幅仅为

3.6%

。 谈建强的投资理念是， 首先保

证不让投资者亏钱， 才能去追求风险

控制下的绝对回报。 他表示， 混合型

基金灵活的仓位机制赋予了他追求绝

对收益的工具。

业绩规模齐头并进

南方基金彰显强劲品牌效应

作为国内老牌劲旅的南方基金，

经过近两年的苦练内功之后， 在

2010

年实现了业绩、 规模排名的齐头并进。

银河证券

2010

年公募基金规模榜单显

示， 南方基金

2010

年的公募资产管理

规模为

1185.37

亿元， 已经由

2009

年

底的第五名上升为第四名。

2010

年南方基金的整体业绩显著

回升， 德圣基金调研报告称， 经过两

年的重组和磨合， 南方基金投研团队

的基础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南方基

金投资总监邱国鹭表示 “重要的不是

业绩， 而是产生业绩的机制和团队”。

经过

2009

至

2010

年的投研体系改

革， 南方基金在

2010

年已经初步显

示出成效。

2010

年， 南方旗下

3

只明星基金

业绩中引人注目， 南方优选价值

2010

年收益率

20.66%

， 在标准股票型基金

中排名第

11

； 南方恒元保本基金以

12.28%

的收益率稳居

2010

年保本型基

金第

1

名， 业绩表现超越了很多股票

型基金； 而南方中证

500

指数基金则

以

9.4%

的收益率位于标准指数型基金

中的第

2

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

2010

年大盘下

跌

14.31%

的情况下， 南方旗下多只基

金为投资者赢得了正收益。 银河统计

数据显示，

2010

年南方积极配置、 南

方避险增值、 南方宝元等基金的净值

收益率也分别达到了

6.98%

、

5.54%

和

4.91%

。

德圣基金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表示，

随着南方基金投研体系进一步磨合与

基金经理团队配置的持续强化， 南方

优选成长基金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市场人士评价， 兼具大公司品牌效应

与实力基金经理执掌的南方成长基金

备受瞩目， 新年的基金销售市场有望

迎来开门红。 （

CIS

）

上投摩根：

把握新兴市场投资机遇

� � �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日前发布的

2011

年投资策略报告认为， 从全

球范围来看，

2011

年复苏将继续

主导全球经济走势， 新兴市场重

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

受经济持续增

长和流动性驱动， 看好新兴市场

投资机遇。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王邦祺表示，

2011

年

全球发达市场经济将继续复苏， 出

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很小， 欧债危

机也不会大范围蔓延， 经济将持续

好转。 在全球经济明年持续增长的

大背景下， 新兴市场由于公共债务

较低， 经济增速较高等因素， 整体

表现预计好于发达市场。

王邦祺并表示， 相对于新兴市

场的前景， 新兴市场仍属于被低配

状态。

上投摩根认为，

2011

年

A

股市

场可能将继续震荡上行， 建议采取

“核心

+

卫星” 的方式进行行业配置。

核心配置包括新兴产业以及收入分配

改革和消费升级共同推动的大消费行

业， 如医药、 商贸零售、 旅游和品牌

消费等。 卫星资产包括低估值上游行

业或周期性行业估值修复机会， 以及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受益机会 （保障

房、 水利等）。 注意传统产业的重估

路径。 （张哲）

陈墨

中欧新动力 十二五规划下觅投资良机

� � � � 在当下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规划对于我国经济走向以及

社会格局的演变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也将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积极深远

的影响。 眼下， 新兴产业、 消费升

级等投资主题已成为基金重点关注

方向， 以中欧新动力为代表的相关

主题基金发行也进入火爆期， 新兴

产业、 内需拉动概念股有望在十二

五开局之年爆发。

中欧新动力

十二五下觅投资良机

2011

年作为十二五规划开局之

年， 我国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经济转型有望破局， 并将催生新的经

济增长动力。 目前， 中国经济转型的

核心在于解决结构失衡和产业失衡。

结构失衡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来解

决； 而解决产业失衡的关键在于培育

和发展新兴产业。 反映在资本市场

上， 这两者将作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新

引擎， 成为

A

股投资的新目标。

在十二五规划政策刺激下， 主打

“新兴产业” 和 “消费升级” 的主题基

金近期迅速扩容。 据悉， 中欧新动力

股票型基金 （

LOF

） 将于

1

月

6

日至

1

月

28

日期间通过光大银行等银行、 券

商网点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发行。 中欧

基金表示， 此次推出的中欧新动力投

资主题紧扣 “十二五” 规划， 能够提

前把握相关受益主题投资机会， 发掘

经济转型中的新动力， 有望抢占市场

先机。

据了解， 中欧新动力基金的基金

合同中规定， 其股票、 权证等权益类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60%~95%

。 该基金

将通过投资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的新动力行业和上市公司，

以求充分分享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成

果， 并力争为基金持有人获取超额回

报。 同时， 其将 “新动力主题” 定义

为高新技术、 新能源与内需拉动三大

主题， 投资于新动力主题的基金资产

占投资于股票的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

于

80%

。 对此， 中欧新动力拟任基金

经理苟开红表示，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

速发展， 中国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

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

以为继， 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

高增长受到极大限制， 转型迫在眉睫。

十二五规划下， 产业升级和提振内需

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此

背景下推出这只基金， 旨在重点挖掘

高新技术、 新能源和内需消费三大主

题。

历史多次表明， 股价表现出色的

公司往往契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十一五规划曾成就了等多个板块的良

好表现。 据东方证券统计， 从

2006

年至

2010

年

9

月末， 收益排名前

10

的行业中有

6

个行业属于受到十一五

规划发展所涉及的行业， 而在排名前

30

位的行业中， 有

14

个行业是十一

五规划所涉及的行业。 十二五规划将

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 经济

结构调整、 发展新兴产业以及继续大

力促进消费将是未来的政策焦点与市

场热点。

新兴产业、 消费板块

或将成为黑马摇篮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

2010

年的起伏

与纠结后， 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历

史底部区间， 这使得市场未来下跌空

间有限， 为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对于

2011

年股市投资主线， 市场倾情

于受十二五规划中重点支持新兴产业

和消费升级主题。

苟开红表示， 十二五规划总结起

来可归为两点， 一是提出要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 新兴产业在未来将受到政

策的大力扶持； 第二则是提高 “消费”

的重要性。 未来， 在驱动经济三驾马

车中， 消费的重要性将提升至第一位。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 新兴产业和消费

将是

2011

年的两大投资主线， 也将贯穿

于今后一个较长的周期之内。

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下的新兴产业

发展，

2010

年

10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 《决定》 中中央明确提

出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立足

中国国情和科技、 产业基础， 现阶段重

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

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

材料、 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 从历史经验来看， 支柱产业由于具

备政策扶持的优势， 往往会出现快速增

长。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

2003

年被国务

院正式定位为支柱产业， 其后该行业的

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2003

年至

2009

年期间，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

年均增速高达

20%

以上。

国都证券指出， 目前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对

GDP

的贡献低于

2%

， 如果根

据国务院所设定的 “到

2020

年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力达到

15%

左右”

的规划目标， 那这意味着十年内新兴产

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到

20%

到

30%

。

如果再考虑到

GDP

年均

8%~9%

的增速以

及

3%~3.5%

的

CPI

水平， 那么意味着到

“十二五” 期末， 新兴产业的实际增加值

将增长超过

3.5

倍， 产业规模的迅猛增长

将有望成为推动新兴产业成为未来

5

至

10

年中国资本市场 “黑马摇篮” 的强大

动力。 同时， 随着消费的地位跃升至推动

经济增长 “三驾马车” 的首位， 其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战略地位的显著提高， 在未来

资本市场中， 消费概念必然会涌现出更多

的投资机会， 并且将突破传统消费品的限

制，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此外， 在未来

通胀压力温和上升的宏观背景下， 防御通

胀将是

2011

年市场的重要投资主题。 消

费行业作为防御通胀的首选品种， 同样

具有较好的投资机遇。 （崔歆奕） （

C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