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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 基金专户再现最低费率

证券时报记者 胡晓

2011

年低迷的

A

股市场不仅让

公募基金陷入了销售困境， 基金公

司专户一对多也同样难逃销售难题

的困扰。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深圳

一家大中型基金公司去年

12

月中

下旬销售的一款投资于海外市场的

专户一对多产品打出了

0.9%

的低管

理费， 较

2

个月前推出的同类型产

品每年

1.2%

的费率大大降低。

据了解， 深圳一家大中型基金

公司于去年

12

月中下旬发行了一

款投资于香港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 （

QDII

） 专户一对多产品， 该产

品类型为灵活配置型， 管理费为每

年

0.9%

， 托管费为每年

0.21%

， 无

认购费和参与费。 根据证监会的规

定， 基金专户一对多产品管理费和

托管费应不低于公募基金同类型产

品的

60%

， 对比目前公募基金发行

的

QDII

基金费率发现， 除去指数型

和债券型

QDII

产品， 公募基金发行

的

QDII

产品管理费多数为每年

1.8%

， 少数的管理费达到

1.5%

； 而

托管费方面， 主要集中在每年

0.3%

至

0.35%

。 由此可见， 上述基金公

司发行的

QDII

专户产品收取的管理

费达到了监管层规定的最低限额。

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去年

10

月份

发行的一款

QDII

专户产品不仅收取

每年

1.2%

的管理费， 还收取每年

1%

的客户服务费。

今年低迷的股市行情， 使投资

者入市热情大大降低， 各类理财产

品纷纷陷入销售困境， 上述基金公

司采取较低管理费实属无奈。 公开

信息显示， 在首批基金专户发行时，

管理费普遍维持在

1%

至

1.4%

的水平，

托管费率一般为

0.25%

， 只有少数产

品的管理费曾低至

0.9%

， 托管费低至

0.2%

。 但是经历了

2009

年小牛市后，

部分基金公司发行的专户一对多产品

管理费也水涨船高， 有专户一对多产

品管理费甚至高达每年

2.4%

。 事实

上，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让渡部分管

理费， 并不是基金公司首创， 不少券

商集合理财产品在弱势时也会选择优

惠管理费， 甚至不收管理费。

除此之外， 年底银行揽存大战也

可能是导致基金公司采取较低管理费

用的原因之一。

12

月历来是银行上

演揽存大战的时刻， 一般来说， 银行

销售的基金、 专户、 私募等产品多数

要为银行理财产品让路， 而基金公司

提供低费率的产品可以起到吸引客户

眼球的作用。

2012

刚开年 基金小额分红忙

今日

5

只基金宣布分红，

4

只为债券基金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每年年初都是公募基金进行分

红的旺季，

2012

年也不例外。 数

据显示， 截至昨日， 今年以来宣布

分红的基金达到

13

只， 债券基金

成为主力军。 受去年市场震荡影

响， 基金分红的手笔相当拮据。

广发基金今日公告， 旗下广发

聚利债券基金进行收益分配， 以去

年

12

月

31

日为分配基准日， 每

10

份分红

0.13

元。 根据该基金合同的

规定： “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

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90%

”， 此

次收益分配比例为

95.02%

。

国投瑞银旗下国投瑞银创新动

力和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基金今

日也宣布分红。 公告显示， 这两只

基金同样是以去年

12

月

31

日为收

益分配基准日， 每

10

份基金份额

分别分红

0.32

元和

0.06

元。 而这

两只基金合同规定， 全年分配比例

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80%

。

此外，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基金和

南方宝元债券基金也于今日宣布分

红。 南方多利

A

、

C

基金每

10

份基

金份额分别分红

0.15

元、

0.13

元；

而南方宝元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红

0.20

元 。 这两只基金同样是进行

2011

年度收益分配。

2012

年以来， 国泰金龙行业精

选、 易方达岁丰添利、 南方高增长、

益民多利、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

选、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 富国天成红

利等基金都已宣布分红， 基本是以去

年

12

月

31

日收益为基准， 进行年度

收益分配。

2011

年市场遭遇到股债双杀， 债

券基金和偏股基金的业绩不佳， 导致

基金分红额度普遍较低， 每

10

份分

红大多低于

0.5

元， 最低的甚至仅分

到

0.036

元红利。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2011

年同期宣布分红的基金达到

24

只， 分红总额达到

31.25

亿元， 今年

分红只数和额度都远不及

2011

年。

业内人士分析， 今年基金分红减

少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行情不佳导

致基金亏损， 基金无超额利润， 无红

可分； 另一方面是基金规模缩水， 分

红会使基金资产萎缩的速度加快。 但

是不少基金是按照契约必须分红， 因

此一季度的基金分红规模会出现明显

增长， 但整体规模会弱于

2011

年，

大比例分红会更少见。 此外， 目前债

券基金分红居多， 分析人士认为， 主

要是一季度债券市场走好， 进行分红

也是持续营销的手法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因去年市场不

好， 不少基金公司设计产品会倾向

于 “分红型” 产品。 即将发行的融

通四季添利债券基金， 就在基金合

同中明确规定了 “定期分红” 条款。

基金公司希望通过高比例、 高频率、

多次分红的形式， 将收益落袋为安，

并平衡持有人对当期收益和长期收

益的双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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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安达基金专户资格获批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富安达基金管理公司

近日已获得证监会核准开展专户理财业务。 富

安达专户理财部负责人表示， 作为一项全新理

财业务的开闸， 专户理财业务受到公司的高度

重视， 专户业务不仅可以为特定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理财服务， 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 也符合

基金公司发展的需要， 在特定市场环境下能够

提高中小型基金公司的盈利水平。 （海秦

)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基金

1

月

16

日起发行

融通基金今日公告， 融通四季添利债券基

金将于

1

月

16

日发行， 投资者可通过工行、

建行等银行及券商认购。

据悉， 融通四季添利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

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 其中投资于信用

债券的资产占固定收益资产比例不低于

80%

。

该基金将封闭两年运作， 将在满足法定分红条

件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季季分红。 拟任基金经理

乔羽夫介绍， 信用债收益高， 但基本都在银行

间市场进行， 个人投资者难以参与， 正可借道

债券基金分享债市回报。 （方丽）

招商基金携手国际投资翘楚

提升海外研究品质

随着海外业务的不断拓展， 为强化研究实

力， 招商基金将与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司在海

外投资领域进行合作。 招商基金将在继续强化

自身研究能力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安耐德全球

的研究服务和经验。 此举将对公司海外投资业

务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安耐德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独立投资管理

公司， 其投资团队包括

50

多位专业人士， 旗

下基金连续取得骄人业绩。 （方丽）

建信基金股票主动投资能力

进入年度前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2011

年基金公司

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综合评价报告显示， 建

信基金公司在可比的

60

家公司中位列前

5

名，

旗下建信核心精选、 建信恒久价值分别在

217

只可比的股票基金中排名第

19

和第

45

。

在业绩支撑下， 建信基金公司的排名也获

得了提升。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建信基

金资产管理规模约

487

亿元

,

列同业第

15

位，

较上年提高三位。 （鑫水）

诺德基金

2011

年

主动管理能力排名第

9

近日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 《

2011

年基金公司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综合评价报

告》 显示， 基金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排名有

了较大变化， 中小基金公司异军突起。 报告显

示， 在

60

家参评基金管理公司中， 诺德基金

公司排名第

9

。 据悉， 诺德基金从

2010

年起

大力进行投研团队建设。 投资总监向朝勇上任

后， 重新打造了整个投资研究部门， 强调策略

研究， 强化归因分析。 据了解， 目前诺德基金

投研团队人数已近

30

人。

（程俊琳）

富国产业债成

2011

次新基金“吸份王”

2011

年， 新发基金的单只募集规模一降

再降， 但仍有部分产品实现了规模与份额的持

续扩张。 其中， 富国产业债基金以

287.4%

的

净申购， 成为次新基金的 “吸份王”。

天相数据统计显示，

2011

年公告成立的

基金共

240

只 （

A

、

B

份额分开算）， 累积募集

2687

亿份， 截至去年末， 只有

32

只在成立后

实现了净申购。 富国产业债在成立后不足一个

月的时间内， 就获得了约

8

亿元资金的追逐，

基金规模由成立时的

2.78

亿元增加至

2011

年

底的

10.79

亿元。 （张哲）

国投瑞银专户产品

获两项金鼎大奖

本月

6

日， 被誉为中国高端私人理财领域

第一奖的 “金鼎奖” 举行颁奖仪式， 国投瑞银

在基金专户 “一对多” 理财类别中囊括 “年度

最佳投资研究团队” 和 “年度最佳基金一对多

产品” 两大奖项。 国投瑞银

2011

年实现了公

募和专户业务两翼齐飞， 据天相投顾统计显

示， 国投瑞银公募资产规模行业排名较

2010

年底上升

4

位。 （李湉湉）

激进建仓 次新股基一度折损近20%

证券时报记者 李湉湉

谨慎者多数得以保住面值， 激

进者则最多亏掉

9%

， 建仓速度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次新基金的业绩。

证券时报记者根据天相投顾数

据统计发现， 近

3

个月成立且已公

布净值的

18

只偏股次新基金中

（除去指数型和保本型基金）， 按照

最新公布的基金净值， 海富通国策

领衔， 建信恒稳、 中银中小盘、 博

时配置、 民生景气、 华安科技、 景

顺核心、 东方增长等

8

只基金净值

保持在面值之上， 而这些基金的共

同特点都是建仓谨慎， 仅有小幅仓

位参与。 除建仓速度外， 一些次新

偏股基金偏爱低估值蓝筹也是其未破

面值的原因。

建仓速度和策略的分化， 导致次

新偏股基金业绩的分化。 以目前业绩

表现最好的海富通国策为例， 该基金

成立于去年

11

月

9

日， 截至

1

月

9

日净值为

1.0120

元， 在前期市场大

跌期间该基金很谨慎， 只有局部试

探， 净值得以保持在面值之上。

冲动建仓的次新基金则尝到了入

市时运不济的恶果。 上海一基金公司

旗下成立于去年

10

月

20

日的一只基

金， 截至本月

9

日的净值仅为

0.8090

元。 天相数据显示， 该基金从

11

月

11

日前后开始建仓， 当时大盘刚经历了

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的拉升进入盘整，

该基金小有斩获。 但随着一轮近

300

点

的下跌， 其净值迅速损失。 数据显示，

该基金在

1

月

5

日净值下跌

3.89%

。

上海另一基金公司成立于去年

11

月

9

日的一只基金， 建仓也比较

迅速 。

1

月

5

日 ， 上证综指下跌

0.97%

、 中小板指数下跌

3.52%

、 创

业板指数下跌

5.69%

、 该基金净值下

跌

1.73%

； 截至

1

月

9

日， 该基金净

值为

0.9850

元， 反弹

1.97%

。

杠杆指基连续大涨 机构趁机出货

显示出机构对后市态度谨慎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A

股连续两日大涨， 上证指数

涨幅高达

5.65%

， 杠杆指基也随之

涨势凶猛。 而在一片上涨声中， 有

机构正在趁机出货。

昨日， 伴随大盘起舞， 银华鑫

利、 信诚

500B

双双在午后冲上涨

停， 而继

9

日涨停之后的第二个涨

停， 使得银华鑫利成为史上首只连

续两日涨停的杠杆基金， 成交量更

是较前一日放大了

57%

。 申万进

取、 银华瑞祥、 银华锐进分别上涨

9.09%

、

8.2%

、

5.24%

。 加上

9

日

的上涨， 银华鑫利、 信诚

500B

在

过 去 两 个 交 易 日 分 别 共 上 涨

20.91%

和

20.2%

， 申万进取、 银华

锐进、 银华瑞祥分别上涨

18.42%

、

13.55%

和

11.76%

。

由于日价格涨幅偏离值等原

因， 银华鑫利、 信诚

500B

均出现

在昨日深交所的交易公开信息中，

而机构的动向也随之显露出来。 交

易信息显示， 银华鑫利卖出金额最

大的前五名席位中， 前两位均为机

构， 卖出金额分别为

681.21

万元

和

259.96

万元， 合计金额占该基

金昨日

5265

万元成交额的

18%

。

卖出的其他三家营业部为德邦证券

上海凉城路营业部等， 卖出金额分

别由

118

万元到

183

万元不等； 买

入金额的前五大为华泰证券郑州经

三路等券商营业部， 买入金额在

107

万元到

142

万元之间。

信诚

500B

的卖出金额前五大

席位中， 第二与第五大席位也为

机构席位， 分别卖出

108

万元与

35

万元， 其他三家卖出营业部席

位分别卖出

353

万元、

52

万元、

42

万元。

此外， 银华鑫利与信诚

500B

两只基金

1

月

9

日也曾出现在深

交所交易公开信息中， 除信诚

500B

有一机构席位买入

40

万元之外， 其

他买卖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从两

日的交易公开信息来看， 机构都是

在上述两只基金出现

9%

以上的上涨

之后才开始卖出的。

市场人士表示， 在出现大幅上涨

后， 部分机构趁机卖出显示出对后市

的一种相对谨慎心态。 据了解， 杠杆

指基的机构持有人主要为券商、 保

险、 信托等机构。 去年的资料显示，

银华鑫利的主要机构持有者包括中信

证券、 华泰证券旗下自管产品， 信诚

500B

的主要机构持有人则为华泰财

产保险和中融信托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因为折价回

归出现连续跌停的低风险份额也有机

构在出货， 申万收益、 泰达稳健的卖

出席位中都出现了机构席位， 表明在

分级基金低风险份额折算过程中， 机

构也希望能从中获取套利收益。

长信基金：

2012

股市吸引力增强

长信基金日前发布

2012

策

略报告指出，

2012

年股市估值

修复， 盈利改善， 股票作为大

类资产对存量资金的吸引力增

强 。 经济短周期回落概率大，

中期因退而进。 短期看， 经济

向下的趋势明确， 房地产、 投

资回落趋势或将延续， 中期看，

财政和货币政策仍存在比较大

的空间， 对于明年经济的企稳

将起正面作用。

通胀方面， 食品价格的走低、

经济和货币增速的降低以及大宗

商品价格的回落均有利于通胀的

持续下行。 通胀高点已现，

2012

年通胀下行趋势明确。

从政策面来看， 政策从 “防

通胀， 调结构， 稳增长” 转为

“稳增长， 控物价， 调结构”。 货

币政策的基调虽然没有发生变

化， 但是实质性转向已经开始，

2012

年货币和财政政策均有放松

的空间。

总体市场观点， 从大类资产

回报看， 股票作为大类资产对存量

资金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行业配置上， 上半年看估值的

修复， 下半年看盈利的改善， 景气

度作为行业配置的重要性提升。 从

投资标的来看， 耐用消费品优于投

资和消费， 投资和消费优于资源。

运用估值对于目前行业的情况进行

定位， 估值合理或者大幅低于历史

均值是大幅上涨的必要条件

.

如金

融、 钢铁处于历史估值底部， 房地

产、 汽车、 机械、 家电、 服装纺

织、 零售、 传媒、 计算机也处于很

低的水平。 关注机构配置的变化，

绝对低配， 且配置标准差大的行业

值得重点关注， 如果有行业基本面

的反转， 将是获取超额收益的较好

机会。 如医药生物、 商业贸易的配

置比例出现显著降低， 周期类行业

中的房地产的配置比例出现明显的

降低， 大金融、 传媒、 公用事业的

绝对配置比例仍处于历史低位， 都

可重点关注。

（张哲）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于进杰：

把握下一轮行业轮动投资机会

新年伊始，

A

股市场再度面

临深幅调整的考验。 正在发行的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于进杰表示， 相较于

2011

年， 今年

A

股市场走势有望转好，

甚至可能走出一段较好的行情。

于进杰表示， 可通过四大指

标来衡量经济走势的趋向。 第一，

从

M

1

来看， 去年

11

月份该指标

降到了

7.9%

这样一个较低位置，

这种

M

1

拐头向上的趋势是经济短

周期复苏的一个重要信号。 第二，

从产品库存来看， 目前国内企业

正处于主动去库存向被动去库存

转变的节点上， 而被动去库存预

示着企业的库存随着需求加大进

一步消耗， 对应的就是经济的复

苏。 第三， 从汽车销量来看， 去年

11

月份监测到的数据是同比增长

2.56%

， 虽然是一个低点， 但也是

行业复苏的重要指标。 第四， 从供

货商配送时间来看， 目前监测到的

数据显示供货商配送时间正处于由

长转短的拐点， 反映了终端需求正

逐渐转强。

综合上述四大指标， 于进杰认

为，

2012

年宏观经济将进入复苏

期，

A

股市场会比

2011

年好。 在经

济的短周期复苏中

,

汽车、 地产等

早周期行业中的轮动特征会表现得

比较明显。 此外， 受益于经济复苏

期中通胀回落所带来的成本回落，

需求稳定的大众消费品也值得关注。

（程俊琳）

国富亚洲机会曾宇：

把握亚洲机会 精选优质个股

2011

年，

A

股遭遇了一个新

低不断的熊市， 全年跌幅达

20%

。

国富亚洲机会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曾宇认为， 新一年海外市场仍将

持续调整， 布局海外需要寻找安

全区域， 亚洲市场机会值得关注。

曾宇指出， 虽然转向国际投

资是未来一个阶段的趋势， 但目

前海外市场仍在持续调整， 布局

海外也需要寻找安全区域。 可以

看到， 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 欧

美经济增长迟缓甚至衰退， 已经

是事实， 更多投资人把目标放在

了表现较好的亚洲经济体上。

“相较于西方成熟市场， 亚

洲市场的经济潜力更大。 我们认为

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不会

改变。” 曾宇说， 过去十年间， 亚

洲国家， 尤其是亚洲的新兴市场国

家，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亚洲 （除日本） 各国和地

区的股市， 也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

成熟的阶段， 给投资者带来很好的

回报。

“无论是人口红利还是消费能

力， 亚洲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

曾宇指出， 在诸多海外市场中， 亚

洲市场更为有望成为未来复苏和增

长的龙头。

（张哲）

Point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