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人才无觅处 准基金专户难开张

证券时报记者 程俊琳

急于步入专户业务的基金公司

正在饱受梦想近在咫尺而无法实现

的煎熬。 专户业务门槛降低， 但没

有称职的人才， 专户业务无法开

展， 行业陷入对专户人才的极度饥

渴状态。

“最近我们刚刚解决了专户负

责人的人才缺口问题， 终于可以着

手申报专户资格了。” 一家小型基

金公司人士透露。 此前， 由于没有

专户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该公司在

第一批资格申报中败下阵来。

一家已经申报了专户资格的高

管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他们公司

提前进行了部门筹建， 虽然在将

负责人请进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

一直处于支出状态， 但总比临时找

人要强。 “专户负责人非常难找，

需要确实做过专户业务的人才， 而

不是仅仅做过投资。 但问题在于，

业绩不错的专户投资人， 自然在原

公司受宠， 想挖角我们也开不起价

码； 业绩一般的， 我们又不敢贸然

请来， 怕花了钱挖错了人， 所以非

常为难。” 据该高管透露， 公司为

了挖到该专户负责人， 动用了各种

关系， 而且花了大价钱。

但这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会采取

的策略， 前述公司就一直因为开闸

时间窗口问题， 在寻找合适人手上

慢了一步， 以至于无法申报资格。

“我们确实在找负责人， 只是能看中

的人确实太少， 合适的又嫌公司庙

小。” 该公司人士表示。 另一家已经

上报资格的沪上小基金公司内部人士

也透露， 该公司专户负责人到岗一年

了， 部门一直是支出状态。 “好处

是， 我们公司提前把人手问题解决

了， 不然现在也很被动。” 该公司人

士告诉记者。

除了专户负责人， 投资经理也是

这些准专户公司的心头之痛。 前述基

金公司高管就向记者透露， 一旦专户

资格获批， 公司会进行第一批产品操

作， 目前产品设计以及客户储备已经

到位， 只等这一天的到来。 不过， 他

也忧心后期发展问题。 “且不论有没

有后期客户以及第一批业绩如何， 假

如一切顺利， 专户真要发展起来， 我

们的投资经理也根本不够。”

证券时报记者也了解到， 投资经

理几乎成为所有基金公司常年招聘的

人才之一，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招聘

要求上就显示， 要求有五年以上金融

证券从业经验， 三年以上投资管理工

作经验和一年以上相似岗位工作经

历； 且要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和

出色的以往业绩， 以负责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的具体投资运作。 “这已经放

低了对人才的要求， 否则根本不可能

会有合适人员出现。” 一位猎头公司

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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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保本今日发行

近期债券市场走出一波牛市行情， 工银瑞

信保本基金在债券基金一片上涨之中开始发

行， 投资者可通过工行等渠道进行认购。 据了

解， 该基金保本范围全面， 包括认购并持有到

期的基金份额的净认购金额、 认购费用以及募

集期间的利息收入之和。 拟任基金经理何秀红

表示， 随着基本面、 资金面、 信用风险出现缓

解迹象， 债券市场正经历一轮牛市。 （鑫水）

大成中国核心卫星

今起港澳同步发行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获悉， 大成中国核心卫

星股票基金的首次公开募集今日起到

12

月

16

日在香港及澳门同步进行， 这也是大成香港子

公司在海外推出的第

4

只公募基金。

据悉， 大成中国核心卫星股票基金采用

“核心

－

卫星” 投资策略， 通过投资与中国相关

的

ETF

， 获得在宏观市场上中国概念股的指数

收益。 卫星组合采用

α

投资策略， 采用 “由下

而上” 的选股方法来选取具高增长潜力的公

司， 以获取超额收益。 （杨磊）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基金

今日发行

银华基金发布公告，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基

金今日起正式发行， 这是今年发行的第

9

只以

可转债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

公告显示，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基金通过积

极主动的可转换债券投资管理， 力争为投资者

提供最优的当期收益和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

从资产配置比例上来看， 对固定收益类证券的

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 其中可转债

的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20%~95%

。 （贾壮）

富国产业债

将提前结束募集

富国基金发布公告称， 将提前结束富国产

业债债券基金的募集， 认购的截止时间为

11

月

30

日。 资料显示， 富国产业债基金于

11

月

16

日首发， 募集时间仅两周。 这一基金主要

投资于信用债券中除去城投债的品种， 投资标

的简单纯粹， 并力争实现每季分红。 富国基金

表示， 基金公司从注重

IPO

首发规模向注重持

续销售转型已是必然趋势。 （张哲）

汇添富基金

2000

万

自购旗下信用债基金

汇添富基金今日发布公告称， 拟以

2000

万元自有资金认购正在发行的旗下汇添富信用

债基金。 据悉， 汇添富基金成立以来多次自购

旗下基金， 累计金额约

6

亿元， 且几无赎回。

汇添富信用债基金拟任基金经理王珏池表示，

近期信用债投资收益率达到了历史高位。 正是

基于对信用债投资机遇的看好， 汇添富基金才

拟用自有资金认购。 （海秦）

大河缺水小河干 基金年终奖今年要缩水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一般而言， 年终奖最高可占到

基金公司人员年收入的

40%

。 而今

年， 他们已经做好了年终奖大缩水

的心理准备。

“公司整体规模缩水

10%

， 我

对今年年终奖基本上不抱希望， 只

希望不要比

2008

年还差就行。” 深

圳一家基金公司人士无奈表示。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不少基

金公司人士已经预料年终奖不会很

“丰厚”。 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市

场部员工表示， 目前该公司内部已

经传闻要开始降薪， 北京一家基金

公司市场人员也透露， 如果行情继

续低迷， 年终奖可能跟随市场跌幅，

按比例缩水。

2008

年时， 受市场环境影响，

基金从业人员的年终奖金出现大幅

缩水， 而且与基金公司管理规模的

缩减幅度大致成正比， 今年基金业

整体规模再度陷入缩水泥潭， 因此

年终奖 “变薄” 非常正常。 不过，

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基金业年终

奖缩减情况可以大概算得出来， 今

年情况应该比

2008

年好些。

“基金销售和市场支持方面的

员工可能受奖金缩水的冲击会更大

一些， 而基金经理和投研人员的年

终奖可能影响并不大。” 据上述深圳

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基金经理是基

金管理公司的核心人员， 尽管基金

公司年终奖整体上将出现缩水， 但

对基金经理影响并不大。 有些基金

公司对投研人员的考核倾向于长期

化， 如

3

年基金业绩、 超额收益等，

即使基金经理今年所管理产品业绩

不怎么好， 但整体对年终奖的影响

也不太大， 不如外界想象那么严重。

不过， 也有基金公司人士表

示， 年终奖金的发放情况并不完全

取决于资产管理规模， “年终奖金

将与个人年度表现直接挂钩， 我们

会考虑今年公司的盈利情况、 市场

因素， 同时考虑员工个人承受压力。”

一项统计显示，

2007

年基金行业

整体人均年现金总收入从

42

万元一

举跨越至

80

万元。

2008

年市场调整，

这一薪酬水平回落至

58

万元。

2009

年市场复苏， 人均收入小幅上升至

59

万元，

2010

年延续稳定增长势头。 从

这个角度看，

2011

年基金业整体收入

仍在中轴线内。

除了年终奖之外， 由于基金从业

人员在基金公司的号召下普遍持有公

司基金份额， 该项基金投资也因市场

的持续调整遭受一些损失。 如不少基

金公司今年发行的新基金， 从业人员

自购亏损额度超过

10%

。

一批基金公司同时发售两只基金博规模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今年仅剩下最后一个多月时

间， 持续了一年的新基金发行大战

进入最后冲刺时刻。 不少基金公司

为了争取成立更多的新基金， 使出

“双箭齐发” 作战策略， 使得年底

新基金发行市场异常激烈。 一些基

金公司靠股东的大力支持或渠道给

力在惨烈的发行中拼出一条血路。

虽然只剩一个月时间， 但基金

公司依然争分夺秒投入新基金发

行。 今日， 方正富邦创新动力、 汇

添富信用债、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工银瑞信保本等四只基金开始 “上

柜” 发行， 使得本周在售新基金达

到

25

只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 在

最近发行的新基金中， 出现了多

家公司同时发售两只新基金的情

况， 如鹏华基金在本月发行了鹏华

美国房地产基金和鹏华丰泽分级债

券基金。 长盛基金目前有长盛同瑞

中证

200

分级基金和长盛同禧信用

增利基金同时在售。 银华永泰积极

债券投入发行， 使得已经发售银华

中证内地资源主题分级基金的银华

基金陷入双线作战局面， 该分级基

金将于本周五结束募集。

除以上基金公司之外， 目前有

两只基金同时发售的公司还包括国

投瑞银和华安基金， 国投瑞银同时

发售国投瑞银新兴产业和国投瑞银

瑞源保本， 华安基金同时发售华安

信用四季红和华安科技动力基金。

实际上， 今年新基金发行持续高

烧， 双线作战的情况时常上演， 但到

年底基金公司仍然拼命发行， 显然有

冲规模之嫌。

双线作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 所以敢于双线作战的大部分

是实力较强的大中型公司， 对于规

模有限的基金公司来说， 只能另辟

蹊径， 要么拼股东， 要么拼关系，

拼无可拼的公司只能延长募集时间

打起 “持久战”。

在新基金发行整体惨淡的情况

下， 一些公司依靠强大的股东支持取

得了不错的首发成绩， 如上周成立的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基金首募近

32

亿

元， 成为今年下半年以来首发规模最

大的股票型基金， 在进行了高管团队

大换血之后， 背水一战的民生加银显

然得到了来自大股东的强有力支持。

上周成立的中银中小盘成长首募规模

也达

30.45

亿元， 为今年少数几只首

发规模突破

30

亿元的股票基金。 大

股东中国银行的背景， 和招商银行建

立的传统关系 （中银旗下大部分基金

托管在招行） 成就了亮丽的首发业

绩， 也为年底规模排名加码不少。

除却这些个案， 大部分基金销

售依然惨淡， 首发规模突破

10

亿元

依然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为了能达

到成立门槛多卖基金， 一些公司打起

持久战。 如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基金甚

至两度宣布延长募集期， 发售时间从

10

月

12

日到

12

月

9

日， 销售期达近

两个月之久。

弱市投资基金有妙招

今年以来的震荡行情让守护本金成

为投资者的首选。 在各个渠道， 债券基

金已成为最受关注的产品。 正在发行的

浦银增利分级债基由于自身 “一级债基，

二类收益， 三种选择” 的独特产品结构

设计， 更适合目前的投资心态， 受到投

资者青睐。

浦银增利分级债基是一级债基， 不

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有效控制了权益类

市场波动风险对基金收益的影响， 总体

风险较小。 合同规定， 该基金发售结束后

全部份额将按

7 ∶3

的比率确认为低风险

A

份额和高风险

B

份额， 其中，

A

类份额收

益稳定， 约定目标收益率为

5.25%

， 比上

半年发行的分级债基的

A

类约定收益率高

出

1%

左右， 是目前发行的分级基金中的最

高水平； 另外一种收益是由

B

份额使用杠

杆效应获得的较高收益。 最重要的是， 该

基金免认购费， 为投资者大大节省了投资

成本。

对于分级债基封闭期间的交易方式， 浦

银增利分级债基拟任基金经理薛铮介绍说，

该基金采取

A

、

B

份额合并发行模式， 给投

资者提供了三种灵活的交易方式： 如果中长

期看好债市， 可将

A

、

B

份额一起持有到期，

就类似一个普通债券型基金， 在总体风险可

控的情况下优化收益； 或者在二级市场上抛

售

A

份额， 保留

B

份额， 享受杠杆带来的高

收益， 但此种方式收益高的同时风险也较高；

还有一种是在合适时机， 如债市向好时，

B

份额出现溢价后将其抛售， 仅保留

A

份额，

分享稳定的约定收益率。 薛铮表示， 利用多

种不同的交易方式， 可充分满足各类不同投

资者在不同阶段的投资需求。 （

CIS

）

�浦银安盛薛铮：债市迎来历史性投资机遇

目前， 浦银增利分级债基正在

上海银行、 浦发银行等银行、 券商

网点发售。 随着债券市场全面回暖，

以及该基金产品自身的结构优势，

使其备受渠道关注。 此外， 浦银安

盛固定收益产品今年以来业绩表现

优异， 这也让浦银增利分级债基的

未来表现值得期待。

“在目前海外市场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的背景下， 货币政策保留适

度空间显得十分必要。” 正在发行的

浦银安盛增利分级债券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薛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正

是这样的复杂环境中， 债券市场存

在交易性空间， 而分级债基的发行

恰好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受益机会。

债市触底反弹 投资正当时

由于市场资金面紧张， 加上城

投债信用风险危机和石化转债二期

发行预期带来的影响， 今年前三季

度债券基金蒙受较大损失。 但从

10

月开始， 债市整体开始反击， 无论

普通债基， 还是分级债基， 都出现

了不同程度上涨。 截至

11

月

4

日，

债基反弹高度达到

3.49%

。 而分级债

基

A

份额平均上涨

1.76%

，

B

份额价

格平均上涨了

20.65%

， 表现远远优

于不带杠杆的普通债券型基金。

薛铮表示， 从市场表现看， 受

国内经济放缓、 企业盈利增速明显

下滑以及外围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深

化等因素驱动， 股市短期内难有趋

势性机会。 而对于债市来说， 从趋

势上看， 货币政策的微调无疑对债

券市场资金面形成利好， 封住了债

券市场下跌空间， 而从绝对收益来

看， 各债券收益率处于历史高位，

个别品种甚至创出新高， 换句话说，

债市的调整已非常充分， 较高的票

息收入使得债券配置的吸引力提高，

整体投资环境明显好转， 四季度是债

市价值的配置良机。

债基创新 产品结构制胜

分级债基作为创新型基金品种，

自

2010

年面世以来得到投资者的热

烈追捧。 近期随着债市反弹行情展

开， 尤其是分级债基更是出现暴涨，

各种政策信号表明债市已步入牛市。

为此， 多只分级债基纷纷抢点发行市

场， 分级债基再次掀起市场热潮。

据悉， 正在发行的浦银增利分级

债基是一只一级债券型基金， 可参与

新股申购、 转债转股， 不直接买入二

级市场的股票。 基金发售结束后全部

份额将按

7 ∶3

的比率确认为低风险的

A

份额和高风险的

B

份额， 并进行为

期三年的封闭运作。 数据显示， 截至

11

月

4

日， 一级债基

2005

年以来的

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8.02%

， 是所有债

基品种中收益水平最高的， 而且即使

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大牛市中， 一

级债基的收益率也超过了二级债基。

对于浦银增利分级债基的具体结

构设置， 薛铮进行了这样的解析 ，

“该基金之所以封闭三年， 是因为要

规避申赎资金对投资组合的影响，

适宜投资高收益券种， 而且历史业绩

显示， 封闭债基表现也要好于开放式

债基。”

“此外， 浦银增利债基依靠大股

东浦发银行的支持， 在把握基准利率

的走势以及参与固定收益市场的广度

和深度方面享有天然的资源和优势。”

薛铮补充道。

投研新团队 优异业绩证实力

真正关注浦银安盛的投资者， 可

以发现该公司今年以来整体投研水平和

能力都发生了质的飞跃。 今年以来在股

债双杀的困难市场环境中， 浦银安盛基

金无论是股票投资能力还是固定收益投

资能力都保持着亮丽的成绩单。

根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30

日， 近一年浦银安盛股票投资主

动管理能力在

61

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11

名， 三季度更是跻身第

3

名， 整体

能力进步飞速。

而固定收益产品方面， 截至

10

月

底， 薛铮同时管理的另一只浦银优化

收益债券基金， 近一年来在

55

只同类

型基金中排名前

10

。 而旗下浦银货币基

金 （

A

、

B

类） 稳居同类产品的前

1/2

，

再次证明了浦银安盛基金在固定收益

资产方面的管理实力。

规模战再起

基金销售

预约客户忙不停

证券时报记者 张哲

尽管管理层三令五申严禁基金

公司年末注水货币基金去争资产管

理规模的年底排名， 但

12

月未到，

已有部分基金公司销售人员忙碌开

了， 积极拜访客户， 预约购买货币

基金。

上海一家合资基金公司机构销

售总监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他最近都忙着拜访客户， 可

以说马不停蹄， “平时关系好的客

户打个电话就能搞定， 而有些就需

要深度公关。” 虽然该总监强调，

年底频繁拜访客户并非规模排名压

力， 不过是正好年底货币基金的收

益表现不错， 但在同行眼中， 预约

客户在年底买进货币基金明年初赎

回， 目的只有一个： 冲规模。

除了货币基金外， 保本基金、

债券基金也成为一些基金公司规模

“速增” 的利器。 北京某银行系基

金从今日起发售一保本基金， 募集

上限

80

亿元。 若募集成功， 这将

是国内最大的一只保本基金，

80

亿元新募资金也理所当然计入该公

司本年度管理规模。

据悉， 在专户业务门槛降低之

后， 管理规模

200

亿元以下的中小

公司为得到专户牌照而冲规模的动

力已不存在， 冲规模的基金公司则

多为股东要求、 管理层换届前 “政

绩” 等方面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基金公司

将年末发行新基金作为冲规模的重

中之重。 新基金在募集期最后几天

的数据常常令销售人员提心吊胆。

“很多大资金为了可以多拿一部分

银行利息， 都是到最后一天才进

来。”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而临近年末， 新基金募集规模

似乎显露出一缕 “冬日暖阳”， 继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募集超

32

亿份

后， 中银基金旗下中银中小盘共募

集了

30.46

亿份。 回顾今年以来证

券市场的惨淡和新基金发行的寒

冬， 业内纷纷担心新基金打开之后

会 “现原形”。 事实上， 前三季度

109

只次新基金在三季度累计份额

缩水

210.39

亿份 ， 净赎回率为

24.98%

。 平均每只基金三季度份

额缩水

1.93

亿份， 是老基金平均

每只赎回

0.33

亿份的

4.84

倍。

其实， 很多基金公司已经认识

到规模战对基金业的伤害， 主动放

弃了规模之争， 将新基金的发行推

到新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