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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夏精选

１３５２．２５ ３７

嘉实成长

２８６．４５

２

华夏红利

５６５．２６ ３８

天治优选

２８４．６７

３

兴全趋势

５４３．７８ ３９

融通新蓝筹

２７５．３５

４

大摩资源

５１１．４３ ４０

盛利精选

２７４．９６

５

嘉实服务

４７２．５３ ４１

华安创新

２７０．８３

６

添富优势

４５２．２８ ４２

融通景气

２５９．４７

７

鹏华

５０ ４４１．１７ ４３

新华分红

２５６．７６

８

嘉实增长

４４０．７９ ４４

宝康配置

２５２．６２

９

中银中国

４２８．８ ４５

长盛成长

２４７．８４

１０

富国天惠

４２１．８ ４６

诺安平衡

２４７．６７

１１

银河稳健

４２１．０２ ４７

泰信策略

２３８．４９

１２

华夏回报

４１２．７７ ４８

银华优势

２３４．０４

１３

上投优势

４０７．０６ ４９

招商先锋

２３３．９５

１４

华安配置

３９９．２３ ５０

博时增长

２３１．２７

１５

方达成长

３９８．４６ ５１

金鹰优选

２３０．８６

１６

鹏华成长

３８９．１６ ５２

长城久恒

２２０．３８

１７

华夏成长

３８８．１４ ５３

景顺平衡

２１５．６

１８

中海成长

３８８．０３ ５４

德盛小盘

２１３．６５

１９

国泰精选

３８２．４６ ５５

中海红利

２０１．９４

２０

大成精选

３８０．８９ ５６

嘉实稳健

１９５．４９

２１

方达策略

３７４．５８ ５７

海富通收益

１９４．７６

２２

鹏华收益

３５０．６４ ５８

南方稳健

１８３．６７

２３

广发稳健

３４３．０１ ５９

富国天源

１８２．４

２４

银河银泰

３４１．６８ ６０

招商平衡

１７７．６２

２５

大成价值

３２７．６５ ６１

融通成长

１７６．７９

２６

宝康消费品

３２４．６５ ６２

华富竞争力

１７３．６４

２７

富国天瑞

３１８．６１ ６３

宝盈鸿利

１７３．６３

２８

国投景气

３１６．５９ ６４

易方达平稳

１７３．２

２９

长盛精选

３１２．７７ ６５

东方龙

１６３．０８

３０

华夏经典混合

３０９．８４ ６６

德盛稳健

１５６．６７

３１

金鹰中小盘

３００．１３ ６７

天治增长

１４８．７

３２

广发聚富

２９６．８３ ６８

国富收益

１４８．０３

３３

东吴嘉禾

２９６．０４ ６９

天弘精选

１０８．４９

３４

国泰回报

２９４．７５ ７０

大摩基础

７５．５５

３５

大成稳健

２９０．９９

平均回报

３３９．１６

３６

海富通精选

２８７．９６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３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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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银华优选

４７７．１８

２

泰达精选

４６６．１５

３

华夏收入股票

４５７．６４

４

景顺增长

４５４．０４

５

国泰金鹰

４２３．４１

６

富国天益

４１９．３３

７

上投阿尔法

４１４．９９

８

合丰成长

３８６．６１

９

广发聚丰

３８４．０８

１０

合丰周期

３８２．７５

１１

工银价值

３７６．９４

１２

博时主题

３７０．１９

１３

华宝增长

３６６．３４

１４

招商成长

３６２．８５

１５

广发小盘

３５８．４１

１６

华宝动力

３２９．８７

１７

景顺鼎益

３１８．５９

１８

南方高增

３１１．７２

１９

诺安股票

３１１．０７

２０

华泰盛世

２９９．８８

２１

交银精选

２８９．２３

２２

博时精选

２８６．１４

２３

南方积配

２８３．９６

２４

长信银利

２６８．６４

２５

德盛精选

２５４．８８

２６

光大量化

２５４．５９

２７

海富通股票

２４７．４２

２８

招商股票

２４０．４４

２９

合丰稳定

２３３．０６

３０

建信恒久

２２５．９

３１

景顺优选

２２３．４４

３２

申万新动力

１９９．８

３３

宝盈泛沿海

９２．２３

平均回报

３４１．０８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２３８．７６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基本上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英，

年龄层次普遍偏大， 往往对风险度相对较高的基金抱有远

离的态度， 他们对基金的认识并不全面。

不少来自于实业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投资的渠

道远远多于其他人群， 不少人本身就是公司老总， 他们宁

可把钱投资于自己十分熟悉的实业， 或者古玩、 字画、 集

邮、 奇石等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

、

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导王旭东： 对基金这

种投资理财产品了解很少， 平时只是听朋友说过， 自己基本

上不会去主动了解， 平时家里的钱都是交给夫人打理。

全国政协委员

、

北京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 投资的都

是自己熟悉的地产领域， 对于股票等领域的投资几乎为零。

全国政协委员、 爱国者总裁冯军： 我的钱都投资到公司

上了， 企业发展起来， 我的日子也好过了。

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总裁专务唐大智：

基金这玩意我确实是不懂， 股票市场是零和游戏， 如果我赚

钱了， 就意味着有人亏钱， 我心里不踏实， 如果我亏了， 自

己心里也难受。

全国政协委员曹玉书：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早期的证券

市场处级以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不允许参与的， 曹玉书

一开始就没有对基金产生兴趣的机会。 另外， 工作太忙， 也

没有时间研究基金。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基金信息披露透

明度有待提高。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一年一度的 “两会” 即将结束，

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一特

殊群体来说， 他们对于基金到底有着

怎样的印象？ 了解程度如何？ 购买过

基金吗？ 带着这些疑问， 证券时报记

者在 “两会” 召开期间， 采访了多名

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从采访调查的结果来看， 作为各

行各业的精英人物， 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对基金整体上并未表现出很大的

兴趣， 购买基金的代表和委员更是少

之又少。 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

是 “不熟悉的不做” 成为代表和委员

们共同的观念。

代表委员对基金不“感冒”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让记者

感到颇为吃惊的是， 不少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对基金了解很少， 并不

“感冒”， 很少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向记者表示购买过基金。 在接受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

24

位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中， 表示对基金有兴

趣或者了解的仅有

2

位， 而表示对

基金根本不了解的高达

13

位， 表

示对基金 “朦朦胧胧” 有点了解的

有

9

位。

全国政协委员、 南京中医药大学

博导王旭东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对基

金这种投资理财产品了解很少， 平时

只是听朋友说过， 自己基本上不会去

主动了解， 平时家里的钱都是交给夫

人打理， “我自己没有投资过基金、

股票这些东西。” 当记者问及是否做

过基金投资时， 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

省工商联副主席、 河南台兴房产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超斌一个劲地摇头， 表

示因为不懂基金， 所以从未投资过。

与王超斌一样，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

林达集团董事长李晓林也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 投资的都是自己熟悉的地产

领域， 对于股票等领域的投资几乎为

零。 全国政协委员、 爱国者总裁冯军

干脆表示： “我的钱都投资到公司上

了， 企业发展起来， 我的日子也好过

了！” 言下之意， 对基金投资这一领

域从未涉及过。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公司总裁专务唐大智谈起基金投资

也是一脸茫然： “基金这玩意我确实

是不懂， 股票市场是零和游戏， 如果

我赚钱了， 就意味着有人亏钱， 我心

里不踏实， 如果我亏了， 自己心里也

难受。” 唐大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她自己从未买过基金， 平时的工资收

入主要是存在银行。 在她看来， 钱够

用就行了， 对于社会上热议的如何让

自己的财产性收入保值增值， 唐大智

显得并不是很热心。

全国人大代表、 洋河股份副董事

长赵凤琦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他只是持有一部分公司的股

份， 从来没有购买过基金。

全国政协委员、 国务院西部开发

办原副主任、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会长曹玉书是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为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学， 但对于证

券投资基金， 曹玉书也表示从未投资

过， 主要原因是 “不熟悉”， “不熟

的不做”， 这是曹玉书的原则。

全国政协委员、 广东省政府参

事、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毛蕴诗告

诉证券时报记者， 对基金并不是很了

解， 也从未投资过基金。 不过， 结合

自己多年的学术生涯， 毛蕴诗觉得基

金作为证券市场的参与者， 应该更加

注重长期发展， 不能一味追求短期效

益和波段操作。 基金经理业绩好了，

在行业内名气大了就投奔私募， 毛蕴

诗认为应该从体制上加以规范， 基金

经理人员变动过于频繁不利于保护持

有人的利益。 对于公募基金投资的

“双十” 规定， 毛蕴诗并不了解， 也

不太清楚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投资的

区别。

毛蕴诗认为， 基金应该发挥其专

业投资者的优势， 促进上市公司的优

胜劣汰， 业绩低下的上市公司不应该

长期在股市存在。 基金有义务促进上

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更好地发挥

股市资源配置的功能， 让资源更好地

向优质公司集中。 同时， 要提高基金

的投资能力， 基金经理作为专业的投

资者， 可以披露更多的信息给持有

人， 比如借鉴国外的经验， 专门披露

业绩低下的上市公司， 让证券市场的

普通投资者能更好地识别哪些公司是

好的， 哪些公司是业绩差的。

全国政协委员、 京剧艺术家孙萍

有着长期的基金投资经历， 她告诉证

券时报记者， 目前基金投资占她个人

资产的

4%

左右。

不熟不做 不买基金的主因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于从未购买基金

的原因， 首先提到的是 “不熟悉的不

做”。 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 李晓林，

全国人大代表赵凤琦均表示， 平时基

本上很少主动去了解基金， 手上的钱

基本投资于自己熟悉的房地产等领

域。

全国政协委员曹玉书也持有同样

的理由， 不过， 很早就是处级以上干

部的曹玉书表示，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早期的证券市场处级以上的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是不允许参与的， 因此， 曹玉书

一开始就没有对基金产生兴趣的机会，

即使后来政策放开了， 在

2006

年、

2007

年

A

股市场处于历史高点， 基金

赚钱神话风靡一时的时候， 曹玉书也没

有投资过基金。 除了 “不熟悉的不做”

以外， 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研究基金也

是曹玉书从未投资基金的一大原因。

在谈到当前基金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时，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

宁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主要是 “信息

透明度还有待提高”。 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就表示， 之所以从未

投资过基金， 主要是因为基金对于一般

老百姓来说仍然是 “朦朦胧胧”， 感觉

透明度不高， 害怕因为基金经理做 “老

鼠仓” 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全国政协

委员王旭东则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作

为一名高校教授， 尽管工资收入不能

算低， 但在高房价的压力下， 根本没有

什么闲钱去做投资理财。 去年王旭东

在南京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 买房几乎花光

了他所有的积蓄， 也就没有什么闲钱

来进行基金投资了， 何况自己对基金

也并不了解。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和记者闲聊

时， 道出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基金

不大 “感冒” 的主要原因。 在这位全国

人大代表看来，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基

本上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英， 年龄层

次普遍偏大。 在年轻时， 中国的证券市

场还未出现， 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基

金产生兴趣和购买基金的机会， 而年龄

大的人普遍对风险度相对较高的基金抱

有 “远离” 的态度， 加上基金行业内

“老鼠仓” 等负面新闻时有发生， 他们

对基金的印象并不好。 从经济收入上

来说，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于一般

老百姓， 过往房价的飙涨， 让他们宁

可选择投资房产， 也不会去购买基金，

毕竟投资房产的收益过去几年要远远

高于投资基金。

而且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自

于房地产等实业界， 不少人本身就是公

司老总， 他们宁可把钱投资于自己十分

熟悉的实业， 或者古玩、 字画、 集邮、

奇石等领域。 对于这些社会高收入人群

来说， 他们投资的渠道远远多于其他人

群， 投资于他们非常熟悉的实业， 比如

房地产、 煤炭等， 收益不仅高， 而且在

前几年风险也低。 此外， 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资金量要大于一般持有人， 与其

购买公募基金这种面向非特定投资者的

理财产品， 还不如购买服务更为精准和

细分化的私募基金以及银行、 信托等发

行的高端理财产品。

一位来自于内蒙古的全国人大代

表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经过多年的

打拼， 他已经拥有多家公司和不菲的

个人资产， 之所以不购买基金， 最根

本的原因是 “因为自己不缺钱”， 没有

投资基金的冲动， 如果投资基金的资

金量不多的话， 即使基金净值涨了，

赚的这点钱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如果投资基金的资金量大的话， 除了

会影响实业投资外， 还可能被外界知

晓，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除此之外，

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表示， 与

其购买基金让基金经理给自己理财，

还不如自己购买股票 “来得快捷和刺

激”， 何况很多基金经理都是 “毛头小

伙子”， 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们， 也很难对基金经理的

投资能力产生信任感。

全国政协委员孙萍之所以长期投

资基金， 与她在欧洲的生活经历有关。

在孙萍看来， 基金应当成为居民资产

配置的工具之一， 而不应该抱有暴富的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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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营销

未触及到的角落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基金公司很少直接接

触客户， 大多是银行代为

销售， 对高端客户， 银行

是不会轻而易举让给基金

公司的， 即使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有理财需求， 银

行也会首先推荐旗下的理

财产品。 而且， 在高端客

户群上， 不同的理财机构

展开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基金公司往往力不从心。

另外， 由于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不少都是社会

公众人物， 基金公司组织

的投资者教育活动， 代表

和委员们也基本上不会

参加。

从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两会代表和

政协委员的情况来看， 代表和委员们

整体上对基金表现出比较冷漠的态

度， 这固然与他们经济收入整体较

高、 投资渠道较多、 工作较忙无心关

注基金有关， 也说明了基金离广为人

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过上一轮牛市财富效应的发

酵， 基金开始 “飞入寻常百姓家”，

很多老百姓不仅明白了基金到底是咋

回事， 也从投资基金的过程中收获了

财富， 也经历了

2008

年基金净值大

幅缩水的痛苦， 很多中国居民家庭知

道了基金并非稳赚不赔， 并尝试着把

基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工具。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他们

的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超过其他社会

群体， 却为何反而对基金表现出极其

冷淡的态度呢？

有基金市场营销人士认为， 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很多都是工作非常忙

的领导级人士， 他们即使投资基金，

也会叫家属代为行使。 尽管他们学历

普遍较高， 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 但

由于经济收入较高， 他们对通过基金

实现财富增值的欲望并不强烈。 而基

金公司很少直接接触客户， 大多是银

行代为销售， 对这些高端客户， 银行

是不会轻而易举让给基金公司的， 即

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理财需求，

银行也会首先推荐旗下的理财产品。

同时， 由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少

都是社会公众人物， 基金公司组织的

投资者教育活动， 代表和委员们也基

本上不会参加。

上述基金公司营销界人士表示，

基金公司虽然很想把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纳入他们的目标营销客户， 但结

果往往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毕竟接

触高端客户群比其他客户群体要难得

多， 在高端客户群上， 不同的理财机

构展开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不过，

随着基金业的发展， 以及房地产投资

财富效应的逐渐退潮， 了解基金、 投

资基金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越来

越多， 这也有助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在每年的两会上提交更多的关于基

金业的提案， 促进基金业的整体发展。

认知度偏低 两会代表委员谨慎“投基”

股票型基金累计回报（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０

年）

混合型基金累计回报（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０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