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以来涨幅超 １０倍医药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区间涨跌幅

０００５３８．ＳＺ

云南白药

６２２３．３３％

０００４２３．ＳＺ

东阿阿胶

３８７７．１８％

６００７５０．ＳＨ

江中药业

２２７４．５６％

００２０３８．ＳＺ

双鹭药业

２１０２．２１％

００２００７．ＳＺ

华兰生物

２０９５．９８％

６００２７６．ＳＨ

恒瑞医药

１５０２．８２％

６００８２９．ＳＨ

三精制药

１４３３．００％

６００８６６．ＳＨ

星湖科技

１１６８．６３％

０００５９１．ＳＺ

桐君阁

１１３７．４６％

００００２８．ＳＺ

一致药业

１１２９．０３％

００２０２２．ＳＺ

科华生物

１１０１．３５％

０００５９０．ＳＺ

紫光古汉

１０４２．０４％

６００８１２．ＳＨ

华北制药

１００４．７７％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底， 剔除上市首日涨幅。

基金资料

南方全球

２０２８０１

华夏全球

００００４１

嘉实海外

０７００１２

上投亚太优势

３７７０１６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９．１９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１０．９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７．１０．２２

今年表现

：

１．０６％

今年表现

：

１．２３％

今年表现

：

２．３６％

今年表现

：

－０．２９％

表现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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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全 球 长 期 业绩 一般

。

自 成 立 以 来 取 得 了

－

２３．７％

的净值增长率

，

低于同类

ＱＤＩＩ

基金的表现

。

平

均年化收益为

－７．８４％

，

排名居中

。

南方全球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份以来的一波

ＱＤＩＩ

基金

反弹浪潮中表现平平

。

该基金在这一阶段取得

６０．９７％

的净值增长率

，

但和同类相比排名仍然靠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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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全球中长期业绩较好

。

自成立以来取得

－９．２０％

的净值增长率

，

跌幅小于同类基金均值

。

平均年化收益

为

－２．９２％

，

排名前

１０％

。

最近三年回报率更是位居同类

前茅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份反弹以来

，

该基金表现良好

，

净值

增长

８７．９９２％

，

超越同类基金

１０

余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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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海外中长期业绩不佳

。

自成立以来

，

净值增

长率为

－３０．７０％

，

比同类基金跌幅更深

。

平均年化收益

为

－１０．６６％

，

总体排名后

８０％

。

该基金建仓时机选择不佳

，

净值曾一度损失将近

７０％

。

反弹期间

，

取得了

７７．２４％

成绩

，

基本与同类基

金持平

。

２０１０

年年初以来

，

净值增长率为

－０．２９％

，

仍然没

有取得正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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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亚太优势中长期业绩排名较低

。

自成立以

来

，

净值增长率为

－３１．０％

，

超过同类跌幅将近

１４

个

百分点

。

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１０．８７％

，

排在中等偏

后

。

上投亚太优势反弹有力

，

表现亮眼

。

该基金净值

最低到过

０．３２２

，

跌幅将近

７０％

。

但是

２００９

年反弹以

来

，

该基金涨幅超过

１００％

。

投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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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全球仓位长期稳定

，

调整范围小

。

由于招募

说明书中对投资范围的限制

，

从历史上来看

，

该基金

股票仓位在

２００８

年底降至

１９．２７％

，

其余时间均比较平

稳

，

保持在

２０％－３０％

。

投资于基金的比例同样保持在

６０％

左右

，

调整幅度较小

。

去年三季度

，

投资于股票

和基金的比例分别为

２９．８６％

和

５９．５４％

。

纵观历史

，

该基金股票行业配置比较集中

。

金融

、

能源

、

工业和电信服务为其主要关注领域

，

其中又以

金融行业为绝对重仓行业

，

长期排名行业配置第一位

。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

，

重点加仓了电信服务行业

。

前十大重

仓行业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长期保持在

３０％

左右

。

南方全球股票投资区域高度集中

，

仅限在香港公

开发行上市的股票

，

前十大重仓股大部分属于国企红

筹股

。

金融保险类股占据一方天地

。

在

２０１０

年三季报

中

，

前十大重仓股变化较大

，

出现了中国移动

、

东岳

集团

、

中石化

、

招金矿业和中海油

，

减持昆仑能源

、

中国神华等股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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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全球仓位随时间推移逐渐增高

，

投资风格比较

激进

。

该基金仓位控制比较灵活

，

除在该基金成立后的

一段时间相对较低

，

其余时间仓位高企

。

该基金股票投资区域相对集中

。

从历史数据来看

，

基本是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对半配置

，

但是占基金资产

比例绝对多的还是成熟市场

，

香港

、

美国和英国市场比

重较大

，

其中香港地区上市交易的股票占基金总资产的

４０％－５０％

。

其他如印尼

、

印度

、

马来西亚等国的比重非

常轻

。

从行业来看

，

金融

、

能源等行业为历来重仓行业

。

从

20０９

年开始

，

该基金逐步加仓非必需消费品行业

，

而

20１０

年开始则更专注信息技术行业

。

重仓股方面

，

基金持股集中度中等

，

保持在

３０％

左

右

，

在香港上市交易的股票占比明显偏高

。

该基金不止

专注于内地国企股的投资

，

同时还配置有一定数量的其

他红筹品种

。

去年三季报中显示

，

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

调换幅度较大

，

出现了百丽国际控股

、

网易以及在纳斯

达克上市的盛大互动娱乐等二线红筹的身影

。

减持了中

石化

、

工商银行

、

中国银行

、

中国人寿等国企红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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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海外仓位长期处于高位

，

调整幅度不大

。

该

基金股票投资范围比例为

６０％－１００％

。

历史上仓位较

高

，

除

２００８

年三季度到达相对较低的

７３．０８％

，

其余

时间基本保持在

８０％－９５％

，

每季度调整的幅度不大

。

去年三季度仓位到达历史最高

，

为

９４．７９％

。

嘉实海外投资区域高度集中

。

招募说明书中规定

，

该基金仅限于投资在香港

、

新加坡和美国地区上市的

在中国地区有重要经营活动的股票

（

即红筹股

）。

从历

史来看

，

该基金的重要交易区域集中在香港和美国

，

其中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占据

９５％

以上

。

金融和能源行业为该基金长期重仓行业

，

此外

，

电信服务

、

消费者非必需品

、

原材料等行业配置也较

高

。

去年三季度

，

该基金加仓了能源行业和电信服务

业

，

减持了部分金融行业

。

前三大重仓行业分别为金

融

、

能源和电信服务行业

。

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全部是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

，

其中绝大部又为国企红筹

，

且每季调整范围都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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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投亚太优势投资区域比较分散

。

主要投资于亚

太地区证券市场以及在其他证券市场交易的亚太企

业

。

从历史来看

，

该基金交易区域覆盖亚太地区几个

主要的成熟和新兴市场

，

也有少量位于英国

、

美国等

发达市场

。

该基金的股票仓位长期较高

。

投资比例范围在

６０％－１００％

。

该基金仓位基本稳定在

８０％－９０％

之间

，

每季度调整幅度较小

。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仓位较高

，

达

８８．１２％

。

该基金行业配置也较为分散

，

其中金融

、

能源

、

房地产行业比重较大

。

该基金建仓后一段时间着眼于香港

、

印度和澳大

利亚市场

。

随着时间推移

，

则把目光逐渐聚焦到新加

坡

、

韩国

、

印尼

、

泰国等其他新兴和成熟市场

。

前十

大重仓股选股多样化

，

但涉及行业都比较集中

。

去年

三季度

，

前十大重仓股以金融

、

能源

、

基建电子行业

为主

。

前三大重仓股分别是国企红筹建设银行

、

泰交

所上市的

ＳＩＡＭ

水泥以及在印交所上市的基建发展

。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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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为基金中的基金

，

风险中等偏高

，

由于基

金资产大部分用于配置

ＥＴＦ

和在香港公开发行上市的

股票

，

所受系统性风险

，

包括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

、

利率风险

、

政策风险等都比一般国内股票型基金更大

，

该积极比较适合风险承受力强的激进型投资者

。

������

该基金为全球证券投资基金

。

由于仓位规定在

６０％

以上

，

且仓位历来较高

，

所以该基金除了需要承担与国

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市场波动风险之外

，

还面临汇率

风险

、

国别风险

、

新兴市场风险等海外市场投资所面临

的特别投资风险

。

该基金的投资风格表明其风险较高

，

但获取收益的能力也相应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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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仓位长期保持较高

，

调整幅度较小

。

基金

配置全部集中在权益类资产

，

且重仓股基本都是在香

港上市的国企红筹

，

交易区域集中

。

过度集中的交易

区域和产品使得该基金风险高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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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历来保持高仓位

，

且交易区域选择灵活

，

故当目标市场反弹的时候

，

净值恢复增长较快

，

反之

则损失惨重

。

适合愿意承担高收益带来高风险的投资

者

。

鹏华丰收债券基金

启动第三次分红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鹏华基金成立以来旗下基金累计分红金额

已超

170

亿元， 新年伊始， 鹏华基金再次拉开

分红大幕。 鹏华基金今日发布公告， 旗下鹏华

丰收债券基金将进行分红， 权益登记日为

1

月

19

日，

1

月

21

日发放现金红利， 分红比例为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1

元。 这将是该成

立以来的第三次分红， 该基金累计分红每

10

份

2.2

元。 鹏华基金旗下其它基金也将严格履

行契约按时分红， 为投资者提供持续回报。

据统计， 截至

2011

年

1

月

13

日， 鹏华丰

收债券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收益率已达

25.19%

。

WIND

资讯显示， 鹏华丰收基金经理

阳先伟自

2008

年

5

月

28

日开始管理该基金，

任职期间该基金年化收益为

8.92%

， 远高于同

类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水平。 去年鹏华丰收债

券基金同时获评证券时报等三家媒体评出的年

度债券基金奖。

对于

2011

年的债券基金投资， 阳先伟表

示， 去年债券型基金超额收益主要来自于新股

申购， 今年仍会继续关注中期的利率及信用品

种， 将会采取较为稳健的投资策略。 债券型基

金作为低风险产品， 较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

低且追求相对稳健收益的投资者， 应该是家庭

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债券基金的上

述特点， 建议投资者以稳健、 长期投资的心态

来看待债券基金， 不必过于看重投资时点， 主

要基于家庭现金流及资产配置状况、 风险偏好

等因素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

南方基金

派出新年红包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南方基金向基民积极

派发红包， 旗下南方积配、 南方高增、 南方恒

元等多只绩优基金陆续实施分红。 其中南方恒

元每

10

份派

0.136

元， 南方积配每

10

份派

0.68

元， 南方高增每

10

份派

0.73

元。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选择分红的基金大

多去年业绩表现优异。

WIND

数据显示，

2010

年南方基金整体业绩显著回升， 南方优选

2010

年收益率

20.66%

， 在银河分类标准股票

型基金中排名第

11

； 南方恒元基金以

12.28%

的收益率稳居

2010

年保本型基金第一， 业绩

表现超越很多股票型基金。 银河统计数据显

示，

2010

年南方积极配置、 南方避险增值、

南方宝元等数只基金的净值收益率也分别达到

6.98%

、

5.54%

和

4.91%

， 大幅跑赢基准指

数。

在经历两年投研体制改革之后， 南方基金

在

2010

年表现抢眼， 在规模排名和业绩上实

现双丰收。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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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加上全国社

保、 企业年金、 专户等私募业务的规模， 南方

基金管理的全部资产规模在同业中将跃升到第

三位。

大成基金旗下基金

集中分红

证券时报记者 杨磊

继大成策略回报、 大成债券基金公布分红

方案后， 大成基金今年

1

月

17

日发布公告表

示， 大成景阳领先、 大成积极成长及大成精选

增值也将于近期分红。

据悉， 大成景阳领先每

10

份派发现金红利

0.59

元， 除息日为

1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为

1

月

21

日。 大成积极成长每

10

份基金份额

派发现金红利

0.61

元， 除息日为

1

月

19

日， 现

金红利发放日为

1

月

21

日。 大成精选增值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17

元， 除息日为

1

月

19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1

月

20

日。

天相统计显示，

2010

年大成基金整体业

绩优异， 旗下主动型股票基金整体回报率为

9.67%

， 在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名列第二， 在所

有基金公司中名列第十。

建信基金旗下

3

只基金分红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近日， 建信基金公司发布公告， 旗下

3

只

基金进行分红。 建信核心精选基金公告实施基

金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分红， 分红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配现金红利

0.15

元； 建信稳定

增利也公告实施基金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分红，

分红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配现金红利

0.10

元； 建信恒久价值也公告实施基金成立以

来的第十次分红， 分配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

额分配现金红利

0.1

元。

基金安信、基金裕泽、基金泰和惊现溢价

8.54%

！老封基折价率

8

年来首破

10%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老封基折价率下跌至

8.54%

，

这一数据不仅创出

8

年以来新低，

也是继

2002

年

11

月

22

日之后，折

价率首次回到

10%

以下。

根据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上周

五

26

只传统封基加权平均折价率

仅

8.54%

，较前一周降

2.89

个百分

点。实际上，传统封基折价率此前一

直连续走低，并在

2010

年最后两周

滑落到

12%

以下，

2010

年

12

月

24

日平均折价率为

11.11%

，

12

月

31

日为

11.28%

，

2011

年

1

月

7

日折

价率为

11.43%

。

值得注意的是，

26

只传统封基

中，基金安信、基金裕泽、基金泰和

3

只老封基金出现溢价， 溢价率分

别达到

0.29%

、

0.28%

、

0.16%

。 业内

人士表示，

2002

年以前老封基经常

出现溢价，甚至溢价率超过

8%

，但

是此后溢价状态非常少见。

数据还显示， 目前有

16

只老

封基折价率低于

10%

，占比超过

6

成，基金通乾、基金兴华折价率较

低，分别为

1.31%

、

1.54%

，基金安

顺、基金金泰、基金普惠、基金景

福 、 基金汉盛的折价率均不足

5%

。 而且，基金安顺、基金裕泽、

基金金泰、 基金兴华等折价率自

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来一直低于

10%

。

截至上周五，折价率超过

20%

的老封基已经绝迹， 折价率最高的

是基金鸿阳，达到

19.89%

。此外，基

金久嘉、基金普丰、基金天元折价率

较高， 分别为

17.56%

、

14.79%

、

13.10%

。

业内人士认为， 二级市场上基

金指数一直上涨， 封基二级市场走

势好于单位净值走势是导致传统封基

折价率降低的直接原因。数据显示，目

前按金额加权计算封基整体的剩余到

期时间为

3.95

年。

国金证券认为， 随着到期时间缩

短，老封基折价率将逐步下降。虽然年

度分红额度有限， 但封基市场容量有

限，部分机构仍有配置封基的需求。在

当前折价率较低、 折价水平已反映封

基分红能力的背景下， 投资者应从个

体角度出发， 关注老封基折价率水平

的动态变化， 并结合基金投资管理能

力进行选择。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

2010

年老封

基业绩较好，有一定的赚钱效应，目前

市场震荡， 传统封基具有一定的折价

率安全垫，自然易受到部分资金青睐；

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推出以后， 由于

封基存有套利可能， 因此整体折价率

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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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医药类牛股：时间是“良药”

证券时报记者 杨磊

2010

年， 医药股在政策、 事

件等因素作用下走出华丽行情。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申万医药生

物指数全年上涨幅度达到

29.69%

，

在全部

23

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

涨幅第二。 而上证综指全年下跌

14.31%

， 医药生物指数对大盘的

超额收益达到

44%

。

此外，

2010

年涨幅靠前的

100

只股票中， 医药股占

13

只； 在

156

只医药股中， 有

39

只涨超

50%

、

9

只涨超

100%

。 其中，

*ST

威达、 领先科技、 华神集团、 紫鑫

药业、 中恒集团、 鱼跃医疗等都是

年度翻番的牛股。

2011

年元旦前

后， 医药板块出现短期盘整， 在行

业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景下为新一年

投资者以及新基金布局医药行业提

供了良好机会。

不过， 医药板块个股之间优

劣分化较大， 近

1/4

股票全年涨幅

为负 。 基于国内医药企业数量众

多， 发展不平衡 、 行业并购加速

等原因， 医药股投资难度相对较

大。 为提高投资稳健性 ， 普通投

资者不妨将目光投向以医疗保健

行业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 依

靠专家选股来战胜医药行业选股

难的高门槛。

记 者 了 解 到 ， 新 年 首 发 基

金———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基金正

是一只专注于医疗行业股票投资的

行业基金， 将由拥有十年医药行业

研究经验的资深研究员李文健出任

基金经理， 目前发行一周以来受到

投资者踊跃认购。

作为 “十二五” 计划和新兴产

业规划重点支持行业， 医药行业持

续良好的增长性已受到市场广泛关

注。 从过去长期表现来看， 医药行

业表现出长期稳定增长的特征， 基

于医药消费升级的驱动， 从

2000

年

前后开始， 医药行业经历了第一个

蓬勃发展的十年， 这期间涌现了不

少牛股。

WIND

数据显示， 申万医药生物

指数自基日 （

1999

年

12

月

30

日）

至

2010

年年底累计涨幅达

384.2%

， 不

仅大幅超越同期上证综指（

106.94%

）、

深证综指 （

223.35%

） 和沪深

300

指

数 （

137.63%

） 的表现， 而且在全部

23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累计涨幅排名

居前。

医药类个股也是遍地开花， 截至

2010

年年底医药行业涌现出大量上

市以来复权股价涨幅超过

10

倍的牛

股， 比如云南白药 （

62.2

倍）、 东阿

阿胶 （

38.8

倍）、 江中药业 （

22.7

倍）、 双鹭药业 （

21

倍）、 华兰生物

（

21

倍）、 恒瑞医药 （

15

倍） 等。

从海外市场过去几十年经验来

看， 医药股也表现出长期稳定增长、

弱周期的特性。

Bloomberg

数据显示，

1973

年至

2009

年，

30

多年里美国市

场医疗保健行业指数的累计涨幅超过

14

倍， 在主要行业中排在最前。 即

使在

2001

年科技股泡沫破灭之时及

2008

年金融海啸期间， 医药股整体

表现依旧相对平稳， 表现出极强的抗

风险能力。

美国医药市场的昨天预示着中国

市场的明天， 中国医药行业方兴未

艾， 拥有巨大成长空间。 安信证券认

为， 中国医药行业进入 “黄金十年”，

新技术、 新产业可能带来爆发式增长

机会。 多家研究机构指出， “新医

改” 启动后， 国家预计在

2009

年到

2011

年累计投入

8500

亿元， 逐步提

高医疗保障水平， 加强医疗设施建设

等， 这将对医疗保健产业链的上下游

产生积极影响。

看清跟踪误差

精选沪深

300

指数基金

� � � �自从巴菲特在致伯克希尔公司

股东的信中表示 “不买指数基金是

你的错” 之后， 普通投资者对于成

本低廉的指数基金兴趣大增， 作为

拟合目标指数、 跟踪指数变化为原

则的投资品种， 投资于指数基金可

以为投资者省去对选股的担心， 采

用被动跟踪指数投资的策略获取接

近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

在已经上市指数基金中， 投资

者该如何选择？

第一， 选择市场上有代表性的

主流指数， 沪深

300

指数基金无疑

是目前最受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欢迎

的指数基金。 作为目前唯一一只覆

盖沪深两市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汇集两市市值最大的

300

只股

票， 覆盖

70%

以上的总市值， 是

A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的典型代表。

第二， 应考虑跟踪误差。 庄子

《田子方》 中讲到 “夫子步亦步，

夫子趋亦趋， 夫子驰亦驰”。 作为

跟踪标的指数的指数基金， 如能做

到 “亦步亦趋”， 那无疑是最理想

的状态。 跟踪误差是指数基金波动

和标的指数波动之间的拟合程度，

跟踪误差越小说明该基金的投资能

力越强。

以市场上

12

只普通的沪深

300

指数基金为例， 据

WIND

数据

统计， 截至

12

月

17

日， 跟踪误差

最低的分别是嘉实沪深

300

、 南方

沪深

300

和工银沪深

300

， 其中工

银沪深

300

今年以来累计跟踪误差

为

87BP

， 跟踪误差最大的沪深

300

基金达到

168

个

BP

。 同时，

今年以来仅有工银沪深

300

、 国泰

沪深

300

、 华夏沪深

300

和嘉实沪

深

300

取得正累计超额收益， 其中

工银沪深

300

为

0.07%

。 综合跟踪

误差和超额累计收益来看， 工银瑞

信沪深

300

、 嘉实沪深

300

是沪深

300

基金里表现非常突出的。

在投资标的、 跟踪误差相近的

情况下， 投资成本成为影响指数基

金长期收益的重要因素。 在目前上

市运作的

12

只标准型沪深

300

指

数基金中， 申购费率一般为

1.5%

，

管理费为

0.75%

。 工银沪深

300

和

华夏沪深

300

最高申购费只有

1.2%

、 管理费只有

0.5%

， 是行业

内的最低水平； 加上

0.1%

的托管

费和

0.5%

的最高赎回费， 工银沪

深

300

与华夏沪深

300

调整后的综

合费率为

2.3%

。

(

鑫水

)

（

数据来源

/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wind;

数据截止

/2011

年

1

月

11

日

;

信息披露

/

上海证券是南方

、

上投

、

华夏基金的销售机构

）

QDII

基金加速发展 业绩波动较大

周玉婵 代宏坤 王毅

截至目前， 国内共发行了

30

余只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

QDII

）

基金。 发行的时间段较为分明， 早

在

2006

年底华安国际横空出世，

2007

年

A

股高点时有

4

只

QDII

基

金成立，

2008

年低迷时有

5

只

QDII

基金试图抄底，

2009

年则没

有勇于吃螃蟹者， 绝大部分

QDII

基金在

2010

年成立。 这些基金，

特别是

2007

和

2008

年成立的

QDII

基金大部分着眼于投资香港

H

股市场， 投资区域比较集中；

2010

年后新成立

QDII

基金的投资

区域较为分散。

最早成立的一批

QDII

基金至

今没有走出泥潭， 到目前为止， 净

值多处于

0.6

元至

0.9

元之间。

2008

年以后成立的

QDII

基金则表

现相对较好， 有一半左右的基金取

得正收益。 和国内股票型基金相

比，

QDII

基金投资区域不同， 面

临的投资风险、 系统风险和汇率风

险影响基金收益。 但由于该类基金

能投资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 既能

获得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的收益， 也

能取得成熟市场平均的收益水平。

从历史表现来看，

QDII

基金业绩

波动较大。

(

作者单位： 上海证券基金评

价研究中心

)

（数据来源

/

天相投顾 制表

/

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