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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降了

10

月

CPI

或进一步回落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由于

10

月份食品价格出现较大

幅度回落， 对此， 机构和业内专家

预测， 今年

10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

CPI

） 将结束此前几个月维

持在

6%

以上的高位态势， 进一步

回落， 回落到

6%

以下基本无悬念。

商务部昨日公布的周度数据显

示，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

和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三周继续回

落。

10

月份水产、 鸡蛋价格下降较

快； 其中， 国庆节后一周蔬菜价格

由涨转跌， 蔬菜单周降幅达

5%

；

粮食、 食用油小涨， 但涨幅不及前

两月。 前期为

CPI

涨幅贡献最大的

猪肉价格也开始回落。 搜猪网的数

据显示， 猪肉价格连续第

7

周下跌，

10

月份的累计跌幅已经达到

4.8%

。

此外，

10

月份前

28

天， 农业部监

测的食品价格环比下跌

3.8%

。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表示，

10

月份食品价格环比可能

在

-0.1%

附近， 为

6

月以来首次为

负。

10

月

CPI

同比将落入

5.4%~

5.6%

的区间内， 中值

5.5%

， 较

9

月份大幅下行

0.6

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也认为， 由于数据显示近期食品价格

环比涨幅下降， 所以

10

月份的

CPI

环比涨幅将向历史均值回归， 预计

10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5.6%

左右， 四

季度

CPI

涨幅将逐月下降， 年底可能

回落至

5%

以下。 交行分析师唐建伟

指出， 前期对

CPI

推升作用明显的部

分食品价格涨幅开始回落， 同时， 近

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回调， 也可减轻我国输入型通

胀压力， 预计

10

月份

CPI

同比增幅

在

5.3%~5.5%

之间。

虽然

CPI

有所回调， 但专家表

示， 未来一段时期内通胀还将维持高

位。 央行研究局原副局长景学成此前

就表示， 当前并不存在

CPI

拐点， 通

胀水平仍然很高。 明年通货膨胀的压

力还是很大， 通胀走向不是什么拐点

的问题， 而是一个抛物线， 它是缓慢

回落的， 不要期望它在第四季度立刻

就下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

部副研究员王天龙认为， 中国目前的

通胀问题依然棘手， 且短期内很难迅

速解决， 整体来看， 一段时期内通胀

还将维持高位。 结合近期国际经济形

势， 新一轮的宽松浪潮很可能于近期

出现， 国内应该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同

时保持政策的稳健。

10

月住宅均价环比下跌城市大增

十大重点城市住宅均价降至今年

3

月以来最低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10

月份多数城市住宅均价继

续下跌， 环比下跌城市数量大幅增

加。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百

城价格指数显示，

10

月份， 全国

100

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

8856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降

0.23%

。 其

中， 有

58

个城市环比下跌， 比

9

月份增加

14

个， 是自去年

8

月份

以来下跌城市数量最多的一个月。

与此同时， 十大重点城市住宅均价

降至今年

3

月以来最低。

数据显示，

10

月份全国

100

个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连续第二个

月环比下降， 且降幅有所扩大， 环

比下跌的城市数量为今年以来最多

的一个月， 环比跌幅在

1%

以上的

城市数量共有

11

个， 比

9

月份增

加

1

个。 其中， 环比跌幅居前的城

市有廊坊、 北海、 重庆 （主城区）、

宜昌、 洛阳、 唐山、 中山、 营口、

嘉兴、 菏泽、 惠州， 跌幅在

1%~

2%

之间； 另有佛山、 昆山、 马鞍

山、 哈尔滨等

47

个城市也环比下

跌， 跌幅在

1%

以内。

此外， 仍有

40

个城市价格环

比上涨， 比

9

月份减少

14

个 。

其中， 涨幅居前的城市有宝鸡、

德州 、 常熟 、 南通、 湘潭 、 潍

坊、 鄂尔多斯、 郑州、 东营、 沈

阳等

10

个城市， 除宝鸡环比涨

幅超过

2%

外， 其他

9

个城市涨

幅皆不超过

1.5%

， 另有衡水、 南

昌等

30

个城市价格环比涨幅均

不超过

0.6%

。

10

月份北京等十大城市住宅

平均价格为

15720

元

/

平方米， 环

比下降

0.42%

。 其中， 仅深圳价格

环比上涨， 涨幅为

0.28%

； 重庆

(

主城区

)

、 南京、 广州、 天津、 上

海、 北京、 成都和杭州

8

个城市住

宅价格环比下降， 武汉与上月持

平。 同比来看， 十大城市平均价格

上涨

2.44%

， 是去年

6

月份以来的最

低水平。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 从

10

月

份调查数据看， 一、 二线城市受调控

政策的影响较大， 龙湖、 首创、 万

科、 富力、 恒大等大型房企在北京、

天津、 成都的一些项目降价幅度超过

20%

， 此外， 从区域来看， 郊区县楼

盘的降幅居前， 如杭州的下沙区、 北

京的通州区等， 由此可见调控效果开

始凸显。 同时也有部分三、 四线城市

规模较小的开发商由于资金压力较

大， 开始加大打折力度以加快推盘速

度，

10

月份部分楼盘价格降幅也超过

了

20%

。

证券业协会增补

22

名

两融业务评价专家

中国证券业协会昨日发布公告称， 决定增

补孔庆文等

22

人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方

案专业评价专家， 其中两人为证券金融公司筹

备组成员。

这

22

人分别是： 证券金融公司筹备组成

员孔庆文、 齐鲁证券融资融券部总经理支连

营、 国元证券融资融券部总经理王卫宁、 中国

证监会市场监管部副调研员王丽、 国都证券融

资融券部副总经理边纪华、 中投证券融资融券

部总经理助理刘健、 中金公司融资融券部副总

经理华海玥、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监管中

心副总监张伟、 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副处长

张悦、 安信证券融资融券部总经理李力、 宏源

证券信用交易部总经理李金柱、 上海证券交易

所会员部副总监邹常林、 方正证券信用交易部

副总经理陈丽华、 兴业证券融资融券部副总经

理陈翠红、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副处长陈黎君、

中信建投证券融资融券业务部行政负责人周

笑予、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高级经理周琳

杰、 西南证券信用交易部内控经理唐旭、 深

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部副总监唐瑞、 证券金融

公司筹备组成员隆武华、 长城证券信用交易

部副总经理黄小谦和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

副处长童卫华。 （郑晓波）

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中国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全体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 咨询委员会主

任委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陈共炎出席会

议。 会议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湘平主持。

会议一致认为委员会应当以论坛为基本

运作形式， 每年至少举办一次高层次和高水

平的高端论坛， 为协会决策、 行业发展和会

员创新服务。 会议还确定了委员会近期几项

研究课题。 （郑晓波）

珠海“双限”压力或传导周边地区

� � � � 昨日珠海正式加入楼市限购阵

营， 同时对楼盘进行限价， 至此广东

省实施限购的城市达到

4

个。 据媒体

报道， 珠海市政府是连夜开会表示将

施行楼市限购政策的。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

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 佛山试探性松

绑限购助推了珠海推出限购令。 佛山

的一次试探， 正好证明了楼市调控不

能放松。 而深圳、 广州、 佛山三地的

限购， 把房地产投资需求向未限购城

市驱赶， 珠海就是 “重灾区”。 宋

丁指出， 周边城市的长期限购产生

的溢出效应， 对珠海的房价产生压

力， 而珠海限购后， 这种压力有可

能再传导到其他地区。

除了周边城市的压力， 珠海现

在的房价压力更是推出限购的直接

原因。 今年珠海的房价调控目标是

11285

元

/

平方米。 但据统计， 珠

海

1 ~9

月新房住宅成交均价为

11967

元

/

平方米， 比去年全年均

价上涨

17.7%

， 约高于当地国内生产

总值

(GDP)

增长幅度

5~7

个百分点；

并且从

8

月份开始， 价格同比涨幅由

1~7

月份的

8.8%

迅速提升至

17.3%

。

因此也有业内人士对珠海此举反问：

“珠海为什么不早推出？ 为什么只是主

城区？”

不过， 宋丁认为在现在楼市调控

复杂的情况下， 珠海限购令此时出台，

可以说明珠海在贯彻中央调控的问题上

做得很有决心。

(

杨丽花

)

四新股明日登陆中小板

龙生股份、 宜昌交运、 成都路

桥、 仁智油服等

4

新股

3

日将登陆

中小板，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简称为 “龙生股份”， 证券

代码为 “

002625

”， 公司股份总数

为

7733.8

万股； 湖北宜昌交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 “宜昌

交运”， 证券代码为 “

002627

”， 公

司股份总数为

13350

万股； 成都市

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

“成 都 路 桥 ” ， 证 券 代 码 为

“

002628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700

万股；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 “仁智油服”，

证券代码为 “

002629

”， 公司股份

总数为

11443

万股。 （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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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待QDII投资中的汇率波动问题

中银国际证券 赵梅

（

证书编号

：

S1300610120097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

持有外币资产或者投资海外资

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

。

海外投资是为了通过分散投资的方式来减少资

产组合收益波动的风险

，

但在投资其他地区和国家资本市场分享成长收益的

同时

，

不可避免的也要面对不同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风险

。 Q D II制度是目前

一种重要的海外投资方式

，

同其他持有海外资产的投资方式一样

，

汇率风险对

于 Q D II投资的收益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05年以来

，

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升

值区间

，

相对于持有人民币资产

，

持有美元资产会面临汇率损失

。

根据 Q D II
发行募集资金和收益核算的方式不同

，

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有些是隐含在

Q D II产品的投资收益之中

，

也有些是独立于 Q D II产品的投资收益之外

。

但是

，

人民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并非同向变化

，

对非美元货币并非处于

持续升值的过程之中

，

人民币对各国货币加权的名义汇率指数升值幅度要远

小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

。

就某一年度来看

，

持有非人民币资产面临的汇

率波动带来的有可能是汇兑损失但也有可能是汇兑收益

。

而且客观的来说

，

。00，年以来中国国内一般商品价格以及以房屋土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经过

了加速上涨的过程

，

而美国的地产价格则持续 5年下跌

，

人民币对美元正在

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

，

从中期来看升值空间已经有限

，

并且在某些时期也会

出现贬值的过程

。

而相对于居民正在增长的全球消费需求而言

，

持有外币资

产可以匹配相应的境外消费需求

，

从而在某些程度上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

。

选择海外投资就需要面对汇率波动的风险

，

汇率波动问题在 Q D II投资

中的风险应该客观的看待

。

理性投资者应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观察各种投资工

具

，

在风险可控的范围之内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

。

一、海外投资需要面对汇率波动的风险，

QDII

基金作为投资海

外市场的一种渠道，都会引发隐性或者显性的汇率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

中国居民进行海外投资的发展

趋势正在形成

。

海外投资是为了通过分散投资的方式来减少资产组合收益波

动的风险

，

但在投资其他地区和国家资本市场分享成长收益的同时

，

不可避

免的也要面对不同货币之间汇率波动的风险

。

从最初的单纯的外币储蓄存

款

，

到后来商业银行推出的外币理财产品

。

而进入 。00，年

，，月 31日

，

工商

银行推出国内第一款 Q D II产品

，

同年 11月

，

国内基金管理公司发行首支

Q D II基金

———

华安国际配置

，

金融机构为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资产或者投资

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投资渠道

。

截至 。011年 年月 30日

，

中国内地已经累计发行成立 50支 Q D II基金

。

与

A 股基金不同

，

在对投资收益进行最终核算的时候

，

所有 Q D II基金都不可避

免的会面临汇率波动风险

。

根据募集条约中约定的投资地区范围的不同以及投

资核算货币的不同

，

投资者面对的汇率风险有些是隐含在 Q D II产品的投资收

益之中

，

也有些是独立于 Q D II产品的投资收益之外

。

因此

，

所有 Q D II基金的

最终投资收益都会受到投资地区货币与结算货币之间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

。

对于以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的 Q D II基金而言

，

其汇率风险隐含在投

资收益结算之中

，

也可以称作隐性的汇率风险

。

无论该支 Q D II产品是其投

资于单一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

，

还是投资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或者全球范

围内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

在各地区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存在波动的情

况下

，

在最终核算的投资收益之中都将计入投资期内汇兑损益影响

。

而对于以外币募集

、

外币核算

、

外币返还的 Q D II基金而言

，

特别是投资

于单一的境外市场

（

比如投资于美国的 的 ASD AQ 市场或者是中国香港市

场

）

的基金以单一货币投资

，

并且以这种货币结算

，

因此其投资收益核算过程

中不会涉及汇率转换的问题

，

不会产生汇率风险

。

投资者面临的汇率风险独

立于 Q D II的投资收益之外

，

汇率风险只有当投资者进行该种外币与人民币

之间转换的时候才会发生

。

由于这种汇率风险独立于 Q D II的投资收益核算

之外

，

因此也叫做显性的汇率风险

。

这种以外币募集

、

外币核算

、

外币返还的

Q D II基金产品更类似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外币产品

。

二、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并不同向变化，持有非人民币资

产带来的有汇率损失，也有可能是汇率收益

汇率的波动性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汇兑损失

，

也

有可能是汇兑收益

。

在一国货币相对结算货币贬值的周期中

，

汇率波动会降

低投资人持有该国金融资产的最终核算收益

；

而在相对结算货币升值的周期

中

，

则会提高持有该国金融资产的最终核算收益

。

一般而言

，

生产效率提高较

快的国家也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

其利率水平也一般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

在该国货币汇率升值的同时其金融资产也会有较好的表现

。

因此

，

投资者在

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

，

也应该通过尽可能合理的选择所投资的地区宏观经济

形势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

减少或者控制汇率损失

。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就处于这种状况

。

在除去 。008
年危机之外的多数时间里

，

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处于升值周期

。

比

如从 。008年到 。011年前三季度

，

巴西雷亚尔分别升值 。值.，% ，值.8% 和

值.3% 。

而对于日元和瑞士法郎来说

，

由于其长期处于零利率的货币环境之中

，

因此被金融市场作为息差交易的借入货币

。

而且在 。008年危机之后

，

由于他

们在发达国家之中相对稳定的经济状况

，

因此被作为美元之外的替代性避险

货币使用

，

因此其对美元汇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升值状态

。

日元在 。008年

对美元升值 18.8% ，。00年年小幅贬值 。.，% ，

而在 。010年和 。011年前三季

度

，

日元对美元分别升值 1。.年% 和 5.，% 。

瑞士法郎则连续四年对美元升值

，

从 。008年到 。011年前三季度

，

升值幅度分别为 5.年% ，3.。% ， 年.，% 和 1值% 。

而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一类的资源出口型国家

，

其经济状况随着新兴市场

国家的强劲增长而在发达国家中相对增速较快

，

因此其货币在 。008年危机

后也相对美元呈现出强劲升值的过程

，

澳元从 。00年年到 。011年前 3季度

，

分别升值幅度为 。，.值% ，1值% 和 值.，% 。

持有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

，

就可以取

得在金融资产的正常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之外的汇兑收益

。

虽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呈现持续升值的趋势

，

从 。005年到 。00年年 ，月

30日

，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1，.5% ，

从 。010年 ，月到 。011年 年月

，

人民币对美

元升值 ，.年3% 。

但是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

，

人民币并非单边升值

，

人民币对各种

主要货币加权的汇率指数的升值幅度也要远小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

。

比

如在 。00年年

，

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 0.1% ，

而对欧元和英镑则分别贬值

1.值% 和 11.1% ，

人民币在 。010年对日元贬值 10.1% ，

在 。011年前三季度

，

人民

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 值% ，

而对欧元和英镑名义汇率仅分别升值 。.0% 和

。.8% ，

而对日元则贬值 。.1% 。

如果在 。010年以来

，

持有日元资产

，

则人民币对

日元的双边汇率波动给投资者带来就并非是汇兑损失

，

而是汇兑收益

。

三、中国居民境外消费比重逐渐提高，持有外币资产可以匹配

外币消费，消除汇率波动风险

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

，

中国居民也需要和并已经开始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消费

。

通过在长期内投资配置和持有一定比例的外币资产

，

可以与

未来对该种货币的消费需求相匹配

，

从而也可以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

。

特别

是在目前中国通胀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

持有外国货币并在该货币区消费的货

币购买力变动往往远远小于名义汇率表现出的差异

。

比如

，。011年 1年8月

份

，

中国 国PI同比变化为 ，.。% ，

而欧元区和日元的 国PI同比变化仅为 。.5%
和 0.。% ，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不同的通胀水平下

，

相对于人民币

，

欧元和日

元的购买力分别提高了 3.，% 和 ，% 。

如果考虑到欧元和日元相对于人民币名

义汇率的变化

，

则购买力分别变动 1.，% 和 8.1% 。

而且从客观上来说

，。00，年以来中国国内一般商品价格以及以房屋土地

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经过了加速上涨的过程

，

而美国的地产价格则持续 5年下

跌

，

人民币对美元正在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

，

从中期来看升值空间已经有限

，

并且在某些时期也会出现贬值的过程

。

因此

，

人民币对美元的单一升值过程正

在逐渐结束

，

居民持有美元资产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持续汇率损失

，

也有可能在

未来获得会对收益

，

而且实际购买力的波动要远小于名义汇率的波动

。

附录

、

相关数据

图表

1.QDII

基金投资实际资产配置区域

国家 家地区投资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例QDII)% 。011中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中国香港 美国 澳大利亚 亚u 瑞士 英国 国si国 印度 泰国 韩国 新加坡

印度尼

西亚

基金份额

例亿份)
基金成立日

。0。801.日 F 南方全球精选 31.35 188.150， 。00，年0年年1年

0000值1.日 F 华夏全球精选 35.，1 。。.，。 0.3 8.1年 8.1年 8 0.，8 0.。1 。.年8 。.值年 1.，值 1年8.18， 。00，年10年0年

0，001。.日 F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8年.0。 1.0年 1年8.01年5 。00，年10年1。

3，，01，.日 F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15 15.。。 3.，， 3.，， 33.15 ，.83 。.，3 1，.，， 3.0年 。.年值 。。0.年。，年 。00，年10年。。

值8，001.日 F 工银瑞信全球配置 33.，年 38.0， 1.1， 1.3， 0.33 1.0值 ，.5， 1.。， 。.85 。.3， 1.08 1。.3，5年 。008年0。年1值

。值1001.日 F 华宝兴业中国成长 ，3.。。 3.，值 0.80，值 。008年05年0，

183001.日 F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 。3.13 1.。，年1 。008年05年。，

51年，01.日 F 海富通海外精选 ，8.。， 3.55 3.。3 3.。3 1.年8，8 。008年0，年。，

51年，年，.日 F 交银环球精选 3，.年值 。，.年年 1.5。 8.。1 1.3 ，.年1 3.3 。.。， 1.0值 1.5值8， 。008年08年。。

118001.日 F 易方达亚洲精选 值1.88 10.年值 值0.3年 值0.3年 1.值33年 。010年01年。1

。1，015.日 F 招商全球资源 1，.值1 30.31 1值.年 1，.值， 1，.值， 1.年3，。 。010年03年。5

1，0。13.日 F 国泰纳斯达克 100 8，.8值 。.，8，值 。010年0值年。年

值8，00。.日 F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 11.，， 5。.，， 1.5值 0.8年 0.8年 年.03 5.13 0.，3 3.1， 1.3值1值 。010年05年。5

08000，.日 F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 。，.8 值0.1， ，.5， 。.8 3.，， 0.5值，8 。010年05年。，

1，1。10.日 F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 。5.55 1，.。， 13.5 13.5 1。.。值 值.0年 值.13 值.0。 0.，年年8 。010年0，年10

值，0888.日 F 汇添富亚澳精选 值0.0。 。8.年年 ，.年， ，.年， 0.年3，8 。010年0，年。5

050015.日 F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 5。.，， 值.3 ，.，8 1.1， 3.。8 。.值3 0.81 0.年值年值 。010年0，年。，

。，00。3.日 F 广发亚太精选 3年.年年 ，.值， 10.年值 1，.13 1值.值值 1.3， 0.3。 1.，值年5 。010年08年18

53年001.日 F 建信全球机遇 3，.5 。，.，8 1.。， ，.。， 0.8， 5.值 3.，35， 。010年0年年1值

0值0018.日 F 华安香港精选 8，.值1 1.55 。.年3，年 。010年0年年1年

1，0，1，.日 F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 年3.5。 。.0年1。 。010年0年年30

。0，00，.日 F 鹏华环球发现 1.，513 。010年10年1。

100050.日 F 富国全球债券 。.，0。。 。010年10年。0

值，0010.日 F 华泰柏瑞亚洲企业 3值.0。 ，.。8 3.8年 。值.。 5.。。 10.年3 8.05 1.03值5 。010年1。年0。

1，1815.日 F 银华抗通胀主题 值.8881 。010年1。年0，

1，01。1.日 F 南方金砖四国 值。.5， 1，.0。 1，.0。 。.，，。3 。010年1。年0年

1，5510.日 F 信诚金砖四国 1，.年5 1.00值 。010年1。年1，

3。0013.日 F 诺安全球黄金 15.，。51 。011年01年13

51年，0。.日 F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 55.1， 3.，值 1.1值18 。011年01年。，

3，800，.日 F 上投摩根新兴市场 年.81 10.31 值.年8 值.年8 11.值， 。.13 1.年 ，.3， 1.08 1.。555 。011年01年30

1，1，1值.日 F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 值0.11 33.值1 。3.0。 。3.0。 1.，，1， 。011年0。年11

1，3813.日 F 中银全球策略 1.，1 1.值值 ，.3。15 。011年03年03

。值100。.日 F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 1.。585 。011年03年15

0年，001.日 F 大成标普 500等权重 年。.18 1.，0年值 。011年03年。3

51年年81.日 F 长信标普 100等权重 3，.年， 0.5年，1 。011年03年30

资料来源

：

Wind

，

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

2. QDII

基金收益率表现状况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 。008 。00年 。010 3Q。011
称rom

亚st国blish
基金份额

例亿份)
基金成立日 基金管理人

。0。801.日 F 南方全球精选 年值3.33 3年.55 1.8年 年。5.1， 年值3.50 188.15 。00，年0年年1年 南方

0000值1.日 F 华夏全球精选 年值1.10 5，.，5 8.8， 年。3.值1 年31.30 1年8.1年 。00，年10年0年 华夏

0，001。.日 F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年值年.年值 5，.年5 年。.5年 年。，.00 年值年.年0 1年8.0。 。00，年10年1。 嘉实

3，，01，.日 F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年5，.。1 58.值年 1值.00 年。8.3。 年50.值0 。。0.年3 。00，年10年。。 上投摩根

值8，001.日 F 工银瑞信全球配置 ，值.年3 年.。， 年。1.年， 年。1.80 1。.38 。008年0。年1值 工银瑞信

。值1001.日 F 华宝兴业中国成长 5值.08 年3.1， 年。，.值1 年1年.。0 0.81 。008年05年0， 华宝兴业

183001.日 F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 。年.年3 3.。5 年1，.1值 年18.30 1.。8 。008年05年。， 银华

51年，01.日 F 海富通海外精选 83.值， 年0.，5 年。5.8。 33.值， 1.年年 。008年0，年。， 海富通

51年，年，.日 F 交银环球精选 ，。.30 1.值， 年。，.35 。5.。8 1.55 。008年08年。。 交银施罗德

118001.日 F 易方达亚洲精选 年。，.0。 年。1.80 1.值3 。010年01年。1 易方达

。1，015.日 F 招商全球资源 年。3.30 年，.50 1.年值 。010年03年。5 招商

1，0。13.日 F 国泰纳斯达克 100 年，.，年 3.3， 。.，年 。010年0值年。年 国泰

值8，00。.日 F 工银瑞信全球精选 年。3.3， 年18.00 1.3值 。010年05年。5 工银瑞信

08000，.日 F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 年。3.35 年1，.5。 0.55 。010年05年。， 长盛

1，1。10.日 F 国投瑞银新兴市场 年。，.年8 年。0.，0 0.，0 。010年0，年10 国投瑞银

值，0888.日 F 汇添富亚澳精选 年。3.3年 年1值.，， 0.年值 。010年0，年。5 汇添富

050015.日 F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 年。0.01 年1，.53 0.年5 。010年0，年。， 博时

。，00。3.日 F 广发亚太精选 年。1.值值 年1年.00 1.，5 。010年08年18 广发

53年001.日 F 建信全球机遇 年。。.。， 年。3.50 3.，值 。010年0年年1值 建信

0值0018.日 F 华安香港精选 年。5.3， 年。8.。0 。.年值 。010年0年年1年 华安

1，0，1，.日 F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 年30.5值 年3，.值， 。.0年 。010年0年年30 嘉实

。0，00，.日 F 鹏华环球发现 年1，.年1 年18.值0 1.，5 。010年10年1。 鹏华

100050.日 F 富国全球债券 年5.30 年5.30 。.，0 。010年10年。0 富国

值，0010.日 F 华泰柏瑞亚洲企业 年。，.3， 年。，.00 1.03 。010年1。年0。 华泰柏瑞

1，1815.日 F 银华抗通胀主题 年1值.51 年1值.00 值.8年 。010年1。年0， 银华

1，01。1.日 F 南方金砖四国 年。5.5。 年。5.3， 。.，， 。010年1。年0年 南方

1，5510.日 F 信诚金砖四国 年。3.80 年。3.80 1.00 。010年1。年1， 信诚

3。0013.日 F 诺安全球黄金 1。.5值 15.，3 。011年01年13 诺安

51年，0。.日 F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 年。年.50 1.1值 。011年01年。， 海富通

3，800，.日 F 上投摩根新兴市场 年。1.80 1.。， 。011年01年30 上投摩根

1，1，1值.日 F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 年。年.30 1.，， 。011年0。年11 招商

1，3813.日 F 中银全球策略 年1，.80 ，.3。 。011年03年03 中银

。值100。.日 F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 年1。.，0 1.。， 。011年03年15 华宝兴业

0年，001.日 F 大成标普 500等权重 年1年.年0 1.，1 。011年03年。3 大成

51年年81.日 F 长信标普 100等权重 年1。.80 0.，0 。011年03年30 长信

0500。0.日 F 博时抗通胀 年1。.00 13.。年 。011年0值年。5 博时

1，111，.日 F 易方达黄金主题 年。.30 。，.5， 。011年05年0， 易方达

0值00。1.日 F 华安大中华升级 年。。.，0 。.。， 。011年05年1， 华安

53年00。.日 F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 年，.80 值.。， 。011年0，年。1 建信

。，00。，.日 F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 年1年.50 值.值， 。011年0，年。8 广发

100055.日 F 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 年5.年0 3.，3 。011年0，年13 富国

。。年001.日 F 泰达宏利全球新格局 年1.00 值.值。 。011年0，年。0 泰达宏利

1，0，1年.日 F 嘉实黄金 年3.，0 5.，8 。011年08年0值 嘉实

1，值，01.日 F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年，.，0 ，.15 。011年08年31 汇添富

。，。001.日 F 景顺长城大中华 0.00 。.年1 。011年0年年。。 景顺长城

3。001，.日 F 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 0.00 ，.8。 。011年0年年。3 诺安

1，01。5.日 F 南方中国中小盘 0.0。 3.00 。011年0年年。， 南方

1，3。08.日 F 诺安油气能源 0.00 年.51 。011年0年年。， 诺安

1，。值11.日 F 华宝兴业标普油气 0.00 3.，3 。011年0年年。年 华宝兴业

资料来源

：

Wind

，

中银国际研究

图表

3.

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

（

+

）

/

贬值

（

-

）

情况

名义汇率 欧元 英镑 日元 瑞士法郎 印度里拉 巴西雷亚尔 俄罗斯卢布 泰铢 加元 澳元

。00， 1.值583 1.年8。， 111.，年 1.13， 3年.值15 1.，，年 。值.，3年8 33.，年 0.年年11 0.8，，，

。008 1.3年51 1.值5，， 年0.，8 1.0，88 值8.80。5 。.31值5 30.5。年， 3值.，， 1.。1， 0.，0值，

。00年 1.值331 1.，1值， 年3.1值 1.03值8 值，.5。5 1.，值值5 30.035 33.3年 1.0值58 0.8年8

。010 1.338值 1.5，1。 81.1。 0.年35。 值值.，05 1.，，13 30.53， 30.0， 0.年年8 1.0。33

。011 1.值值1 1.，。，5 ，，.5。 0.80值1 值，.0年5 1.58年， 。8.8。8， 。年.年值 0.年，， 1.0，1。

汇率升值

（ （）
家贬值

（ 年） %

。00， 10.5 1.。 ，.1 ，.年 10.年 1，.， ，.值 ，.， 15.0 11.。

。008 年值.3 年。，.5 18.8 5.年 年。3.8 年30.1 年。3.年 年3.。 年。。.8 年1年.，

。00年 。.， 10.8 年。.， 3.。 值.， 。值.， 1.， 3.年 1值.1 。，.值

。010 年，.， 年3.3 1。.年 年.， 3.年 值.8 年1.， 10.0 值.， 1值.0

。011 ，.， 值.。 5.， 1值.0 年3.1 值.3 5.， 0.值 。.1 值.，

注

：

2011

年为截至

8

月

31

日数据

。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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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升值

（

+

）

/

贬值

（

-

）

情况

每单位外币兑换人

民币元

美元 港币 日元 欧元 英镑

。00， ，.808， 1.00值， 0.0，5， 10.。，，5 15.3。3。

。00， ，.30值， 0.年3，值 0.0，值1 10.，，，年 1值.580，

。008 ，.83值， 0.881年 0.0，5， 年.，5年0 年.8，年8

。00年 ，.8。8。 0.8805 0.0，38 年.，年，1 10.年，80

。010 ，.，。。， 0.850年 0.0813 8.80，5 10.。18。

。011 ，.35值年 0.815值 0.0830 8.，3。8 年.年。，0
外币对人民币名义

贬值

（ 年） ，

升值例（)
美元 港币 日元 欧元 英镑

。00， 年，.5 年，.8 年。.值 3.年 年值.8

。008 年，.值 年5.8 18.1 年年.值 年3。.。

。00年 年0.1 年0.。 年。.5 1.值 11.1

。010 年3.0 年3.值 10.1 年10.1 年，.年

。011 年值.0 年值.。 。.1 年。.0 年。.8
外币对人民币实际

贬值

（ 年） ，

升值例（)
美元 港币 日元 欧元 英镑

。00， 年8.年 年年.5 年8.。 0.5 年年.。

。008 年，.5 年值.年 1，.3 年年.0 年30.3

。00年 0.， 年0.8 年，.1 0.5 1。.1

。010 年，.1 年5.1 5.5 年1。.5 年，.8

。011 年，.值 年值.， 年3.年 年5.， 年值.5

注

：

2011

年为截至

9

月

30

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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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5

年以来各国股市涨跌幅度比较

（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为

100%

）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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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06

年以来各国股市涨跌情况

% 沪深 300
法国

国A 国值0
德国 DA 国 恒生指数

印度

S度的S度国
日本

的i本本亚i。。5
英国

F国S度100
道指工业 的A SDA Q

。00， 1。1.0 1，.5 。。.0 3值.。 值，.， ，.年 10.， 1，.3 年.5

。00， 1，1.5 1.3 。。.3 3年.3 值，.1 年11.1 3.8 ，.值 年.8

。008 年，5.年 年值。.， 年值0.值 年值8.3 年5。.值 年值。.1 年31.3 年33.8 年值0.5

。00年 年，.， 。。.3 。3.8 5。.0 81.0 1年.0 。。.1 18.8 值3.年

。010 年1。.5 年3.3 1，.1 5.3 1，.值 年3.0 年.0 11.0 1，.年

3Q。011 年1，.5 年。1.， 年。0.值 年。3.， 年1年.8 年1值.年 年13.1 年5.， 年年.0

。00年年3Q。011 值。.0 年，.3 1值.值 。。.3 ，0.， 年1.8 15.， 。值.3 53.。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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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虑物价相对变动后

，

持有不同货币在该货币区内购买力变化

国PI 美国 中国香港 日本 欧元区 英国 中国

。00， 值.1 3.8 0.， 3.1 。.1 ，.5

。008 0.1 。.1 0.值 1.， 3.1 1.。

。00年 。.， 1.3 年1.， 0.年 。.年 1.年

。010 1.5 。.年 0.0 。.。 3.， 值.，

。011 3.8 5.， 0.。 。.5 值.5 ，.。
物价变动带来外币相对中国人民币购买力变化

（ （ 上升

，年 下降

）

。00， 。.值 。.， 5.8 3.值 值.值

。008 1.1 年0.年 0.8 年0.值 年1.年

。00年 年0.8 0.， 3.， 1.0 年1.0

。010 3.1 1.， 值.， 。.值 0.年

。011 。.值 0.5 ，.0 3.， 1.，
外币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化

：

贬值

（ 年） ，

升值例（)

。00， 年，.5 年，.8 年。.值 3.年 年值.8

。008 年，.值 年5.8 18.1 年年.值 年3。.。

。00年 年0.1 年0.。 年。.5 1.值 11.1

。010 年3.0 年3.值 10.1 年10.1 年，.年

。011 年值.0 年值.。 。.1 年。.0 年。.8
持有不同货币资产对应的实际购买力变化

。00， 年值.1 年值.1 3.值 ，.3 年0.值

。008 年5.3 年，.， 18.年 年年.8 年3值.1

。00年 年0.年 0.值 1.1 。.值 10.1

。010 0.1 年1.， 1值.， 年，.， 年，.0

。011 年1.， 年3.， 8.1 1.， 年1.1

注

：

2011

年为截至

8

月

31

日数据

。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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