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规模

２０１２／３／８ ２０１２／３／１

仓位变动

（百分点）

主动增减仓

（百分点）

大型基金

７８．１７％ ７９．３６％ －１．１９％ －１．２０％

中型基金

７９．７４％ ８１．３７％ －１．６３％ －１．６５％

小型基金

７８．９９％ ８０．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２％

加权平均仓位

２０１２／３／８ ２０１２／３／１

仓位变动

（百分点）

主动增减仓

（百分点）

指数基金

９４．６３％ ９４．４６％ ０．１６％ ０．１６％

股票型

８１．８０％ ８３．７５％ －１．９５％ －１．９６％

偏股混合

７７．３１％ ７７．５９％ －０．２９％ －０．３０％

配置混合

６９．３３％ ７０．８４％ －１．５１％ －１．５３％

特殊策略基金

６２．１２％ ６３．６６％ －１．５４％ －１．５６％

偏债混合

２６．５４％ ２５．１４％ １．４０％ １．３９％

债券型

７．９８％ ６．１５％ １．８３％ １．８３％

保本型

５．２３％ ４．７６％ ０．４７％ ０．４６％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基金公司

３

月

８

日

３

月

１

日

仓位增

减 （百

分点）

主动增

减仓

（百分

点）

基金净

值 （亿

元）

广发聚丰 股票型 广发基金

８３．８８％ ８４．７４％ －０．８６％ －０．８７％ ２００．４４

易方达价值成长 偏股混合 易方达基金

９１．３９％ ８９．６４％ 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８７．９３

华夏红利 偏股混合 华夏基金

８５．８４％ ８５．１２％ ０．７２％ ０．７１％ １８５．６２

博时价值 偏股混合 博时基金

５４．８８％ ４３．４７％ １１．４１％ １１．３９％ １６０．２６

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 华夏基金

７６．０４％ ８６．８１％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８％ １５２．７０

中邮成长 股票型 中邮创业基金

７８．４９％ ８４．５６％ －６．０７％ －６．０８％ １５０．５９

汇添富均衡 股票型 汇添富基金

６５．４１％ ７１．６２％ －６．２１％ －６．２３％ １４４．８３

诺安股票 股票型 诺安基金

６９．６６％ ７５．７４％ －６．０８％ －６．１０％ １３４．９０

银华优选 股票型 银华基金

７３．８５％ ７４．８０％ －０．９５％ －０．９７％ １１９．６５

博时新兴成长 股票型 博时基金

８７．３１％ ８９．３９％ －２．０８％ －２．０９％ １１６．０４

华宝精选 股票型 华宝兴业基金

８０．５１％ ８５．１２％ －４．６１％ －４．６２％ １１１．０８

兴全趋势 配置混合 兴业全球基金

６７．１９％ ６３．６８％ ３．５１％ ３．４９％ １０８．９９

融通新蓝筹 偏股混合 融通基金

７２．１８％ ７０．８１％ １．３６％ １．３４％ １０８．２８

大成稳健 偏股混合 大成基金

９４．５１％ ９２．４６％ ２．０５％ ２．０５％ １０８．１５

鹏华价值 股票型 鹏华基金

８０．１１％ ８６．０５％ －５．９４％ －５．９５％ １０７．３４

嘉实稳健 偏股混合 嘉实基金

７３．４５％ ７４．７６％ －１．３１％ －１．３３％ １０６．６０

长城品牌 股票型 长城基金

８５．９３％ ８３．２３％ ２．６９％ ２．６８％ １０６．１２

博时主题 股票型 博时基金

８４．９４％ ８５．９１％ －０．９８％ －０．９９％ １０２．９０

华夏回报

特殊策略

基金

华夏基金

５５．１９％ ５７．１６％ －１．９７％ －１．９９％ １０２．３０

资金属性

沪市净买

（亿）

沪市周涨跌幅

（

％

）

深市净买 （亿）

深市周涨跌幅

（

％

）

机构资金

２．４４ －０．８６ －８．８２ ０．３３

大户资金

－３７．２７ －０．８６ －２９．５６ ０．３３

中户资金

１．２８ －０．８６ －２．９０ ０．３３

散户资金

３３．５５ －０．８６ ４１．２８ ０．３３

序号 板块名称 机构净卖 （亿） 周涨跌幅 （

％

）

１

商业连锁

３．８６ ３．４３

２

教育传媒

２．７６ ２．９５

３

计算机

２．１１ ０．２６

４

医药

１．８１ －－

５

汽车

１．６９ ０．２７

序号 板块名称 机构净买 （亿） 周涨跌幅 （

％

）

１

券商

６．０３ ２．６９

２

通信

３．９５ －０．９５

３

银行

２．９５ －２．７８

４

有色金属

１．７５ －０．９２

５

造纸印刷

１．２９ ２．１２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机构净卖 （

％

） 周涨跌幅 （

％

）

１ ００２１３９

拓邦股份

５．２２ －１．１３

２ ６００２５５

天津松江

３．３１ －３．９２

３ ６００５３２

华阳科技

３．１９ －８．３９

４ ００２０８８

鲁阳股份

２．６３ －２．７０

５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２．５８ ２．６８

６ ６００８２４

益民集团

２．５２ ０．１７

７ ６００８３８

上海九百

２．１９ ７．３２

８ ６００８０４

鹏博士

２．１４ ６．７５

９ ６００１１３

淅江东日

２．０３ ２．４７

１０ ６０１５１５

东风股份

１．９０ ０．９３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机构净买 （

％

）

周涨跌幅

（

％

）

１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器

３．３２ １４．４２

２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２．７２ ３．９９

３ ６０００９４

大名城

２．５９ ２．１８

４ ６００４６０

士兰微

２．２９ １６．３１

５ ０００５６１

烽火电子

２．０９ １２．４６

６ ００２２３１

奥维通信

２．０８ ９．８４

７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２．０１ ８．４５

８ ００２６１９

巨龙管业

１．８６ ６．００

９ ００２１７８

延华智能

１．７５ １０．６６

１０ ００２６４６

青青棵酒

１．６４ １９．７０

QFII

新进股曝光 绩优蓝筹受宠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随着上市公司年报公布进入密

集期，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操作动向逐步浮出水面。

QFII

普遍偏好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绩优

蓝筹公司。

据

Wind

对

QFII

持股的统计显

示， 目前

QFII

已经现身近

30

家上

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 其中除了

QFII

长期投资的品种外，

QFII

还

新进驻不少上市公司， 其中，

QFII

基金 “景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景

顺中国系列基金” 现身郑煤机前十

大流通股东， 持股量达

731

万股，

年初持股市值近

1.82

亿元， 未来

资产基金管理公司旗下两只

QFII

基金 “未来资产中国

A

股股票型

母投资信托” 和 “未来资产中国

Ａ

股优势股票型母投资信托” 携手进

驻中南重工， 持股量分别达

616

万

股和

393

万股， 列中南重工第二大

和第三大流通股东， 合计持股量达

1010

万股。 富通银行以

380

万股

的持股量现身兴蓉投资，

JF

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JF

中国先驱

Ａ

股基金现身大冶特钢， 持股

284

万

股。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大举进驻用

友软件， 持股量达

1316

万股， 新加

坡政府投资公司买入南海发展

512

万

股， 柏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买入中利

科技

135

万股。 通用电气资产管理公

司旗下 “

GEAM

信托基金中国

A

股

基金

Ⅱ

” 新进驻秦川发展， 持股

216

万股。

除了这些新进股票之外，

QFII

还对原先持仓追加投资， 不少股票被

增持，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旗下

QFII

基金 “摩根士丹利中国

A

股基

金” 增持中百集团

467

万股， 截至去

年底持股高达

1931

万股， 列第六大

流通股东。 美林国际、 耶鲁大学、 花

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联手增持双汇发

展

91

万股、

98

万股和

193

万股。

当然， 也有股票被

QFII

减持，

如美林国际减持伊利股份达

557

万

股， 但减持后持股量仍高达

3233

万

股， 淡马锡富敦投资有限公司减持

160

万股顺鑫农业， 资本国际公司减

持

110

万股置信电气， 瑞士联合银

行集团小幅减持东阿阿胶等。 但总

体上看，

QFII

的增持超过减持， 对

多数股票仍坚定持有。 从投资风格

上看，

QFII

比较喜欢历史业绩优异、

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龙头蓝筹

公司。

基金周评

Weekly Review

注： （

1

）基金仓位为规模加权平均， 基金

规模采用最新净值与最近季报份额相乘计算；

因此加权权重以及计入大、 中、 小型基金的样

本每周都略有变化， 与前周存在不可比因素；

（

2

） 大型基金指规模百亿以上基金； 中型基金

50

亿

～100

亿； 小型基金

50

亿以下。

(

数据来源

：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

)

资金动态

Capital Flow

2012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一

主编

:

金烨 编辑

:

孙晓辉

电话

:0755-83501623

动向

Trend

B6

注：

1

、 机构资金： 单笔成交

100

万元以上；

2

、 散户资金： 单笔成交

20

万元以下。

（

数据来源： 天财藏金

www.sztccj.com

）

三类偏股基金平均仓位变化

各类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变化

沪深两市资金进出状态

机构资金净流出板块前

５

名

机构资金净流入板块前

５

名

机构资金净卖出率前

１０

名

机构资金净买入率前

１０

名

大基金上周

主动减仓

1.2

个百分点

上周

A

股市场出现微调， 基金也一改连

续增仓的势头， 德圣基金

3

月

8

日仓位测算数

据显示， 上周大基金平均仓位为

78.17%

， 较

此前一周主动减仓

1.2

个百分点。 （余子君）

规模

１0０

亿以上主动偏股基金仓位

固收产品表现良好

指基涨跌分化显著

王群航

场内基金：

固收背景产品表现良好

封闭式基金： 截至上周末， 除了

汉兴基金的市价创新高外， 老封基的

整体市场表现偏弱， 在深沪两地老封

基的周平均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0.31%

和

0.2%

的情况下， 市价分别逆势下跌

1.04%

和

0.28%

。 综合目前的所有情况

看， 老封基平均折价率总体已降到较

为合理的水平。

杠杆板块： 杠杆指基、 杠杆股基

上周末的平均溢价率指标分别为

15.53%

和

4.52%

， 指标值与前周相差

不大。 不过， 这两类基金上周净值和

市价表现截然不同： 杠杆指基上周平

均净值增长率、 平均市价上涨幅度皆

为正值； 杠杆股基则全为负值。 两者

表现差异显著， 主要有以下几点： 基

于风格因素的股票投资仓位不同； 各

母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性质不同； 杠

杆指基和杠杆股基的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日益分化， 前者活跃， 后者寂静。

此外， 杠杆指基里的老品种依然值得

多关注。

杠杆债基上周的总体表现情况较

好， 具体表现特征为： 周平均净值增

长率为

0.4%

， 周平均市价涨幅为

1.34%

。 但是， 截至上周末， 相关品种

的折溢价表现依然差异较大。

固收类品种： 固收板块可以被细

分为两个小板块： 约定收益、 封闭债

基。 同样是基于股票市场行情走软、

债券市场行情走好两个共同的原因，

约定收益、 封闭债基这两个小板块上

周的平均市价涨幅都高于净值的周平

均增长幅度， 平均折价率因此都略有

减少。 对于这两个板块的投资建议是：

风险类别的较长期灵活配置对象。

场外基金：

指基净值涨跌分化显著

（一） 主做股票的基金

1

、 被动型基金： 指数型基金上

周的平均净值损失幅度为

0.17%

， 总

体上是略有减少状， 不过， 板块内的

具体指基由于各自所跟踪的标的指数

不同， 净值表现差异较大。 有

6

只基

金的周净值增长超过

2%

； 有

2

只基

金的周净值损失幅度高于

2%

。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见， 首

先目前市场上， 在投资指数型基金方

面，

ETF

无可争议是首选， 因为它们

的波动大， 潜在机会多。 其次， 从这

些基金所跟踪的标的指数及市场分类来

看， 中小板、 创业板与金融保险板块之

间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较为对立的表现，

这种涨跌互现的情况， 恰恰给投资者的

选时提供了一定的潜在机会。

2

、 主动型基金： 股票型、 偏股

型、 灵活配置型这三大类主动投资类

主做股票的基金上周的平均净值增长

率分别为

0.4%

、

0.28%

和

0.39%

， 整体

上为净值微增的状态。 从公司层面上

来看， 农银汇理、 万家、 泰信三家公

司旗下各有两只基金取得了领先的绩

效表现。

上述股票型基金之所以会有领先

的短期周绩效表现， 与它们对于中小

板股票、 创业板股票依然有较高的配

置比例有关。 这种配置目前来看应该

属于市场中的非主流配置， 目前纷纷

逐渐调整配置， 转战蓝筹。

（二） 主做债券的基金

债券基金： 纯债基金、 一级债

基、 二级债基上周的平均净值增长率

分别为

0.28%

、

0.44%

和

0.38%

。 在

债券市场行情主体全面走好、 非纯债

类债基权益类投资总体谨慎的情况

下， 各类基金上周的绩效表现相差不

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除去次

新品种， 转债债基的净值上周全面折

损， 转债债基较为特殊的相对风险由

此得到较为鲜明的体现。

货币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上周

的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0.0833%

， 较

前一周大幅度减少了

11.19%

， 减

少的原因在于市场资金面继续保持

宽松态势。

（作者单位： 华泰联合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春江水暖鸭先知 基金提前布局券商股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今年

2

月份以来， 在股市回暖

的背景下， 沪深两市交易量明显上

升， 受益于此的券商股正得到基金

的青睐。 此外， 基金经理们普遍预

期未来券商在高收益债券、 金融衍

生品、 资产管理等业务将会有较好

的发展前景。

券商业绩回升明显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业绩颇好的

基金经理表示， 他今年比较看好券

商股， 并在一部分券商股上进行了

加仓。 他加仓的理由就是在股市处

于底部的情况下， 股市上涨， 券商

股是股市回暖最明显的受益者， 券

商的佣金、 投行、 自营等业务将会

迎来明显的业绩反转。

从统计数据看， 券商盈利正处

于明显的反转状态， 今年

1

月份，

很多券商处于亏损状态， 而自营业

务比较重的东北证券甚至是在此前

的半年时间都处于亏损状态， 但在

2

月份，

6

家上市券商扭亏为盈。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2

月份，

18

家上市券商实现营业净收入

45.35

亿元、 净利润

17.66

亿元， 营业收

入环比回升

55%

， 净利润环比回

升

176%

。 具体来看，

2

月份， 东

北证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1.21

亿元和

5510

万元。 今年

1

月

亏损的山西证券、 广发证券、 东吴

证券等券商在

2

月份扭亏为盈。

从总体数据看， 目前沪深两市

交易量回到

2000

亿元附近， 较去

年年均水平高出

14%

左右。

在具体品种选择上， 上述基金

经理表示， 他倾向于选择以传统经

纪业务为主、 自营业务小的券商股。

他表示， 这类券商股在股市回暖时

业绩回升会非常明显， 且这类股票

的业绩可预见性也非常强， 而一些

大券商虽然有很多资金， 但资金缺

乏用处， 对于它们的业绩贡献不大。

从基金的持仓情况看，

2011

年四季度， 诺安、 长盛基金、 南

方、 东吴等基金公司对券商股的投

资力度颇大。 去年四季度南方基金

旗下南方隆元产业主题、 南方优选

价值、 基金开元

3

只基金分别加仓

海通证券

4126.17

万股、

1300

万

股、

970.24

万股， 诺安平衡重仓持有

中信证券

2832.69

万股， 诺安灵活配

置加仓中信证券

140

万股至

1973.86

万股， 长盛同庆加仓中信证券

421.92

万股至

3021.89

万股。

新业务发展空间较大

深圳另外一家基金公司的资深基

金经理表示， 对于国内券商来说， 未

来仍然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东西， 比如

目前虽然推出了融资融券、 股指期货

两项业务， 但是比例和范围较小， 未

来融资融券、 股指期货仍然可以继续

扩大， 国际板也值得期待， 甚至包括

T+0

交易， 更值得期待的是金融衍生

品和资产管理业务。

据介绍， 近年证券行业的规范化

有很大进步， 但是创新水平不高， 虽

然一批券商进行了上市融资， 但是这

些钱只是躺在银行账户里面， 没有创

新业务可以做， 对于券商的长远发展

不利。 反观海外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

国际投行， 创新业务涉及的范围非

常广。 因此， 从这个角度讲， 国内

券商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有很多值得

做的事情。 据他介绍， 现在一些券

商已经着手在推进包括利率互换等新

业务的发展。

此外， 目前东方证券、 华泰证券、

光大证券、 中信证券、 广发证券等券

商的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势头也非常

迅猛， 有资深基金经理表示， 未来券

商发行产品的方式可能会向基金公司

看齐， 一旦有券商真正把资产管理业

务做起来， 其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从目前的趋势看， 现在东方证

券、 国泰君安等券商成立了独立的资

产管理公司。 在人才方面， 一批证券

公司更是在挖基金公司的墙脚， 比如

原农银汇理投资总监栾杰加盟国泰君

安资产管理公司， 原南方基金投资部

总监苏彦祝、 固定收益部总监助理万

晓西、 专户投资管理部副总监付罗龙

加入第一创业证券的资产管理公司。

机构资金上周

净流出

6.38

亿元

上周机构资金整体净流出

6.38

亿元， 其

中沪市机构资金净流入

2.44

亿元， 深市机构

资金净流出

8.82

亿元。 （余子君）

上周沪深两市

ETF

整体申赎平稳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上周

A

股市场先抑后扬， 呈现

V

形走势， 沪深两市

37

只开放式

交易型指数基金 （

ETF

） 略微净申

购

0.75

亿份， 总份额由上上周的

937.33

亿份升至

938.08

亿份， 除深

100ETF

外， 其他

ETF

净申购或净

赎回份额都在

1

亿份以内。 与此前

动辄数十亿的净申购赎回对比， 上

周

ETF

的申购赎回整体较为平稳。

具体来看， 获得净申购的

ETF

中， 深

100ETF

获得

2.35

亿份的净

申购， 净申购份额最多， 基金份额

由

324.39

亿份升至

326.74

亿份；

上证

180ETF

、 深成

ETF

分别获得

0.57

亿份、

0.12

亿份净申购， 净申

购也较多； 净赎回方面， 成长

ETF

、 超大

ETF

、 创业板

ETF

分别被

净赎回

0.56

亿份、

0.43

亿份、

0.42

亿

份， 净赎回份额排名靠前； 其他

ETF

的基金份额上周几乎没发生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上周

ETF

申赎整体平稳， 但年初以来份额快速

增长的创业板

ETF

的基金份额在上

周出现了净赎回； 而在二级市场上，

创业板指数却在上周五创出本轮反弹

的新高， 也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点。 这

或许表明在经历一波反弹后， 资金对

创业板指数开始谨慎起来。 据统计，

本轮反弹以来创业板指数的涨幅已

达

27%

。

市场人士表示， 上周沪深两市

ETF

份额申购赎回的份额都比较小，

表明在目前的市场点位上， 资金观望

情绪比较浓重。

QDII

基金 增持新兴市场减持欧洲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季斐雯

截至

3

月首周， 全球新兴市场

（除中国外） 今年以来平均涨幅达

15%

以上。 另外，

2011

年年报显示，

QDII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基金持

有新兴市场股票数较去年三季报有所

增加。

QDII

基金经理认为新兴市场

未来一年内依然会有不错的表现。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显

示， 截至

3

月

9

日，

52

只

QDII

基

金今年以来平均收益为

10.59%

，

在各类型基金中， 位居第三。 其中

投资新兴市场的

QDII

基金表现突

出。 截至

3

月

8

日， 国投瑞银新兴

市场、 景顺长城大中华、 招商标普

金砖四国等

5

只基金， 今年以来回

报率达到

15%

以上。 另外， 从

Wind

公布的

2011

年年报来看，

QDII

基

金持有新兴市场股票数比去年三季

度有所提高。 具体来看， 增持中国

香港股票的

QDII

基金最多， 由

30

家增加至

34

家， 股票只数由

164

只

增至

197

只， 市值由

191.38

亿元增

加到

229.20

亿元。 而持有中国台

湾、 南非和巴西等新兴国家和地区

股票的

QDII

基金家数也有增加， 分别

增持各新兴国家股票只数

1

至

2

只。

与此同时， 持有欧洲市场股票的

QDII

基金家数出现下降。 如持有意

大利股票的

QDII

基金， 从

3

家下降

到

1

家， 市值由

543.9

万元降至

76.6

万元。 芬兰、 瑞士和西班牙等欧洲国

家股票也被减持。 但是， 其他发达国

家， 如美国、 日本却有增持现象。 持

有美国股票的

QDII

基金从去年三季

度的

26

家增加到

29

家， 股票只数由

91

只增至

103

只。

信诚基金海外投资副总监、 信诚

金砖四国基金经理刘儒明表示， 目前

国际经济形势较为稳定， 新兴市场表

现较欧美等发达地区活跃， 并且复苏

进程更快， 加上今年新兴市场内部环

境良好、 市场潜力大、 通胀率下降，

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放松， 新兴市场资

本出现大量净流入， 未来半年或一年

内， 或许还会有不错的表现。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基金经

理王邦祺表示， 新兴市场的长期表

现会持续超越发达市场。 尤其是部分

接近发达市场的新兴市场会有比较好

的表现。

2

月份

，

18

家上市券商实现

营业净收入

45.35

亿元

、

净利润

17.66

亿元

，

营业收入环比回升

55%

，

净利润环比回升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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