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证券金麒麟

1

号

获私募风云榜两奖项

兴业证券金麒麟

1

号集合计

划日前获得朝阳永续

2010

年中国

私募基金风云榜 “最受欢迎的理

财产品之集合理财产品奖” 和

“券商集合理财组 （限定型） 冠

军” 两项大奖。

WIND

资讯统计， 金麒麟

1

号

是一只债券型的限定性集合计划，

2010

年度在所有

36

只限定性集合

计划中稳居榜首。

(

杜妍

)

苏黎世保险

首推拼车回家保险

春节渐近， 购不到车票的旅行

者开始拼车 “返乡”， 且通过这一

形式回家的人越来越多。 日前， 苏

黎世保险专门针对 “拼车” 推出的

“九州伴我行” 自驾车旅行保险产

品， 除了对被保险人自身的意外及

急性病伤亡、 医疗等常规风险提供

保障， 还特别保障被保险人在驾驶

过程中造成的对乘车人员人身伤亡

赔偿责任。

苏黎世保险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九州伴我行” 是短期意外

险， 百元左右能保障

10

万， 对于

一般家庭外出足够。

(

许岩

)

深发展贸易融资

业务增长翻番

来自该行深圳分行的信息显示，

截至

2010

年

12

月末， 该分行贸易

融资授信余额比年初增长

100.7%

，

继续保持深圳金融业内贸易融资业

务领先地位。

近年来， 深发展深圳分行积极

推进业务转型， 公司业务面向贸易

融资、 面向中小企业， 为解决深圳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诸多有

益的探索和实践。

（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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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IPO

出炉

35

单 投行狂揽

12

亿

破发潮影响机构打新热情，网下认购倍数同比下降

81.2%

证券时报记者 邱晨

新年伊始， 券商投行

IPO

业

务延续了去年的好势头， 继续保持

优异表现。 据

WIND

统计， 券商

1

月份完成

IPO

项目

35

家， 已公布

的

IPO

承销及保荐收入达

12

亿元

以上。

据

WIND

统计，

2011

年第一

个月，

22

家券商总计承销了

35

家

企业的

IPO

项目， 数量与去年同

期持平；

IPO

承销规模达

432

亿

元， 也与去年同期的

425

亿元基本

持平。

数据显示， 在已公布承销

收入的项目中， 券商合计

IPO

承销收入达到

12.2

亿元， 同比

下降

21%

。 但由于部分项目未

公布券商的保荐及承销费用 ，

因此， 承销收入同比略有下降，

若将此计算在内，

1

月份承销

收入预计也将与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

1

月份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单

IPO

项目是由安信证券和中德证券

联合保荐的华锐风电， 其融资规模

达到

47.2

亿元， 为两家合计带来

1.28

亿元的收入。

国信证券在

1

月取得 “开门

红”， 以

5

个

IPO

项目位列承销家

数第一位； 承销收入方面， 由于部

分项目未公布收入数据， 平安证券

以承销了

3

个

IPO

项目取得近

2

亿元收入暂列第一。

深圳某券商投行负责人表示，

目前大型券商投行的

IPO

储备项目

仍然相当充裕， 相信今年仍将保持

强劲的势头， 投行总体格局难有较

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1

月份

35

个

IPO

项目的网下发行有效报价家数

平均仅为

37

家， 与

2010

年

1

月

份打新火热时期的

126

家差距较

大。 且具可比口径的

19

个

IPO

项

目网下认购倍数平均仅为

15.8

倍，

相比较于去年

1

月份的

86.3

倍

,

同

比下降了

81.2%

。

WIND

数据显示， 个股方面，

平安证券承销的万和电气网下认

购倍数最低， 仅为

2.5

倍； 其次，

东吴证券和国金证券承销的广电

电气和东方铁塔网下认购倍数也

只有

3.8

倍。

深圳某券商分析师表示， 受

近期

IPO

频频破发和股市低迷的

影响， 机构的打新热情锐减， 同

时， 由于新股发行市盈率降低，

进而也减少了超募为主承销商所

带来的收入。

该分析师称， 虽然从最近的

新股发行情况来看， 超募比例仍

然相对较高， 但如果市场持续低

迷， 机构对打新也会继续保持冷

淡的态度， 预计未来几个月券商

投行

IPO

的超募收入将会受到一

定的影响。

相关新闻

Relative News

QFII

向前冲 外来和尚开念期指经

多家

QFII

召开内部会议，为参与期指套保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自监管层

发表 《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股指期

货交易指引 （征求意见稿）》 以来，

多家

QFII

召开内部会议， 为参与

期指套保开户、 资产托管、 现货组

合构建等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业内

人士表示，

QFII

进入期指市场后，

期指持仓量将更为稳定， 套保策略

将组合化。

套保盘将趋于稳定

自期指上市以来， 中金所会员

席位时有空单量急剧变化的情况发

生。 深圳某券商系期货公司研究所

所长指出， 券商系期货公司席位空

单量急剧变化， 表明券商自营盘在

进行 “高套保低平仓” 的波段操

作。 上海某大型券商自营业务人士

也表示， 目前券商自营套保已基本

满足了规避风险的功能， 但由于券

商自营在考核时并不以不亏损为目

标， 因此， 当市场出现短期机会时

也不会放过， 在套保时表现为逢高

套保， 逢低解除套保。

而接受记者采访的某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的

QFII

衍生品交易总监

表示， 作为全球性的对冲基金，

QFII

的优势在于全球视野和对长

期趋势的研判， 因此， 一旦进入期

指市场， 套保盘将十分稳定， 不会

对期指市场造成冲击。

国泰君安期货和中证期货长期

研究

QFII

的相关人士均表示，

QFII

机构对中国期指市场感兴趣

的交易为长期的风险对冲和短期的

投机。 由于目前

QFII

投机交易已

被禁止， 因此

QFII

套保盘的波段操

作将明显弱于券商自营， 这有助于套

保盘的稳定。

风险对冲策略将组合化

目前， 在全球对冲市场， 风险对

冲包罗万象， 即便套期保值也包括阿

尔法等追求绝对收益的策略。 而按照

我国有关规定， 阿尔法策略尚未被批

准应用于期指套保当中。

对此， 上述

QFII

衍生品交易总监

表示， 套期保值或者风险对冲绝不是

一种策略能够完成的， 一般情况下，

只有在单边下跌的行情中， 机构才有

动力为现货做零收益的套期保值。 而

追求绝对收益的阿尔法策略， 由于能

够实现组合收益， 机构有较强的参与

动力。 如果监管机构能够将阿尔法策

略归于套期保值， 甚至允许机构将各

种风险对冲策略组合在一起操作， 中

国的期指持仓量无疑将大幅上升。

深圳某券商自营人士则表示， 国

内机构也已向监管层反映过上述问

题。 该人士认为， 待

QFII

参与期指

后， 把阿尔法策略纳入套期保值范

畴， 将期指市场真正建设成泛对冲的

风险工具， 不仅有利于机构进行各种

对冲策略的组合操作， 更有利于提高

机构入市的积极性。 另据接近中金所

的人士透露， 中金所已在考虑扩大套

期保值的范畴， 但阿尔法策略是否会

被纳入目前仍存在争议。

(

完

)

1

月券商股票佣金收入

62

亿

同比缩水近三成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2011

年

1

月份沪深两市股票交易总额为

3.45

万亿元， 日均交易额达

1726

亿元。

当月券商经纪业务股票佣金收入为

62

亿元， 日均佣金收入为

3.1

亿元。

新年首月， 沪深两市并未如预期

中那样走出 “给力” 行情， 反而震荡

下行， 成交量也随之萎缩。 据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1

月沪深两市股票成

交总额为

34518

亿元， 较去年

12

月

下降了

30%

， 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下

降了

27%

。

1

月份沪深两市日均交易

额为

1726

亿元， 仅为去年

12

月份日

均成交额的八成。

按照目前行业平均股票佣金费率

水平万分之九估算， 券商

1

月份获得

佣金收入为

62.1

亿元， 日均佣金收

入为

3.1

亿元。 前者较去年

12

月减

少了三成 ， 后者较去年

12

月也下降

了接近两成。

按照沪深交易所公布的

2010

年

证券公司市场份额排名计算， 本月排

名前五位的券商 （

22.62%

） 共获得

14

亿元的股票佣金收入。 其中， 排

名前三的银河证券 （

5.14%

）、 国泰

君安 （

4.7%

）、 国信证券 （

4.52%

）

股票佣金收入分别为

3.19

亿元、

2.92

亿元和

2.81

亿元。

有券商行业研究员表示， 近期随

着资金面紧张、 加息与经济放缓预期

增强，

A

股市场行情低迷， 这是导致

成交量大幅萎缩的主要原因。 但该研

究员认为， 今年开始已经不能简单地

用股票成交量来计算券商的经纪业务

收入了， 因为佣金价格战倒逼券商加

速经纪业务转型， 目前不少券商已经

推出了投顾服务、 资讯收费服务以及

财富管理中心等， 今后券商的经纪业

务收入不仅仅靠成交额决定。

另外， 深圳地区某券商营业部老

总表示， 尽管经纪业务难改靠天吃饭

的现状， 但佣金新规、 投顾服务等业

务转型的效果在现阶段还没凸显， 预

计激烈的佣金战将在

2011

年得到缓

解， 而客户服务水平将成为券商经纪

业务规划化、 差异化发展的重点。

信托资产突破

3

万亿

房地产信托规模显著下滑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霖

信托业协会近日公布了去年四季度信托公

司主要业务数据。 信托业管理的资产总规模在

去年四季度末首次突破

3

万亿元， 超过了公募

基金

2.5

万亿元的管理规模。

数据显示， 截至四季度末， 信托资产总计

30403.55

亿元， 信托公司实现利润总额达到了

158.76

亿元， 人均利润高达

212

万元。

而在市场关注的银信业务方面， 在经过监

管层系列政策的大力整顿后， 四季度末余额存

量已从三季度末时的

1.89

万亿元下降至

1.66

万亿元， 占信托产品总量的比重也从

64.02%

回落至

54.61%

。

在特色业务方面， 与私募基金的合作、

PE

及基金化房地产信托等业务规模在去年四季度

末均获得了显著发展， 其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

有所提升， 各业务取得的市场份额均有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 房地产类信托在四季度末

遭遇来自监管层的一系列风险提示， 更一度传

出部分公司房地产信托业务暂停的说法。 事实

上， 房地产信托四季度融资规模也确实出现了

显著下降。 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

2010

年度累计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 （包括

集合以及单一信托） 总计

2864

亿元， 比三季

度末时的数据仅增加了近

600

亿元。 而前三季

度平均发行量均在

700

亿左右。

规模普遍上

10

亿 逾六成

TOT

跑赢大市

自银行强势加盟后， 信托中的

信托 （

TOT

） 产品渠道市场开始发

生巨大变革， 规模纷纷跃上

10

亿

元。 与此同时，

TOT

业绩表现抢

眼， 逾六成产品跑赢大市。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目前市场上已有将近

40

只

TOT

产

品。 其中， 仅在平安信托平台上发

行的产品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在去年四季度以来的震荡市

中，

TOT

产品业绩也十分骄人。 据

华润深国投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该公司发行的

国内首只主动型管理的

TOT

产

品———托付宝

TOF1

号最新参考净

值为

110.21

， 累计收益率

10.21%

。

这一表现不仅跑赢了代表阳光

私募平均水平的晨星中国·华润信

托对冲基金指数 （

MCRI

， 同期回

报

6.68%

）， 也跑赢了代表股票基

金平均水平的中证股票基金指数

（同期回报

4.08%

）， 更大幅领先沪

深

300

指数 （同期回报

-9.42%

）。

而从市场公开信息看， 据不完

全统计， 截至

1

月

15

日， 在

32

只

业绩可得的

TOT

产品中， 有

20

只

产品成立以来的累计收益超过了同

期市场水平， 也就是说， 逾六成

TOT

产品跑赢大市， 其中更有

10

只产品的累计净值超越了阳光私募

基金的总体水平。

在业绩亮眼的同时， 信托产品

的规模提升也值得关注。 自银行强

势加盟后，

TOT

渠道市场就开始发

生巨大变革。 据某信托人士介绍， 最

早的东海证券发行

TOT

所利用的渠道

只是采用旗下各营业部分销的模式，

而其后的华润、 平安等行业先行者也

均是通过自身平台上的固有资源发展

客户。

截至去年年底， 已有光大银行、

邮储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农

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及大行陆续在该

市场中渗透。 得益于强大的渠道力

量， 由这些银行主导开发的

TOT

产

品普遍都接近或达到了

10

亿元以上

的规模。

在奉行 “渠道为王” 的资本市场

中， 银行无疑也成为该市场分配中的

主导者。 据信托人士介绍， 银行不但

包揽了资金托管费及产品销售费， 还

分享了本应由投资顾问获取的大部分

固定管理费和投资收益分成。

据私募人士介绍， 有些强势银行

所提出的投资收益分成更是占到了

8%

。 而投资顾问原本所能获得的投

资收益分成也只不过在

20%

左右。

部分投资顾问对此意见颇为激

烈。 有市场人士认为， 渠道过高的

销售费用容易挫伤投资顾问的积极

性； 而从市场开发的角度看， 业绩

引导应该重于当前的规模引导， 通

过业绩的稳健上涨所引入的后续申

购也应该重于单纯追求首发规模的

一次性收入。

事实上， 过分追求规模的负面效

应也已经开始体现。 据悉， 由某大行

发行的规模接近

10

亿的一款

TOT

产

品， 因投资业绩在前期的震荡市中陷

入低谷， 正面临赎回的巨大压力。

受近期

IPO

频频破发和股市低迷的影响， 机构

打新热情锐减， 同时， 由于新股发行市盈率降低，

进而也减少了超募为主承销商所带来的收入。

统计数据显示，

1

月份

35

个

IPO

项目的网下发行

有效报价家数平均仅为

37

家， 与

2010

年

1

月份打新

火热时期的

126

家差距较大。 具可比口径的

19

个

IPO

项目网下认购倍数平均仅为

15.8

倍， 较去年

1

月份的

86.3

倍同比下降了

81.2%

。

证券时报记者 伍泽琳

证券时报记者 张宁

三

上海航运产业基金成立

总规模计划

500

亿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上海航运产业基金日前正式落户上海北外

滩航运服务集聚区， 据悉， 该基金的资金总规

模计划达到

500

亿元人民币， 首期计划募集

50

亿元人民币。

据悉，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中海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和虹口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按照

3.5

：

3

：

2.5

：

1

的比例出资， 组建了上海航运产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实现对上海航运产业基

金的募集和管理。

据了解， 上海航运产业基金将主要投向港

口码头、 船舶制造、 现代物流以及现代航运服

务业等领域。

去年上海银团

贷款签约额同比增

97.3%

证券时报记者 赵缜言

上海银监局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上海银行业银团贷款业务增长迅猛，

年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签约银团

100

笔， 合

同金额

1785.24

亿元， 同比增长

97.3%

。

国有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作为牵头行或

联合牵头行在

2010

年签约的银团占比较高，

达

84.1%

； 其次是外资法人银行， 占比

9.8%

；

股份制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上海银团贷款

市场所占份额相对较少。

泰康人寿去年

一般账户收益超

100

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徐涛

近日，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在座谈会上

向记者表示，

2010

年， 在市场波动频繁、 收

益压力加大的形势下， 泰康资产投资业绩保持

优异表现， 一般账户实现总收益超

100

亿元，

投连进取型与货币避险型账户净值处同类保险

投连账户净值领先地位。

大众保险

去年盈利增长超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孙玉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大众保险

2011

年度工

作会议上获悉， 去年大众保险全年保费规模同

比增长

20%

， 综合成本率控制在

99%

左右，

实现了承保、 投资双盈利，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50%

以上， 实现了盈利持平的目标。

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