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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传统封基折价率创年内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每年年末向来是传统封闭式基

金分红行情的预热时期， 市场对于

传统封基的追捧力度加大， 折价率

也会相应收窄。 但是， 近期传统封

基的折价率不仅没有收窄迹象， 而

且稳步抬高， 上周

25

只传统封基

平均折价率为

12.12%

， 成为今年

内折价率最高的一周。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上周五

25

只传统封基加权平均折价率为

12.12%

， 较前一周上升

0.34

个百

分点。 而实际上， 传统封基折价率

从

10

月份开始就一直连续走高，

10

月

21

日一周老封基折价率还在

9%

左右， 而到了

11

月份， 老封基

折价率就进入了 “

10%

区间”，

12

月

2

日又上升至

11.23%

， 上周老封基

折价率更是一举跃入 “

12%

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

10

月之前， 今年封

闭式基金平均折价率普遍维持在较

低水平， 仅少数时候超过

10%

。

数据还显示， 目前有

9

只老封

基折价率低于

10%

， 占比

36%

， 其

中

2013

年到期的基金兴华由于临

近到期折价率一直低位徘徊， 上周

折价率为

4.8%

， 此外， 基金金泰、

基金汉盛折价率也较低， 分别为

5.12%

、

5.21%

。 有

16

只传统封基

的折价率超过

10%

， 范围较前期有

所扩大， 其中基金丰和、 基金久嘉、

基金银丰、 基金景福的折价率较高，

分别为

18.55%

、

18.09%

、

17.44%

和

17.18%

。

事实上， 从过去经验来看，

12

月份往往是封闭式基金年度分红的预

热月， 不过今年这种情况出现概率不

大。 根据基金三季报显示， 由于

A

股市场震荡走低， 传统封基可分配利

润显著低于往年， 多数封闭式基金可

分配利润不超过

0.1

元。 四季度

A

股

市场不给力， 传统封基业绩提升无

望， 因此可分配收益并不会太多。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上周市场

大跌， 是老封基折价率走高的主要

原因。 而且， 规模在

30

亿以上的基

金整体折价率略高于规模在

30

亿以

下的基金。

国金证券指出， 尽管从前三季

度基金财务数据看， 分红行情无指

望， 但随着折价率上升， 部分基金逐

渐具备安全边际优势， 基金同益、 基

金开元等

13

只基金的到期年化收益

率在

5%

以上。 此外， 管理业绩是基

金二级市场表现的基础， 弱势震荡市

场环境中也考验管理人投资管理能

力， 对于投资管理能力较为突出、 表

现相对平稳的品种可侧重关注， 如基

金金泰、 基金裕阳、 基金金鑫等。

一位行业研究员的弱市求职记

证券时报记者 胡晓

“一年之计在于春， 趁现在

寻找一份好工作， 明年可以大展

拳脚。” 目前在一家中小型券商任

职行业研究员的小李表示。

小李是一位有着

5

年研究经

验的行业研究员， 这样的资历在

业内已经算较为资深了， 但是，

今年

A

股市场低迷的行情让券商

的日子非常难过。 “券商就是看

天吃饭， 今年年终奖肯定不乐观，

所以明年想挪个窝， 换个环境再

战江湖。” 小李表示。

小李首先将目标锁定在工作

相对稳定， 压力较小、 收入高的

公募基金。 “我从

10

月底就开

始关注基金公司行业研究员的招

聘， 也托猎头向四五家大中型基

金公司投了简历， 最终只有

2

家

进行了面谈， 但是面谈后， 都没

有回应。” 小李无奈地表示， 其

中北京的那家基金公司明确表

示， 他们目前确实缺研究员， 但

是由于市场环境不好， 投资机会

不多， 因此对研究员的需求并不

急迫， 要等明年经济形势更为明

确之后， 才做决定。 而广东那家

基金公司则委婉拒绝了他， 目前

想跳槽的研究员很多， 该公司就

已经接到了数十份简历， 其中不

乏条件优秀的人才， 所以需要考虑

考虑。

在屡受打击后， 小李开始寻求

朋友的帮助， 约业内朋友吃饭， 希

望能得到一些工作信息。 不吃不知

道， 一吃吓一跳， 身边不少朋友和

他有同样的想法， 准备挪窝， 但是

苦无工作机会， 有的甚至已经待业

了

2

个月。

饭后， 小李当机立断， 不能在

公募基金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将激

励机制较好的私募基金也纳入了目

标范围。 “市场的寒风真是无孔不

入， 私募的日子更不好过。” 小李感

叹到， 由于净值无法创新高， 无成

可提， 不少私募特别是规模较小的

私募已经开始战略收缩， 甚至停止

招人。

百般无奈之下 ， 小李想到了

2009

年深圳一家小型阳光私募曾经

试图挖角他， 于是致电该公司总经

理， 没有想到， 吃到了闭门羹。 该

公司总经理表示， 目前公司资产管

理规模较小， 而且对明年上半年

A

股市场不是很乐观， 因此， 现在没

有任何招聘计划。

“哎， 看来 ‘熊出而息’ 这个

定理不仅适用于投资， 和证券市场

相关的任何一个链条都受制于它，

唯有期盼牛市快点到来。” 小李苦

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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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久兆中小板

300

指数

分级基金今起发售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分级基金再添生力军。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

从长城基金获悉， 该公司旗下首只分级基

金———长城久兆中小板

300

指数分级基金今日

正式发行， 投资者可通过场外、 场内两种方式

进行认购， 基金代销机构包括建、 工、 农、 中

各行及各大券商。

据了解， 长城久兆是首只跟踪中小板

300

指数的分级基金， 包括长城久兆、 久兆稳健和

久兆积极三类份额。 其中长城久兆基础份额相

当于普通指数基金； 久兆稳健为可交易、 不可

赎回的低风险份额， 约定年收益率

5.8%

， 具

有收益优先分配权； 久兆积极为可交易、 不可

赎回的高风险份额， 具有杠杆特性。

长城久兆拟任基金经理陈硕指出， 中小板

300

指数中包含了众多的被市场普遍看好的医

药、 消费、

IT

和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成分

股票。 未来， 与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上市公司

有望获得更快的发展。 长城久兆基金以中小板

300

为跟踪指数， 有望成为投资者布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良好选择， 而其三类份额还可以满

足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者需求。

兴全趋势

每十份分红

0.58

元

兴业全球基金日前发布公告， 旗下明星基

金兴全趋势将于

12

月

20

日进行第七次分红，

此次分红将以

12

月

13

日为收益分配基准日，

每

10

份派发现金红利

0.58

元， 除权登记日为

12

月

20

日， 红利发放日为

12

月

22

日。 对于

认购期持有至今的投资者来说， 现金分红部分

已经超过认购期的投资本金。

在所有开放式基金中， 目前累计净值位于

5

元之上的仅有

8

只。 截止到

12

月

2

日， 兴

全趋势基金成立以来累计涨幅高达

473.88%

，

Wind

数据显示， 其过去六年收益在全部混合

型基金中排名第三。 （张哲）

工银保本基金

本周五结束募集

近期，

A

股市场震荡下跌， 具有较高安全

性的固定收益类基金倍受投资者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日前获悉， 工银保本基金正

在发行， 将于

12

月

23

日结束募集， 投资者可

通过工行、 光大银行等代销渠道进行认购。

对于明年的投资策略， 工银保本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何秀红认为， 随着铁路基建、 房地产

等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 欧债危机使得国内

出口受阻， 明年一季度上市公司净利润将受到

挑战， 扩大内需成为关键。 债券将迎来战略配

置机会， 中等资质信用债仍有较好的收益机

会； 估值处于底部的可转债具备很好的中期投

资机会。”

(

鑫水

)

华安现金富利货币基金

业绩稳健

股市投资风险在一次次低位冲击中被恐

慌放大， 而货币基金却稳健前行， 作为今年

市场中唯一正收益的 “红” 基金， 受到投资

者青睐。 根据晨星统计数据， 截至

12

月

14

日，

77

只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平均为

4.11%

， 其中， 华安现金富利 （

A

、

B

分开算）

以

4.5%

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位居前列。

据了解， 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成立于

2003

年， 是国内第一只货币基金。 该基金今年表现

亦非常出色。 截至

12

月

14

日， 华安现金富利

A

最近一年收益率达

3.44%

， 华安现金富利

B

收益达

3.69%

。 （张哲）

大摩货币基金

表现突出

近日， 上证综指下探至

2224

点， 证券市

场陷入了 “股债双杀” 的境地， 货币市场基金

成为资金良好的避风港。

随着年末资金的日趋紧张以及货币基金投

资范围的放宽， 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持续提

升， 其中大摩货币基金

7

日年化收益率

5.84%

， 表现最好。 在之前的

60

天内， 大摩货

币每万份基金收益平均在

1.76

元， 其中

10

月

27

日当天达到

10.1

，

7

天年化收益率最高达到

8.78%

。

大摩货币基金经理李轶认为， 政策环境和

基本面的改善给债券市场带来了投资机会， 低

风险偏好下高等级信用债面临较好的信用利差

缩窄的投资机会， 获得丰厚的资本利得收益。

同时， 市场环境与

9

月、

10

月份比较起来，

资金利率较为稳定， 流动性获得保障， 稳健的

现金收益加上资本利得， 是货币基金获得较好

收益的保证。

(

杜志鑫

)

基金布局海外 小卒子出海各显神通

证券时报记者 陈墨

基金公司一直没放弃海外扩展

之路， 不少大公司早已海外 “落

子”， 开展相关业务。 证券时报记

者了解到， 参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投

资者 （

RQFII

）、 香港市场发行产

品、 合格境外投资者 （

QFII

） 投顾

三大业务都是基金海外子公司的发

力重点， 不过， 各家基金公司出于

自己的考虑， 对未来发展表现出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的态势。

日前， 证监会、 央行、 外管

局联合发布 《基金管理公司、 证

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标

志着筹备已久的

RQFII

业务试点

正式启动。 该业务试点额度约人

民币

200

亿元， 试点机构投资于

股票及股票类基金的资金不超过

募集规模的

20%

， 这给在香港已

经设立子公司的基金公司带来好

消息。

据悉， 此前多家基金公司已

经计划上报相关产品， 不过实际

出台还需待相关政策落实。 “公

司

2009

年设立香港子公司时，

就开始为

RQFII

作准备， 正式开

闸对我们来说是利好。 我们认为

将产品业绩做好是首位任务， 才

能分享这一市场机会。” 深圳一

家大型基金公司国际业务部人士

表示。

除了

RQFII

业务外， 不少基

金公司对在港发行产品也非常热

衷。 深圳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香港子

公司曾在香港发行了一只伞形产

品， 旗下

2

只子产品， 一只投资于

人民币债券市场， 一只是投资

A+

H

股的。 据记者了解， 该产品

3

月

份发行时是私募性质， 近期该已经

“私转公”。

另一基金公司香港子公司发行

产品思路不同， 目前该公司已经在

香港市场发行了多只交易型指数基

金 （

ETF

）， 但因为

ETF

成交量不

高， 他们计划发行与

ETF

挂钩的

银行理财产品， 以解决

ETF

成交

量问题。

此外，

QFII

投顾业务也是不

少基金公司发力的目标， 不过，

目前合资公司的

QFII

投顾业务开

展得更好。 据悉， 大多数合资基

金公司的外方股东都拥有

QFII

资

格和额度，

A

股投资交由旗下的

合资基金公司来决策， 如海富通

从

2004

年就开始做

QFII

投资咨询

业务， 最初管理的是海外股东设

立的扬子基金， 初始规模只有

1

亿美元， 到去年年底

QFII

及其他

相关海外业务的投资咨询业务规模

达到了

240

亿元人民币。 此外， 融

通、 光大保德信、 招商、 信诚等合资

基金公司， 管理的

QFII

组合都有不

小的规模。

“

QFII

投顾业务， 是稳赚不赔

的。 一般我们会向

QFII

收取

0.6%

左

右的固定管理费， 有一些还可以提取

业绩报酬。 但投入很小， 因为可以共

享

A

股基金的投研成果， 所以只需

要配备一两名专门的投资经理即可。

总体来说， 公司赚取的收益是很高

的。” 深圳某合资基金公司国际业务

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已有

13

家

基金公司获得证监会批准在港设立

子公司， 合计出资达到

10.5

亿元港

币， 其中有

6

家基金公司出资都达

到或者超过

1

亿元。 目前已有

8

家

发行了基金产品， 大成基金、 华夏

基金及嘉实基金的香港子公司已开始

管理公募产品。

“这些子公司都设立在香港金融

中心区， 光租金每年就

1000

万元港

币以上， 加上人才、 设备、 营销等方

面的投入， 每年需要的资金都在

2000

万左右， 而这些巨额投资看到

了回报的曙光。” 据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 未来海外子公司扩展的业务范围

有很多， 开展空间巨大。

业绩不佳

QFII

基金

11

月人气退潮严重

见习记者 季斐雯

近期， 海外市场在多次努力后

仍未见起色， 而

A

股市场指数也

是跌跌不止， 在全球市场再度受挫

的环境之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基金的

11

月份资产规模再

度缩水。 根据汤森路透旗下基金分

析公司理柏

(Lipper)

的最新资产

数据分析，

QFII

的

A

股基金

11

月

总资产规模初值， 较

10

月修正后

的终值萎缩了

8%

， 显示海外资金

对国内市场热度降低。

理柏报告显示

,QFII A

股基金

11

月整体平均业绩为

-5.18%,

比

10

月份整体平均业绩

-4.43%

下跌

0.75

个百分点， 而今年以来平均业绩跌

至

-20.29%,

落后于国内股票型基金

的表现。 业绩不佳导致

QFII A

股基

金的净赎回局面也就难以挽回。 理

柏的报告分析指出， 整体

QFII A

股

基金

11

月总资产规模初值， 较

10

月修正后终值亿

97.67

亿美元萎缩

8%

至

89.88

亿美元， 这表明， 以目

前的经济形势来看， 海外资金对于

国内股票市场的热度， 或许比想象

中要低。

从具体产品来看， 目前排名第一

的

QFII

基金较与国内股票型基金排

在首位的产品业绩存在明显差距。 理

柏统计显示， 截至

11

月

30

日， 本月

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净值表现最佳

的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 累计收益为

2.16

，

,

而

QFII A

股基金

11

月表现最

佳是

Nikko China A Share Fund 2

和

Nikko AM China A Stock Fund

同

为

-0.23%

； 而今年以来中国股票型开

放式基金净值表现最佳的国泰估值优

势 可 分 离 交 易 累 计 收 益 为 正 的

4.95%

， 而

QFII A

股基金今年以来表

现最佳的

AMP Capital China Growth

则亏损了

12.88%

。

成为标的两周

ETF

融资形成三大梯队

上证

50ETF

一马当先，深

100ETF

、中小板

ETF

和上证

180ETF

居中，其他三只占比较低

证券时报记者 木鱼

据本月

5

日

7

只交易型指数

基金 （

ETF

） 被正式纳入两融标的

刚刚过去两周时间，

ETF

融资买

入额和买入余额即已出现明显分

化， 上证

50ETF

一马当先， 占据

了

50%

以上的市场份额， 其他

6

只

ETF

也逐渐分成两个层次， 深

100ETF

、 中 小 板

ETF

和 上 证

180ETF

的

ETF

融资买入额和买入

余额处在第二层次 ， 其他

3

只

ETF

的融资买入额和买入余额占

比较低。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 纳入

两融之后的两周， 上证

50ETF

融

资买入额达到了

2.56

亿元， 平均

每日融资买入额达到

2563.33

万

元， 占沪深两市

ETF

融资买入额

的

75.03%

， 占有绝对优势地位。

除了上证

50ETF

本身成交活跃以

外， 该

ETF

代表沪市大盘股走势，

更容易被看好大盘整体走势的投资

者融资买入。

从融资买入余额来看， 上证

50E TF

达到了

5227.09

万元， 占

比达到

51.41%

， 明显比融资买

入额占比低， 说明了参与上证

50ETF

融资的投资者交易更加

频繁。

深

100ETF

在刚被纳入两融前

几天融资买入额并不如中小板

ETF

， 但在第二周开始发力， 截至

12

月

15

日， 以

4103.89

万元的融

资 买 入 额 名 列 第 二 ， 占 比 为

12.01%

； 融资买入余额为

2579.94

万元， 占比达到了

25.37%

。

中小板

ETF

和上证

180ETF

则

不相上下， 上证

180ETF

融资买入

额明显高于中小板

ETF

， 但中小板

ETF

的融资买入余额略高于上证

180ETF

。 中 小 板

ETF

和 上 证

180ETF

的 融 资 买 入 额 分 别 为

1860.32

万元和

2135.57

万元， 融

资买入余额分别为

1305.96

万元和

714.41

万元。

相比之下， 上证红利

ETF

、 深

成

ETF

和上证治理

ETF

的融资买

入额较小， 占比都不足

1%

； 上证红

利

ETF

的融资买入余额为

255.28

元，

另外两只

ETF

融资买入余额不足

100

万元。

这些

ETF

融资方面的巨大差异

首先是和

ETF

本身的流动性有关，

上 证

50ETF

、 深

100ETF

、 上 证

180ETF

和中小板

ETF

原本就是流通

盘和成交量最大的

4

只

ETF

。

此外，

ETF

融资还和产品的特色

有一定关系， 中小板

ETF

每日成交量

明显低于上证

180ETF

， 但由于风险

收益特征和主板大盘股的差异很大而

受益， 在融资买入余额方面甚至超过

了上证

180E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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