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荡结构市

中小基金公司跑赢市场

“震荡中寻机” 成为今年以来

的主基调， 在今年震荡结构市中，

创新型产品如分级基金、 量化基金

等整体表现突出， 而中小基金公司

表现尤其亮眼。

Wind

统计， 截至

5

月

30

日，

今年以来， 纳入统计的

15

只分级

基金进取份额平均涨幅达

13.09%

，

14

只量化基金平均涨幅

10.04%

，

均高于上证综指同期

8.42%

以及普

通股票基金

7.32%

的涨幅。

在上述分级基金阵营中， 申万

菱信、 泰达宏利、 长城等中小型基

金公司的产品均位列其中； 量化基

金阵营中， 更是集结了申万菱信、

中海、 华富、 长信等多家中小型基

金公司。 不仅如此， 在上述两类基

金的前三甲中， 申万菱信旗下各有

产品列入其中。

Wind

统计， 截至

5

月

30

日， 申万进取今年以来涨

幅达

33.13%

， 在同类基金中位列

第二；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基金今年

以来涨幅达

14.60%

， 在量化基金

中排名第三。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今年

股市反弹主要是两条线， 一是周

期、 资源类的股票， 二是大盘蓝筹

类股票。 相比大型基金公司， 中小

公司在适应市场风格切换上更为灵

活迅速。 因此， 小规模基金在今年

的震荡市场中较好地进行了风格轮

动， 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表现。

事实上， 近两年以来， 在产品

同质化、 发行渠道拥堵、 投资者需

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下， 基金公司都

在谋求转型。 分级基金便是这场创

新之旅中的 “试金石”。 分级基金、

量化基金这类工具型产品操作灵

活， 更能适时进行热点切换把握市

场投资机会。

在激烈的竞争中， 中小基金公

司凭借一些产品脱颖而出， 有助于

增强其市场影响力， 但能否成为推

动公司规模扩张的 “利器”， 还有

待时间的考验。 （程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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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人才羽翼渐丰 七成

QDII

不带洋顾问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随着本土人才投资海外的经验

逐渐丰富， 近两年出海的

QDII

基

金多数都不再聘请境外投资顾问。

数据显示， 目前只有三成左右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 （

QDII

） 产品聘请

了 “洋顾问”。

Wind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5

月

31

日， 包括正在发行的

3

只

QDII

产品， 市场上共有

60

只

QDII

基金， 其中仅

19

只聘请了海外投

资顾问， 占比为

31.67%

。 具体来

看， 聘请 “洋顾问” 的不少是基金

公司的外方股东， 如富国全球债

券、 国富亚洲机会、 国投瑞银新兴

市场等； 也有些外聘了其他享誉全

球的资产管理公司， 例如博时大中

华亚太精选的境外投资顾问是富敦

资金管理公司。 富敦资金管理有限

公司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全资子公

司， 对亚洲资本市场拥有丰富的投

资经验， 与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的

投资主题非常符合。

实际上， 自

QDII

基金诞生以

来， 基金公司在逐渐摆脱对境外投

资顾问的依赖。 数据显示，

2007

年

至

2008

年期间出海的

9

只

QDII

基

金在成立时全部聘用了境外投资顾

问， 之后比例明显下降，

2011

年新

成立

QDII

基金共有

24

只， 仅有

4

只聘用了境外投资顾问。 而今年成

立和进入发行的

8

只

QDII

中， 只

有

4

只聘请了 “外援”。

成立之初多数

QDII

基金选择

了借助海外顾问的力量， 但是随

着基金公司海外投资经验的不断

丰富、 投资人才的不断积聚， 不

少基金选择单飞。 好买基金数据显

示， 目前共有

7

只

QDII

基金的管理

人解除了投顾协议， 独自管理旗下

QDII

产品， 解除协议的时间多在基

金成立一年多后。 尤其是

2008

年成

立的

4

只

QDII

， 工银瑞信全球配置、

华宝兴业中国成长、 银华全球核心优

选、 海富通海外精选均纷纷解聘海外

投资顾问。

业内人士表示， 不少基金公司在

和外方投顾合作期间， 吸收了一定的

海外投资经验和方法， 已经有能力独

自研究、 管理

QDII

基金。 除此之外，

境外投资顾问作用有限、 高额的费用

都可能是造成 “分手” 的原因。 从

QDII

实际业绩看， 有无境外投资顾问

对实际业绩的影响并不大， 不少由本

土基金经理管理的

QDII

基金也取得

较好业绩。

此外， 指数型、

FOF

等产品增

多， 也是目前

QDII

产品不配 “洋顾

问” 的原因之一。 以

2011

年为例，

共发行了

24

只

QDII

基金， 其有

10

只

FOF

型、

6

只指数型。 业内人士表

示， 这两种类型的

QDII

基金减少了

对于海外投资经验的要求， 基金公司

在不需要太多海外经验的情况下实现

了投资标的品种多样化。

五只杠杆债基今年以来上涨逾

20%

数量超过同期同等涨幅的杠杆指基

证券时报记者 杨磊

今年以来， 股市和债市都出

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 杠杆指数

基金和杠杆债券基金成为今年表

现最好的两类产品， 各有一批产

品涨幅超过了

20%

， 其中， 杠杆

债券基金涨逾

20%

的数量达到了

5

只， 比杠杆指数基金还要多出

1

只， 显示出杠杆债券基金在牛市

中有进攻能力并不亚于杠杆指数

基金。

天相统计显示， 截至

6

月

1

日， 共有

5

只杠杆债券基金年内价

格涨幅超过

20%

， 其中涨幅最大

的海富通增利

B

， 达到了

33.78%

，

同时也是所有基金中今年以来上涨

幅度的第二名， 仅次于银华鑫利

37.95%

的上涨幅度。

净值表现方面， 今年以来增

利

B

的单位净值大涨了

28.99%

，

从

1.028

元上涨到了

1.326

元 ，

该基金主要投资企业债， 企业债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轮明显的上涨

行情。 另一个带动净值大涨的重

要原因在于高杠杆， 该基金今年

一季度末仅投资企业债就占了基金

资产净值

149.79%

， 本身就有一定的

投资杠杆， 再加上增利

B

和增利

A

的比例为

1

：

4

， 具有

5

倍的投资杠

杆， 双重杠杆带动了该基金净值的

大幅上涨。

今年以来收益率第二名的杠杆债

券 基 金 是 泰 达 聚 利

B

， 涨 幅 为

28.54%

， 对应该基金今年以来的净

值增长率为

23.4%

， 除了净值增长之

外， 折价率下降是该基金价格上涨的

重要原因， 去年年底时该基金折价

8.2%

， 到了今年

6

月

1

日折价率下

降到了

4.54%

。

另外三只杠杆债券基金今年以来

的上涨幅度都在

25%

左右， 为万家

利

B

、 大成景丰

B

和富国汇利

B

， 今

年以来的上涨幅度分别为

25.14%

、

24.89%

和

24.11%

。

此外， 还有两只杠杆债券基金今

年以来的上涨幅度接近

20%

， 富国

天盈

B

和国泰互利

B

今年以来交易

价格分别上涨了

19.73%

和

18.43%

。

据悉， 早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

年第一季度就有多家券商向投资者

推荐杠杆债券基金的投资机会， 无

论是从绝对收益率还是相对收益率来

看， 杠杆债券基金都是今年以来表现

非常优异的投资品种。 兴业证券基金

研究员徐幸福表示， 杠杆债券基金今

年以来的优异表现既有债券上涨的因

素， 又有高杠杆投资的因素， 还有历

史折价比较高的因素， 三种因素结

合， 共同促成了今年以来优异的表

现。 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一些折价率

比较高的杠杆债券基金， 随着这些基

金距离到期日越来越近， 折价率有逐

渐消失的趋势， 投资这类产品的安全

边际更高一些。

华安加盟千亿俱乐部 基金巨头规模占市场四成

证券时报记者 姚波

短期理财债的热销， 让华安基

金回归千亿资产 “俱乐部”， 并成

为首家债基 “打头” 的基金大佬。

而随着华安的加盟，

7

家千亿规模

的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已经占到了整

个基金规模的

40%

。

华安基金成功抓住当前市场对

固定收益产品的偏好， 打下漂亮一

役。

5

月， 华安月月鑫、 季季鑫两

只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分别募集

182.22

亿和

55.27

亿， 助力华安基

金资产管理规模突破千亿大关。

华泰联合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

据显示， 目前资产管理总规模上千

亿元的基金管理公司共

7

家， 依次

为华夏、 易方达、 嘉实、 南方、 博

时、 广发和华安。 据一季度末及新

募基金资产累计合计，

7

家千亿大

佬的资产总值分别为

2040

亿 、

1690

亿、

1576

亿、

1339

亿、

1297

亿、

1195

亿和

1021

亿，

7

家资产

管理总规模、 净资产规模及份额总

规模的市场占比分别为

41.24%

、

41.19%

和

39.18%

。

各家基金公司的现有资产布局

来也各具特色。 短期理财产品的热

销使华安成为首家固定收益资产为

主的公司。 目前， 华安基金正在发

售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产品。

华夏基金近期人事动荡给未来前

景带来不确定， 但业界老大的一举一

动仍备受关注。 从公司副总吴志军近

期表态来看， 华夏基金开始对市场热

捧的固定收益产品着手布局，

4

月已

经申报一只安康信用优选债基。 此

外， 创新产品恒指

ETF

也有望年内

推出。

易方达则坚持推行全方位的产品

开发策略。 目前已推出的易方达纯债

和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基偏债基，

4

只申报的产品则以指数基金为主。

南方基金明确以指数化和固定收

益两条腿走路。 在推出国内首只纯债

基金南方中证

50

指数债基和南方金

利之后， 旗下第三只纯债基金南方润

元已获证监会批准， 将于近期发行。

博时基金以收益类和资产配置品

种作为公司发展重点， 包括固定收益

产品、 分级产品等可以给投资者创造

较稳定的回报的产品； 另一类是资产

配置类的产品， 包括指数基金、 行业

基金等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产品。

市场人士指出， 巨头公司已具备

大而全的优势， 凸显各自特色是未来

发展的重点。 华泰联合证券分析师王

昉表示， 短期理财、 定期开放及纯债

类产品的不断涌现， 反映出基金公司

的发展思路正在发生变化。

华商主题精选基金

正式成立

虽然五月以来市场连续下跌， 但在政策刺

激不断加码的大环境下， 月末迎来大幅回暖，

善于从宏观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的主题基金亦被

投资者普遍看好。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5

月

31

日正式成立的华商主题精选基金以主题投资的

概念和灵活、 精准的投资策略， 帮助投资者发

掘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主题投资机遇。

华商主题精选基金经理梁永强认为， 今

年 “十二五” 产业规划已进入发布高峰期，

主题投资能够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从行业乃

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布局投资有望取

得良好回报。 （鑫水）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基金

今日起正式发行

公告信息显示，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基金已

获证监会批准， 今日起在工商银行、 各大券商

及直销平台渠道发行。 富国高新技术产业基金

主要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上市公司。 在行

业选择上， 电子、 信息服务、 节能环保、 新能

源等产业被纳入高新技术产业股票的概念范围

内。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高成长性成为此类

股票值得期待的特征。

拟任基金经理王海军表示， 随着高新技术

产业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入

推进， 在节能环保、 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领

域内还将涌现出一批值得期待的高成长股。

（张哲）

上投摩根推出

希望小学结对子活动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自

2008

年推出 “亲子

定投” 以来， 坚持定期开展 “亲子定投” 活

动。 今年 “六一” 儿童节之际， 上投摩根携

手四川省广汉市教育局、 四川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共同发起 “有限定投， 无限关爱” 结

对子活动。

上投摩根有关负责人表示， “上投摩根视

社会公益事业为己任， 关注孩子的成长以及家

庭投资理念的教育。 通过推出 “亲子定投”，

倡导家庭通过投资基金等理财方式， 为孩子的

未来做好储备。” （张哲）

降息通道中锁定收益

鹏华丰泽

A

更显优势

越来越强的降息预期， 让投资者开始关注

约定收益率确定性较强的分级债基。 将于

6

月

7

日打开申购的鹏华丰泽

A

颇受关注。 作为唯

一一只纯债分级基金的稳健份额， 鹏华丰泽

A

的约定年化收益

4.73%

， 远高于同期限的定期

理财产品。 鹏华丰泽

A

仅在

6

月

7

日打开申

购一天， 且降息预期愈演愈烈， 已经有客户开

始预约申购。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基金经理戴钢表示， 央

行在未来三个月降息的可能性很大， 市场降息

预期的增强会对债券市场形成较大利好。 鹏华

丰泽

A

份额

6

个月打开一次， 有效保障了流

动性， 投资者选择这类基金投资能够在降息通

道中锁定收益。 （朱景锋）

民生景气基金

净值增长逾

19%

近日， 证券时报记者从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获悉， 根据天相数据， 截至

5

月

30

日， 民生

景气行业基金净值达到

1.192

元， 为成立半年

多以来的最高值， 在大盘同期微跌的背景下，

民生景气行业净值增长率超过了

19%

， 位居

同类型

403

只基金榜首。 据了解， 民生景气行

业基金由该公司投研领军人物吴剑飞执掌， 在

投资中注重组合管理， 强调均衡配置、 动态调

整。 该基金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超额收益能力

都位居同类型基金的前

3%

。

（李湉湉）

5

月股基跑赢市场

债基稳中有升

众禄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5

月

1

日至

30

日， 纳入统计范围

的

310

只股票型基金平均涨幅为

2.12%

， 有

279

只实现正收益， 占

比达九成。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广

发聚瑞、 国富成长动力排名前三，

涨 幅 分 别 为

8.79%

、

8.36%

、

7.80%

。 从基金公司排名看， 民生

加银、 浦银安盛、 华宝兴业涨幅靠

前， 而华夏基金在遭遇高管和基金

经理离职后， 业绩较

4

月下滑

19

位， 排在第

53

名。 众禄基金研究

中心指出，

5

月股基大幅跑赢市

场， 主要得益于基金公司踏准仓

位， 该中心对

5

月份基金公司仓位

监测数据显示， 基金公司调仓基本

与市场走势吻合。

5

月

A

股市场震荡整理， 表现

疲软， 而低风险品种的债券型基金

和货币型基金表现良好， 纳入统计

的

253

只债券型基金全部实现正收

益， 平均涨幅为

2.03%

。 南方基金

旗下债券型基金表现抢眼， 南方广

利回报、 南方广利回报

C

夺得冠

军和亚军， 南方多利增强

A

、 南方

多利增强

C

也位居前二十。 被称

誉为 “现金管理王” 的货币基金

5

月

1

日至

30

日区间

7

日年化收益

率均值为

4.06%

， 共

72

只跑赢一

年期定存。 （李湉湉）

市场指数涨幅明显

南方旗下指基全线飘红

近期市场表现较好， 南方基金旗下指数基

金全线飘红。 数据显示， 南方深成

ETF

及联

接基金、 南方中证

500

、 南方上证

380

、 南方

沪深

300

、 南方小康及其联接基金， 近期涨幅

均高于上证综合指数涨幅。

截至

5

月

29

日， 南方深成

ETF

和南方中

证

500

今年以来涨幅达到

14.53%

、

14.66%

，

而南方沪深

300

、 南方上证

380

指数涨幅也超

过

13%

， 南方小康今年涨幅也达到

11.40%

。

（方丽）

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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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

慎对海外上市网络股

证券时报记者 季斐雯

从谷歌到

Facebook

， 网络股

的上市总是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

但是， 时髦的网络科技行业所携带

的泡沫又让投资者不敢忽视。 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 （

QDII

） 基金就对

网络股持慎重态度。

近日最受关注的网路股当属

Facebook

， 该公司美国时间

5

月

18

日以

38

美元发行价登录纳斯达

克， 但到了

6

月

1

日股价已跌至

27.72

美元， 较发行价下跌超过

27%

。 某基金公司

QDII

基金经理

表示， 非常关注

Facebook

， 但目

前还不会考虑买入。 他介绍 ，

Facebook

一季度收入下滑

6%

， 利

润下滑

32%

， 业务增长出现停滞，

加上通用汽车公司撤掉了在

Face－

book

投放的广告， 该公司发展前

景令人担忧。 一位基金研究员也

认为， 网络股存在一定风险， 目

前的互联网公司主要以广告收入

为主， 广告收入占各互联网公司

总收入的八成左右。 他表示， 大

多数互联网股票价格都偏高， 而

盈利水平并不能与股价相匹配，

股价下跌并非偶然。 在

2011

年前

三季度的广告增长率都维持在

28%

以上， 但四季度广告收入增长率略

降至

25%

， 而

2012

年一季度增长

率为

23%

。

目前对网络科技股仍存在高

估，

QDII

基金经理并没有跟风买

入。

Wind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QDII

基金对网络股投资保持平稳。

具体来看， 持有腾讯的

QDII

基金

数量最多， 有

11

只， 包括了华夏

全球精选、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和

南方全球精选等； 谷歌、 百度和

新浪各有

3

只基金持有， 有

1

只

基金持有搜狐。

从持股数量来看， 华夏全球精

选持有的网络股数量和市值都最

多， 对搜狐 、 腾讯和新浪共持有

434.87

万股， 市值为

11.79

亿元人

民币； 紧随其后的是工银瑞信全球

配置、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 交银环

球精选和建信全球机遇， 都各持有

两只网络股 ， 持股数量分别为

15.36

万股、

3.4

万股、

3.06

万股和

2.92

万股。 与去年四季度相比，

QDII

基金对网络股的持股变化不

大， 对谷歌和百度的持股量有微量

的减少， 搜狐、 腾讯和新浪则有不

同程度的增持。

另外， 据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

研究公司 （

EPFR

） 的最新报告显示，

科技行业类基金在过去的

5

周中， 有

4

周出现资金流出，

EPFR

分析指出，

这可能是受到

Facebook

跌破发行价

的影响， 投资者把资金投向更安全的

行业基金中。

季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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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持有情况

股票名称

基金

2012

年

持股数量 （万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