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份 专户沪市开户数 （只） 专户沪市销户数 （只） 专户深市专户数 （只） 专户深市销户数 （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２１ ３３ ２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１３ ２２ 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０ ８ ３６ 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１５ ３０ 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９ ６ ３７ 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１５ １９ 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２６ ４６ ２４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５ ３ ３０ ８

合计

２２６ １０７ ２５３ ９９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托管银行 咨询电话 发行期间

１

汇添富深证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ＥＴＦ

联接 工商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８

月

２６

日到

９

月

２６

日

２

长信内需成长 股票型 农业银行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９

月

５

日到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３

富国中证

５００

增强 指数型 农业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９

月

９

日到

９

月

２８

日

４

泰信中小盘 股票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９

月

１３

日到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５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 股票型 交通银行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９

月

１９

日到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６

长盛同祥泛资源 股票型 建设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９

月

１９

日到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７

中邮上证

３８０

增强 指数型 中国银行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９

月

２８

日到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为了吸引大资金认购新基金， 基金公司不仅给帮忙资金

免申购、 赎回费， 甚至还承诺在建仓期保

2%

的收益。 虽然

这样新基金发行问题能立竿见影得到解决， 但这无疑是 “饮

鸩止渴”。 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 新基金销售时严禁任何保

本保收益的允诺。 并且， 为帮忙资金保收益， 直接影响新基

金建仓， 可能侵害散户投资人的利益。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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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认购千万

ETF

基金回报交易席位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一批规模偏小的证券公司在出资

千万认购了新发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 （

ETF

） 后， 对应基金公司立即

在这家小券商开了基金交易账户并进

行大笔交易， 其中有的交易是短线频

繁买卖股票， 这些交易引起了基金业

内的关注。

小券商千万认购

ETF

2011

年

6

月， 某沪市

ETF

上市

公告显示， 一家

2010

年经纪业务排

在

60

名开外的小券商认购了该

ETF

约

1500

万份； 然而在该基金今年

8

月底发布的

2011

年半年报中， 这家

小券商已经退出了该

ETF

的十大持

有人。

同时公布的该

ETF

联接基金半

年报显示， 从

2011

年

4

月初基金成

立到

6

月底， 该联接基金买卖了

1.7

亿元的股票， 全部交易佣金都给了

认购对应

ETF

的小券商， 交易佣金

接近

15

万元， 另外还租赁了这家券

商的交易单元进行了近

250

亿元的

债券回购交易。 而在此次认购

ETF

之前， 这家基金公司成立

8

年来旗

下任何基金都没有租用过这家小券

商的交易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只联接基金

今年

6

月底没有持有任何股票， 在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频繁买卖

1.7

亿

元股票， 占该基金

6

月底净资产

20%

以上， 而这些频繁买卖股票的行

为显然和联接基金跟踪指数的投资

目标相背离。

无独有偶，

2010

年下半年也发

生过类似的事件。 另一家小券商认

购了某

ETF

接近

2000

万元， 占了该

ETF

上市交易量的近

5%

， 该

ETF

于

2010

年

11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当年

12

月底该小券商就退出

了这只

ETF

的十大持有人。

2011

年

这家上海基金公司再次发行另外一

只

ETF

时， 该小券商再次大举认购，

分两个账户合计认购规模接近

1000

万元。

就在

2010

年下半年， 该小券商

首次入围了这家上海基金公司的基金

交易席位， 并且半年时间里就交易了

超过

23

亿元， 将近

200

万元的交易

佣金给了该小券商。

2011

年上半年，

该小券商又从这家基金公司那里拿到

了超过

20

亿元的交易量和约

170

万

元的交易佣金。

争夺高佣金客户

在上述一系列交易的背后， 是新

发

ETF

销售困难和基金股票交易高

佣金率两大原因。

在国内的基金销售中， 监管层明

令禁止基金公司将券商销售或认购新

基金和基金的交易量或交易佣金挂

钩， 但实际操作中， 基金公司往往不

顾相关禁令， 把交易佣金当作向券商

卖基金施压的手段之一， 暗地里将交

易佣金和认购新基金挂钩起来。

近两年新基金的销售越来越困

难， 特别是只能在交易所市场销售的

ETF

产品 。 相比上证

50ETF

、 深

100ETF

和上证

180ETF

三大百亿老

ETF

， 新

ETF

发行十分困难， 有的甚至

真实销售量不足

2

亿份的基金成立最低

规模， 基金公司往往通过找券商、 券商

集合理财产品或保险公司 “赞助” 新

ETF

发行，

ETF

上市后这些机构很快卖

出或赎回

ETF

。

在券商经纪业务中， 基金的交易佣

金成为券商行业的 “大肥肉”。 在券商

新增客户的平均交易佣金率在万分之五

到万分之六的情况下， 基金的交易佣金

依然维持在万分之八的水平， 因此券商

为了获得基金这样的高佣金率客户， 经

常出现在

ETF

等上市新基金的十大持

有人中。

前

8

月约

200

亿专户资金入市

专户新开户

479

个，接近公募基金开户数两倍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杨磊

今年

A

股市场总体偏弱， 缺乏

赚钱效应， 基金专户理财账户入市积

极性却丝毫未减。 来自中登公司的统

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8

个月专户合计

开户

479

个， 比同期公募基金

256

个

开户数多出了近一倍。 如果按照以往

专户平均

1

亿元的规模来看， 今年前

8

个月基金专户新成立的资产规模超

240

亿元。

如果扣除同期基金专户因到期等

原因而销了的

206

个账户， 今年前

8

个月专户证券投资账户数净增加了

273

个， 达到了

1467

个， 比公募基

金的

1645

个少了

11%

。

中登公司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8

个月专户开户数最少的是今年

6

月

份的

34

个账户， 最多的是

3

月份和

5

月份的

76

个账户， 平均每个月新

开户约

60

个。 今年前

8

个月沪市和深

市分别有

226

个和

253

个专户开户。

在基金专户开户的同时， 由于专户

到期等原因而带来的销户数量今年上半

年也超过

200

个， 达到了

206

个， 其中

销户数最多的是今年

7

月份的

50

个。

今年前

8

个月基金专户在沪市和深市分

别销户

107

个和

99

个。

综合来看， 今年前

8

个月基金专

户净增加证券投资账户

273

个， 略高

于公募基金今年前

8

个月增加的

256

个账户。

由于在

2011

年

1

月之前的中登公

司的账户信息上并没有列出基金专户开

户这一项目， 投资者无法确定专户开户

数同比的变化情况。

由于一只专户产品往往在沪深两市

各开一个账户， 今年前

8

个月基金专户

实际新成立了约

240

个， 扣除销户的专

户后实际净增加月

137

个账户。

部分大蓝筹基金

三季度以来赎回加剧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股市大跌中基金申赎情况备受

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根据近期基金

公司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公布的

投资比例， 计算出的基金申赎情况

并不乐观， 特别是部分大蓝筹基金

赎回加剧。

据悉， 深圳一只管理份额约为

170

亿份的大蓝筹基金今年三季度多

次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截至

8

月

25

日， 该基金的份额比

6

月底净赎

回了约

2

亿份， 而到

8

月

30

日更是

净赎回了

5

亿份。 数据显示， 该基金

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季度净赎回约

4

亿份， 今年

7

月和

8

月就赎回了约

5

亿份。

另一只大基金从今年

6

月底的

135

亿份减少到约

130

亿份， 短短两

个月净赎回了

5

亿份， 而在今年第二

季度该基金净赎回了

2

亿份。

值得注意的是，

2010

年以来整

体出现净申购的华夏红利等基金今年

三季度以来净赎回较多。 该基金

2009

年年底只有

78

亿份， 到今年

6

月底增加到了

111

亿份， 但三季度以

来截至

8

月

25

日， 该基金已净赎回

约

7

亿份， 达到了

104

亿份。

不过也有一些大基金净赎回比例和

以往基本持平。 例如华商策略精选今年

二季度净赎回约

6

亿份，

7

月初到

8

月

25

日净赎回约

3

亿份； 汇添富均衡增

长基金今年二季度净赎回约

6

亿份，

7

月初到

8

月

25

日也是净赎回了约

3

亿

份， 如果按照这样的赎回速度计算， 这

两只大基金今年三季度的净赎回份额和

二季度基本持平。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100

亿元的大基

金中赎回速度降低的是兴全趋势， 该基

金今年上半年受到双汇发展事件影响而

净赎回

34

亿份， 其中第一季度和第二

季度分别净赎回

29

亿份和

5

亿份， 随

着这一事件的影响逐渐减弱， 今年

7

月

初到

8

月

25

日该基金净赎回约

2

亿份。

从已知份额变动情况来看， 今年三

季度这些大蓝筹基金的情况不容乐观，

除了股市大跌带来的一些投资者赎回以

外， 银行理财、 信托理财甚至艺术品、

黄金等理财市场都在从基金市场中吸走

资金， 在资金利率大幅提高后， 部分基

金持有人还赎回基金用于借贷等行为。

大基金的赎回明显影响了基金在目

前股市上的话语权， 基金不仅面临后续

进入资金不足的情况， 而且要不断卖出

一些老基金持有的股票来应对赎回， 也

让大基金的投资越来越难做。

基金饮鸩止渴 建仓期保赞助资金

2%

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 陈墨

为了让新基金顺利成立， 基金公

司拉帮忙资金助阵已成常态。 不仅如

此，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为了满足

“胃口逐渐吃大了” 的帮忙资金， 甚

至有基金公司表示除了建仓期保本

外， 还承诺

2%

的收益。

基金用钱“砸”发行

现在是

10

年来新基金发行最艰

难的时刻， 这是基金公司普遍的感

受。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为了吸引大

资金认购新基金， 一般由基金公司高

层亲自出面与大资金协商， 给予这部

分资金一定的好处费。 目前还出现基

金公司不仅给帮忙资金免申购、 赎回

费， 还承诺在建仓期保

2%

的收益。

据知情人士透露，

2008

年时，

给帮忙资金保本等承诺靠基金公司高

管的个人信用， 但因为曾出现过在建

仓期跌破面值， 目前基金公司会承诺

一定的保证金， 保不住

2%

收益就

“贴钱” 保住。 目前对帮忙资金的需

求量较大的， 主要是一些机构客户较

少、 自身品牌度不高、 股东背景不够

强大、 渠道也不占优势的基金公司。

而且， 越是规模大的帮忙资金越是在

基金公司面前有话语权， 可以要求新

基金提前打开建仓封闭期和资金赎回

前不建仓等。

深圳一位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也

透露， 一般基金公司只承诺在建仓期

保本， 但也会有少数基金公司为了让

新基金成立， 许诺对认购的大资金

“保收益”， 由于基金公司的每一笔支

出均要经过规定的审计和税收程序，

为避开监管， 对于 “保收益” 的支出，

少数基金公司以员工激励的形式支出，

或用费用报销等形式予以支出。

此外， 基金公司对于帮忙资金还

会给予一定的激励费用， 这也是基金

销售时 “保本” 的另一种形式， 目前

这一费率至少为千分之六。

其实， 在

2008

年熊市时， 这一

情况就很普遍， 一旦市场不好， 基金

公司就只能花钱 “砸” 发行。 “整个

募集期， 托管行也只买了

8000

万，

而之前谈好的是

5

个亿最低募集规

模。” 深圳一家规模前十名的基金公

司营销人士表示， 现在卖基金就像推

销保险， 投资者唯恐避之不及， 品牌效

用很低， 新基金完全发不动， 这就逼着

基金公司不得不用钱 “砸” 发行。

保收益存较大隐患

虽然对帮忙资金承诺保本、 保收

益， 新基金发行问题能立竿见影得到解

决， 但这无疑是 “饮鸩止渴”。 按照现

有的法律法规， 新基金销售时严禁实行

任何保本保收益的允诺， 这还可能侵害

了散户投资人的利益。

为帮忙资金保收益， 直接影响新基

金建仓。 据上述深圳基金公司市场人士

表示， 大资金认购新基金后， 新基金要

想保住

2%

的收益， 肯定只能严格控制

股票仓位， 甚至一段时间内不买股票，

只购买债券、 货币或以存款的形式保留

大额现金， 这样就严重影响新基金的建

仓节奏。

据深圳一位指数基金经理介绍， 去

年他所管理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

ETF

） 和联接基金建仓时， 因为联接基

金存有大量的帮忙资金， 因此不敢快速

建仓， 错过一轮大涨，

ETF

和联接基金

的业绩差距较大。 而另一位基金经理也

曾表示， 如果说建仓期受到过多限制，

不仅可能踏错节奏， 还有可能连连做

错， 更影响基金收益。 这一情况在今年

成立的新基金中普遍存在。

北京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还表示， 在

2008

年熊市时因为帮忙资金存在， 有

成批的新基金打满

6

个月的建仓期， 而

这一情况可能在今年再度出现， 有个别

新基金计划用

6

个月完成建仓。 目前新

基金普遍建仓速度很慢， 如

8

月

1

日成

立的信诚新机遇

9

月

13

日公布的上市

交易书显示， 截至

9

月

8

日， 信诚新机

遇仓位只有

13%

。

其实， 基金公司拉帮忙资金本身就

是一把双刃剑， 很可能帮忙效果不佳还

蚀把米。 “保本承诺完成不了， 对渠道

也是致命伤害。” 近期也出现了上海一

家基金公司旗下一只新基金建仓期跌破

1

元面值， 让银行很受伤。 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基金业人士还指出， 如果股市

长时间走熊， 这些基金公司保本保面值

的策略只能短期奏效， 并直接影响新基

金正常投资。 对于一些资本金很小的基

金公司， 在变相 “保本” 的策略下， 新

基金首发时对大资金的允诺也存在兑现

的难度。

新基金管理费

悄然升至

2%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基金业是否到了提价的时候？ 一款

正在发行的新基金规定管理费为

2%

，

远远超过业内平均

1.5%

的水平， 而该

产品的托管费也达到

0.35%

， 同样高于

业内平均

0.25%

的水平。

Wind

数据统计， 目前管理费率超

过

1.5%

的基金达到

30

只 （分级基金分

开算）， 而最高的就是近期发行的一款

新基金。 其余管理费率较高的主要是

“洋” 标牌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

QDII

） 基金产品， 这类基金的管理费

率一般是

1.8%

或

1.85%

， 托管费用也

高达

0.3%

或者

0.35%

。

从整体基金费率来看， 第一只开放

式基金华安创新确定了

1.5%

申购费率，

以及

1.5%

的管理费、

0.25%

的托管费，

这一费率几乎成为基金业约定俗成的规

则。 打破这一常规的基金通常是加了

“创新” 两字的产品，

2006

年推出复制

基金时， 基金公司普遍采用了

2%

的认

购和申购费； 保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很

高， 一般是在

1.8%

至

2.75%

之间。

除了公募基金， 具备提取业绩报酬

“特权” 的一对多产品， 管理费要价也

不菲， 目前有

5

只一对多产品的管理费

超过

2%

， 最高甚至达到

2.4%

。 而目前

一般阳光私募产品在提取业绩报酬之

余， 年管理费率一般为

1%

至

1.5%

， 少

数产品为

2%

。

业内人士表示， “旱涝保收” 的管

理费是对公募基金长期投资的一种支

持， 未来管理费的高低可以由基金公司

和投资者来约定， 应该把管理费放开。

目前国内有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将公司收

入完全和业绩挂钩， 有些券商发行产品

采取不收管理费， 只在业绩达到

5%

或

者

6%

之上时才提取利润分成。 不过，

也有人认为， 这种业绩激励制度也可能

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风险。

一位大型基金公司总经理表示，

与国外相比， 国内基金管理费偏高， 但

销售费率偏低。 国内销售费率为

1.5%

左右， 而欧美国家则高达

5%

， 这样国

内银行就会挤压基金公司管理费的收

益， 部分基金公司已出现生存问题。 因

此， 基金公司有提高费率的冲动， 可能

未来管理费、 认购费等费率水平将与

海外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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