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半基金公司第一重仓股从金融转向其他行业

28

家基金公司第一重仓股属食品饮料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两年前， 超过六成基金公司的第一

重仓股为金融股， 两年后， 只有不到一

成的基金公司第一重仓股还是金融股。

过半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从金融行

业转向其他行业， 大消费中的食品饮

料、 家电、 医药是转出的重点， 高科

技、 煤炭等行业都有基金公司第一重

仓股转入。

根据天相的统计数据，

2009

年三

季度末时，

60

家基金公司中有

36

家基

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是金融股， 再加上

实为券商影子股的辽宁成大， 超过

6

成

的基金公司第一大重仓股为金融股。

中国平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基金重

仓股，

17

家基金公司第一大重仓股为

中国平安， 其中包括华夏、 嘉实、 大

成、 华安等大基金公司。 以南方基金为

代表的

7

家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为

招商银行， 广发、 富国、 汇添富、 工银

瑞信等

6

家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是

贵州茅台， 易方达、 兴业全球等

5

家基

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为浦发银行。 除

了上述

4

只股票外， 其他股票都没有同

时成为

3

家或

3

家以上基金公司的第一

大重仓股。

两年过去， 金融股的地位明显削

弱， 只有光大保德信、 景顺长城、 招

商、 诺德、 华宝兴业和建信

6

家基金公

司的第一重仓股是金融股， 有招商银

行、 民生银行、 浦发银行、 深发展和中

国太保， 已经没有任何基金公司的第一

大重仓股为中国平安， 只有不足

10%

的基金公司第一重仓股仍为金融股。

值得注意的是， 管理规模前十的基

金公司中没有一家的第一大重仓股仍为

金融股。 华夏基金公司第一大重仓股为

伊利股份， 易方达和嘉实基金公司第一

大重仓股同为格力电器， 南方、 大成和

富国基金公司第一大重仓股同为贵州茅

台， 博时、 广发、 华安和银华基金公司

第一大重仓股分别为万科

A

、 潞安环

能、 海螺水泥和苏宁电器。

基金公司第一大重仓股大多转向

大消费的食品饮料、 家电、 医药等行

业，

28

家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属

于食品饮料行业， 分别有

5

家和

3

家

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属于家电和

医药行业。

由于科技股整体表现领先， 也有一

批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属于科技行

业， 例如泰达宏利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

股莱宝高科， 金鹰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

股中环股份。 煤炭等行业也有基金公司

的第一大重仓股身影， 例如华泰柏瑞基

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兰花科创、 国海富

兰克林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西山煤

电、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的第一大重仓股

中国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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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股市波动一旦减退 亚洲市场即现长线入市良机

欧债危机旷日持久， 美国经济数据

较预期疲弱， 再加上新兴市场通胀压力

未见显著放缓， 令全球避险情绪不断升

温。 美国国库券因而成为资金避难所，

收益率屡创新低。

在这种不明朗的局势下， 环球股市

从第三季度起跌跌不休， 而成熟市场投

资者纷纷将资金撤回西方国家， 更是拖

累亚洲股市成为重灾区，

7

月至

9

月份

期间， 摩根士丹利新兴亚洲指数大跌逾

两成。

在大中华地区， 香港恒生指数及

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均大幅下挫， 投

资者沽出表现突出的周期股套利， 并

将资金转入公用及电讯等防守类股票。

期内传出有关中资银行财务不稳及

中国企业管治问题的谣言， 令市场

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 印度虽然饱受高通胀

及央行加息困扰，

9

月份股市表现仍

然跑赢同区市场。 韩国股市在第四季

度初以美元计大跌， 主要受制于韩元

汇率弱势， 但当地投资者的净买盘抵

消了外资流出的影响， 韩国综合指数

以当地货币计仍取得胜于其他市场的

回报。

在东盟地区， 具防守作用的马来

西亚股市表现相对较佳， 而近期表现

出色的泰国则大幅调整。 日本方面，

防守股表现相对较好， 而业务由中国

需求主导的公司则遭到抛售， 此外， 此

前表现出色的互联网公司也因投资者获

利回吐而下挫。

展望未来亚洲市场， 虽然仍受制于

银根紧缩， 但通胀可能已经见顶， 区内

本地需求也可望继续对增长构成支持。

鉴于亚洲众多企业的基本因素依然强

健， 加上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一旦

环球市场波动减退， 随时可能出现长线

入市良机。

个别市场方面， 中国经济在政府

调控下成功降温， “硬着陆” 风险不

大。 印度的过高估值已获修正， 股市

可望随着通胀缓和而有所表现。 东盟

股市基调良好， 但短期内仍有外资流

出的潜在风险。

至于日本， 虽然宏观经济数据积

弱， 日元汇率强势也对部分出口企业构

成损害， 但日本在电子商务、 网上广告

及工厂自动化范畴方面的机会却不断涌

现， 同时， 日本游戏机公司对于新兴移

动游戏潮流的掌握亦领先全球。

金融消费两年争宠 基金集体醉心吃喝

2009

年三季度，基金十大重仓股中

7

只为金融股，

2011

年三季度，十大重仓股中

6

只为消费股，贵州茅台登上重仓股龙头老大宝座

证券时报记者 杨磊

最近两年， 主动投资偏股基金的

重仓股经历了巨大变动。

2009

年三季

度， 基金十大重仓股中

7

只是金融股，

而到了

2011

年三季度， 十大重仓股中

6

只为消费股。 不仅如此， 十大重仓

股龙头也易主， 代表消费的贵州茅台

和五粮液首次占据基金重仓股前两席。

金融股

当爱已成往事

从

2006

年上一轮牛市开始， 金融

地产一直是基金重仓持有的品种 ，

2007

年三季度牛市高点时， 基金前六

大重仓股都是金融地产， 经历了

2008

年大熊市和

2009

年的反弹之后， 这种

基金重仓股以金融股为主的格局一直

没有改变。

天相统计数据显示，

2009

年三季

末， 主动投资偏股基金的十大重仓股中

7

席为金融股， 四季末时金融股增至

8

席， 前三大重仓股都是中国平安、 招商

银行和兴业银行， 基金持股市值超

300

亿元， 到第四位才是非金融股的贵州

茅台， 浦发银行、 民生银行、 深发展

A

、 中信证券和北京银行

5

只金融股当

时也进入了基金十大重仓股行列。 非

金融的十大重仓股

2009

年三季末还有

苏宁电器和中兴通讯， 四季度中兴通

讯被挤出十大重仓股。

然而， 从

2010

年开始， 金融股在

基金十大重仓股中的地位不断被挑战。

2010

年一季度末中兴通讯和格力电器

进入基金十大重仓股， 二季度末苏宁

电器跻身十大重仓股第三名， 并在三

季度一举超过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跃

升到第一名， 贵州茅台也超过招行，

位列基金重仓股第三名。

深圳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2010

年

二季度和三季度， 银行股受到再融资的

困扰， 因而整体表现疲弱， 代表消费股

的苏宁电器、 贵州茅台等股票却出现了

大幅上涨， 基金也顺势增持了这些消费

类股票， 当时基金经理的主流投资方向

是卖出金融股的同时买入消费股。

事实上，

2010

年三季度末金融股

和消费股已经是不相上下， 消费股从

重仓股数据上已略微领先于金融股，

金融股占据了十大重仓股中的

4

席，

消费股占据了其中的

5

席， 除苏宁电

器和贵州茅台外， 还有五粮液、 伊利

股份和东阿阿胶。

消费股

首次占据前两大重仓股

基金公司弃金融追消费的格局在

2011

年依然没有改变， 并且消费股的

地位进一步增强， 并在

2011

年三季度

末首次占据了前两大重仓股。

今年二季度末时， 贵州茅台以

245

亿元的持股市值占据了基金第一

大重仓股位置， 但第二到第四大重仓

股分别为金融和水泥行业的招商银行、

海螺水泥和中国平安， 第五到第八大

重仓股分别为消费行业的格力电器、

苏宁电器、 美的电器和五粮液， 第九

和第十大重仓股分别为浦发银行和泸

州老窖， 尽管消费股在数量上已经明

显超过金融股， 但招行和平安在基金

重仓股中的地位依然比较靠前。

经历了

2011

年第三季度的金融股

下跌和消费股中白酒股上涨之后， 消

费股已经全面超越金融股在基金投资

中的地位。

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分别以

234.69

亿元和

177.13

亿元的持股市值成为基金

前两大重仓股， 基金持有招行的市值从

2009

年年底的超过

400

亿元下降到了

不足

150

亿元， 格力电器和伊利股份分

别名列第四和第五大基金重仓股， 在前

五大基金重仓股中， 已经有

4

只为消费

股， 金融股只剩下

1

只。

从两年的变化来看， 主动投资偏

股基金的十大重仓股中只有招商银行、

贵州茅台、 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

4

只

股票依然保持在十大重仓股之列， 其

中

3

只银行股的名次都有所下降， 而

贵州茅台一跃成为基金第一大重仓股，

另外

6

席重仓股发生变化， 五粮液、

格力电器、 伊利股份等

5

只消费股进

入十大重仓股， 还有电力设备行业的

国电南瑞进入了十大重仓股。

基金增减仓

和价格波动是主因

基金作为目前

A

股市场最大的一

类机构投资者， 买卖股票备受市场关

注， 在这两年基金十大重仓股的剧烈

变动中， 大多是基金增减仓的结果，

但也有部分重仓股座次剧烈变动中基

金增减仓不明显， 价格波动才是主因。

例如， 基金对贵州茅台的持股数

量最近两年来并没有增加， 反而还有

1/4

左右的减持， 但由于价格的上涨，

导致贵州茅台成为基金第一大重仓股；

最近一年来基金重仓持有泸州老窖的

数量一直维持在

2

亿股左右， 但由于

价格上涨， 泸州老窖从第十四大重仓

股升至第九大重仓股。

同时， 基金对于金融股的减持力

度也十分明显， 持有中国平安从两年

前的

8.7

亿股减少到了

2.3

亿股， 基金

持有兴业银行从

9.3

亿股减少到了

6.8

亿股， 期间兴业银行还每

10

股送

8

股

并进行了配股。

近两年来公募基金不断受到老基

金赎回的困扰， 能够动用的投资资金

规模不断缩小， 流通市值庞大的金融

板块逐渐被基金所抛弃， 而消费股和

一些高成长中小盘股被基金所关注，

阶段性增持明显。

贵州茅台

2009

年以来走势 官兵

/

制图

基金五巨头

重仓股转型

近几年管理规模前五名的巨头基

金公司是重仓股转型的代表， 华夏基

金、 嘉实基金等公司转型较为彻底，

公司的十大重仓股换了

8

席。

华夏基金公司在

2009

年三季度

末的十大重仓股中， 有

8

只金融股，

前

7

大重仓股都是金融股， 分别为中

国平安、 工商银行、 兴业银行、 北京

银行、 交通银行、 南京银行和建设银

行， 是当时最重仓持有金融股的基金

公司之一。

然而， 到了

2011

年三季度末，

华夏基金公司除了保留建设银行、 招

商银行为第五、 第六大重仓股以外，

其他

8

只重仓股全部变化， 前四大重

仓股分别为伊利股份、 海螺水泥、 中

国宝安和广汇股份， 属于消费、 水泥

和地产行业， 最近两年这些股票的总

体表现明显强于所减持的金融股。

嘉实基金公司对金融地产股的抛

弃更加彻底，

2011

年三季度末该公

司的十大重仓股中无一为金融地产

股， 两年前所重仓持有的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 民生银行、 保利地产和工

商银行都已经退出了前十大重仓股。

和两年前相比， 嘉实基金公司只保留

了消费行业的双汇发展和格力电器，

新进的十大重仓股持有市值最多的股

票是五粮液、 国电南瑞、 康美药业和

东阿阿胶。 从

2010

年基金业绩来看，

嘉实基金公司正是由于转型较早， 重

仓持有的消费、 电力设备行业市场表

现较好而全年业绩表现领先。

易方达基金公司的十大重仓股两

年来变化了

7

只。

2009

年三季度末

易方达前五大重仓股分别为浦发银

行、 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 万科

A

和保利地产， 到了

2011

年三季度末

变成了格力电器、 潞安环能、 伊利股

份、 神火股份和天地科技， 属于消

费、 煤炭和机械三大行业。

南方基金公司

2009

年三季度末的

十大重仓股中除了贵州茅台和双汇发展

以外， 都是金融地产股， 两年后泸州老

窖、 五粮液和北大荒等股票进入十大重

仓股， 但该公司依然重仓持有深发展、

招商银行、 中信证券等金融股。

博时基金是五大基金公司重仓股

变化最少的， 只有

5

只重仓股发生了

变化， 该公司依然重仓持有金融地产

股， 第一大重仓股依然为万科， 十大

重仓股中还有保利地产、 华夏银行、

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为金

融地产股。

从过去两年大基金公司业绩来

看， 从金融地产股转型向消费等行业

的速度越快， 转型越彻底， 这两年的

整体业绩也就越优异。

(

木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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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开始， 金融股在基金十大重仓股中的地位不断

被挑战。 两年前， 超过六成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为金融股，

两年后， 只有不到一成的基金公司第一重仓股还是金融股。

过半基金公司的第一重仓股从金融行业转向其他行业， 大消

费中的食品饮料、 家电、 医药是转出的重点。

管理规模前五名的巨头基金公司是重仓股转型的代表，

华夏基金、 嘉实基金等公司的十大重仓股换了

8

席。 从过去

两年大基金公司业绩来看， 转型向消费等行业的速度越快，

这两年的整体业绩也就越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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