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托管银行 咨询电话 发行期间

１

银河保本 保本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４

月

２５

日到

５

月

２５

日

２

华夏亚债中国债券指数 债券型 交通银行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４

月

２６

日到

５

月

２３

日

３

华商价值精选 股票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４

月

２６

日到

５

月

２７

日

４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 指数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月

２６

日到

５

月

２７

日

５

嘉实领先成长 股票型 农业银行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５

月

３

日到

５

月

２６

日

６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ＥＴＦ

农业银行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５

月

３

日到

５

月

２７

日

７

博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ＥＴＦ ＥＴＦ

交通银行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５

月

３

日到

６

月

３

日

８

博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ＥＴＦ

联接 交通银行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５

月

３

日到

６

月

３

日

９

博时卓越品牌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５

月

４

日到

５

月

３０

日

１０

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数基金 指数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８８ ５

月

５

日到

６

月

３

日

１１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ＥＴＦ

联接 农业银行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５

月

９

日到

６

月

３

日

１２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 股票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８ ５

月

９

日到

６

月

９

日

１３

中欧鼎利分级 债券型 中信银行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５

月

９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４

鹏华新兴产业 股票型 招商银行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５

月

１２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５

大成内需增长 股票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５

月

１２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１６

汇添富可转债 债券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７

招商深证

ＴＭＴ５０ＥＴＦ ＥＴＦ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８

招商深证

ＴＭＴ５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ＥＴＦ

联接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９

建信信用增强 债券型 交通银行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２０

万家添利分级 债券型 邮储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１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 股票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０－８５８８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２２

中银上证国企

１００ＥＴＦ ＥＴＦ

招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５

月

１６

日到

６

月

１０

日

２３

华安可转债 债券型 招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５

月

１８

日到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４

易方达安心回报 债券型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５

月

１９

日到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５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 股票型 农业银行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５

月

２３

日到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６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

ＱＤＩＩ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５

月

２３

日到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７

银华永祥 保本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５

月

２３

日到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８

博时裕祥分级 债券型 招商银行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５

月

２５

日到

６

月

８

日

２９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

ＱＤＩＩ

工商银行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５

月

２５

日到

６

月

２４

日

３０

南方保本 保本型 农业银行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５

月

２７

日到

６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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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基金打新受伤

研究员报价纳入考核

私募掌门人慎言

中小盘股错杀机会

B5

B6

单周

30

只血拼 新基金发行数破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杨磊

一日

7

只新基金始发刚过， 单

周

30

只新基金在发的盛况便接踵而

来， 单日新发基金数和单周在发新

基金数的两项纪录短短两周内相继

被打破， 新基金迎来了史上最密集

发行。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发现， 本周已

经确定有

6

只新基金开始发行， 除了

今天新发行的

3

只基金以外， 还有

3

只新基金

25

日或

27

日开始发行， 至

此， 本周共有

30

只新基金同时处于

发售期， 超过了

2010

年

11

月单周

29

只新基金在发的历史纪录。

在

30

只在发新基金中， 上周开

始发行的新基金贡献最大。 上周一

7

只新基金同日开始发行，

5

月

18

日和

19

日分别有

1

只新基金发行， 除富国

天盈已经结束发行外，

8

只上周开始

发行的新基金本周依然在发。 值得注

意的是， 多家基金公司有

3

只或

3

只

以上的新基金同时在发

,

其中博时基金

公司和广发基金公司分别有

4

只和

3

只新基金同时处于发行期。

多通道发行审批制度被认为是新基

金发行越来越密集的制度原因， 但为何

5

条公募基金审批通道开放后

5

个月后

才突破去年

11

月的发行纪录？

业内专家分析， 一方面是由于新基

金产品上报到获得批准有一段时间， 今

年

1

月才开辟指数基金通道， 真正受益

这一通道开放要到今年第二季度。 另一

方面是基金公司更希望赶在

6

月底之前

成立新基金， 这样既可以增加基金公司

在年中的规模， 提高公司排名， 又能躲

过

6

月底的银行揽存关键时点。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市场负责人表

示， 在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银

行资金面紧张的情况下， 各家银行对于

6

月底的存款规模非常看中， 因此他们

在

6

月下旬销售基金意愿要明显比

5

月

份到

6

月上旬和

7

月初低很多。

在

30

只在发新基金中， 有

17

只为

投资

A

股市场的偏股基金， 能为股市提

供一定规模的新增资金， 但由于开放式

偏股基金普遍销售困难， 这批新基金带

来的股市增量资金将十分有限。

发新品抬轿子

部分私募剑走偏锋做规模

证券时报记者 木子

靠新产品募集的资金给老产品

“抬轿子”， 拉高老产品的业绩以吸

纳更多新进资金。 近日， 证券时报

记者了解到， 这种类似传销的模式

正在被一些捞偏门的私募利用， 以

做大规模。

在 “新产品给老产品贡献业绩，

老产品为新产品贡献规模” 的链条

里， 凭借被拉高产品的赚钱效应， 私

募往往可以迅速拓展规模， 而一旦投

资者钻进了这个套， 就不得不面对利

益被输送的结果。

私募基金另类扩张模式

“这种扩张模式肯定是被充分证

实过的， 但前提是前期产品一定要能

打得响， 要么是进入时点好顺势赚了

钱， 要么是真刀真枪干出了业绩， 只

要有了头一两期业绩好的噱头， 以后

的产品就不愁募不到钱。” 一位圈内

人士向记者讲述了某私募的发家史。

2007

年市场最好的时候， 一家

公募研究员决然 “奔私”， 募资

3000

万元成立了第一期产品， “三五千万

的规模很适合快进快出， 最好做业

绩， 加上市场好， 赚钱挡都挡不住。”

随即， 客户追加几千万元资金， 于是

有了第二期产品。 该私募马上用第二

期募集的资金狂买第一期产品已经持

有的股票， 拉高股价。 有了前两期产

品作为标杆， 该私募很快在圈里有了

一些名气， 趁热打铁发行了第三期产

品， 规模达到两三亿元， 其客户群也

脱离了最早的 “熟人关系”， 开始有

慕名而来的陌生投资者。

“投资者都是冲前面产品的高收

益来的， 为了持续扩大规模， 标杆产

品的业绩必须守住。 说白了其实很简

单， 就是不停拿新产品募到的钱来拉以

前老盘子里的票， 都是些小盘股， 拉起

来比较容易。” 该人士透露， 在经历了

一轮牛熊周期后， 靠 “抬轿子” 的操作

方式， 该私募的第一期产品保持了 “持

续较高稳定收益” 的正面形象， 而其他

产品的业绩表现则不尽如人意。 目前，

这家私募现在已经发到了第

6

期产品，

尽管总规模已经有了

10

亿元， 但拿出

来说的永远是第一期的业绩。 “把管理

费、 申购赎回费等固定费率加在一起，

一般是

3

个点左右的费用水平，

10

亿

规模一年的固定费用就有

3000

万元，

不算业绩提成也可以过得很舒服。”

隐忧众多宜纳入监管

经记者多方求证了解到， 尽管私募

界不乏业绩波动率小、 投资严谨追求绝

对收益的资产管理人， 但 “捞偏门”、

靠新产品给老产品接盘的现象也确实存

在。 “公募的

TA

系统里就有公平交易

的模块， 公司内部有稽核检查部门、 内

部防火墙， 更往上， 还有监管层的监

管， 但私募在相关方面的监管几乎都是

空白， 在利益面前， 靠自律肯定不现

实， 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在所难免。”

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认

为， 在适当的时候把私募纳入适当的监

管体系很有必要。

“对私募来说， 在发展初期， 这样

的非常规手段也许可以奏效， 但这毕竟

是危险游戏， 一旦哪个链条断了， 在最

后一棒中受伤的必定是投资者， 随着投

资者的成熟， 这样的公司肯定会被抛

弃。” 有业内资深人士说。

事实上， 在私募新产品为老产品

“接盘” 的现象背后， 还有 “私募公募

化” 的隐忧， 在私募本来就存在内控监

管等 “制度短板” 的背景下， 灰色地带

可能大大增加。

招商金砖巨幅波动 控盘机构抛砖获利

8

个交易日波幅达

30%

，最高溢价超

28%

，高溢价买入投资者深度被套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上市短短

8

个交易日的招商金砖

出现了

30%

的巨幅波动， 最高溢价

超过

28%

， 占据该基金上市交易份

额

95%

以上的招商证券高价卖出而

获利。 随后在

LOF

套利机制的作用

下， 招商金砖溢价率迅速下降， 并一

度出现折价交易， 高溢价买入招商金

砖的投资者深度被套。

机构控盘度

95%

上市公告显示， 招商金砖

5

月

11

日上市前的场内份额一共有

530

万份，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了

其中的

504

万份， 占比高达

95.04%

，

其他还有

26

名个人持有

26

万份， 平

均每人持有约

1

万份。

据悉， 招商金砖是一只上市开放

式基金 （

LOF

）， 同时也是一只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 （

QDII

） 基金， 由招商

基金公司管理， 该基金场内份额第一大

持有人招商证券曾经是招商基金公司第

一大股东， 目前为并列第二大股东。

从行情表现来看， 招商金砖

5

月

11

日上市首日只成交

0.4

万份， 尾盘涨

停； 上市第二天该基金继续上涨

4%

，

成交量放大到

31.66

万份， 由于除招商

证券以外持有人总持有量只有

26

万份，

因此可以判断招商证券在该日已经高价

卖出了部分份额。

到招商金砖上市后的第三天， 成交

量继续放大到了

127.65

万份， 换手率

达到

24%

， 基金价格最高达到

1.21

元，

比当日单位净值溢价

28.31%

， 招商证

券在该日大量卖出招商金砖， 以当日平

均价格计算， 获利比例约为

15%

。

LOF

套利机制发挥作用

在高溢价刺激下，

LOF

套利机制发

挥了作用， 截至

2011

年

5

月

20

日， 招

商金砖场内份额已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交易所网站信息显示， 从

5

月

11

日到

16

日招商金砖场内份额始终保持

在

530

万份左右，

5

月

17

日开始增加，

当日增加了

16

万份，

5

月

18

日增加了

40

万份，

5

月

19

日增加量提高到

69

万

份，

5

月

20

日再增加

58

万份， 达到了

713

万份， 短短

4

个交易日增加了

183

万份， 增加幅度达到了

34.45%

。

业内专家分析， 招商金砖场内新增份

额有可能是原有认购了招商金砖的投资者

从场外转向场内， 也可能是新投资者场内

申购， 或者是场外申购后转换到场内的，

总之， 招商金砖新增的场内份额基本上都

是冲着该基金的高溢价而来的。

不过， 由于招商金砖的交易价格从

5

月

16

日开始迅速下跌， 在

5

月

19

日

和

20

日新增的场内份额已经没有了套

利空间， 上周五该基金价格已经回到了

0.94

元左右的净值附近， 有的投资者还

出现了少量亏损。 对于在

5

月

12

日和

13

日高价买入招商金砖的投资者来说，

有的被套幅度已经超过了

20%

。

千亿资金腾挪债市 投资经理忙调年金头寸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忙， 太忙了！ 年金

11

号令出

来， 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调头寸， 我手

里几十个组合要调， 每周至少要调

5000

万到

1

亿元的头寸。” 昨日， 深

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资经理在接

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从

5

月

1

日起， 《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

11

号） 正式实施， 业内普遍认

为， 其最大的变化是把固定收益类资

产的投资比例从不高于

50%

提高到

95%

， 并且取消了国债

20%

最低配置

比例； 流动性投资比例从不低于

20%

降低到

5%

。 与此同时， 证券时

报记者从多家基金公司了解到， 为了

适应这一变化， 基金公司忙着卖出年

金组合里低收益的国债， 并拿出部分

原来的流动性投资额度转而买入收益

更高的信用债。 有基金公司投资经理

算了笔账， 目前全国年金市场的总规

模接近

3000

亿元， 这一买一卖之间，

进出债券市场的资金多达上千亿元。

“虽然

11

号令从

5

月

1

日才开

始正式实施， 但由于早有预期， 客户

一般在两个月前就开始要求对头寸有

所调整了， 我们已经连续加了六周的

头寸了。” 上海一位负责年金固定收

益类资产的投资经理说， 尽管忙着腾

挪了好一阵， 但由于手里总共管了几

十个大小不一的年金组合， 至今还有

5

亿左右的头寸没有调完。 “最近， 全

市场都知道基金在买信用债， 信用债很

火， 收益也水涨船高。”

基金大调年金头寸的动作在中债最

新公布的数据中也有显现。 就中债最新

公布的债券托管量来看，

4

月份基金大幅

增加信用债配置， 其中， 中票增加

426

亿元， 企业债增加

277

亿元， 总信用规

模增加

875

亿元， 各项数据均远远超过

3

月份。 “基金的公募产品没加， 社保也

没有大动作， 这显然是基金管理的年金

对信用债需求的释放。” 北京一家中型基

金公司固定收益部人士分析说， 基金的

公募产品， 持有信用债比例已经相当高

了， 增持的空间很有限， 而且公募基金

目前不能投资中票， 所以

4

月份信用债

大幅增加不是公募产品所为， 年金对信

用债需求的释放才是

4

月份基金持有信

用债规模大幅增加的原因。

此前， 针对

11

号令中固定收益类

资产投资比例的变化， 南方基金养老金

业务部负责人曾表示， 这一变化为企业

年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提供了更加

灵活的空间。 一方面， 在股票市场不好

的情况下， 更多的资产可以投资于固定

收益资产回避风险； 另一方面， 减少货

币类资产而增加固定收益类的投资， 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企业年金资产的整

体收益水平。

由于对年金

11

号令的出台及投资

比例调整早有预期， 一些基金公司此前

已经加强了固定收益投研团队的力量。

本周在售新基金一览

数据来源： 公开资料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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