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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基金公司盈利猛增 行业拐点显现

证券时报记者 葛天

截至今日， 已有

21

家基金公司

2013

年收入和利润情况曝光。 数据

显示， 不仅大型基金和银行系基金

公司收入和盈利大幅增长， 一些小

公司和新公司营收也有所增长，基

金业盈利拐点已经显现。

多家公司盈利猛增

中信证券上周在年报中披露，

华夏基金

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47

亿元，净利润

9.71

亿元，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22.01%

和

61.08%

。 这是

华夏基金自

2009

年以来连续

4

年利

润下滑之后收入和利润首次出现双

增长。 受股市下跌和权益类基金规

模缩水影响， 华夏基金的净利润在

2008

年创出

12.24

亿元历史新高之

后便不断下滑，

2009

年到

2012

年分

别下滑至

11.08

亿元、

10.06

亿元、

6.67

亿元和

6.03

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华夏基金

去年利润增幅远超收入，显示出这

一行业龙头的盈利能力显著提

升， 更标志着基金行业盈利拐点

已出现。

除华夏基金之外，工银瑞信、中

银、银华、富国、招商等大型基金公

司也都在去年出现收入和利润双增

长， 作为银行系龙头的工银瑞信和

中银基金去年净利润分别达

3.18

亿

和

2.8

亿元，同比分别劲增

61.42%

和

56.42%

， 增速和华夏基金相当；银

华、 富国和招商基金的净利润也分

别增长

22.24%

、

7.45%

和

18.37%

。

此外， 不少中小基金公司也出

现惊人的收入或利润剧增。 农银汇

理和民生加银两家银行系基金去年

净利润分别增长

1.86

倍和

3.04

倍，而

2012

年盈利基数较低的东方基金去

年利润增长率达到

6.18

倍， 光大保

德信、国海富兰克林、东吴等居于行

业中游的基金公司， 去年盈利也都

显著增长。

部分公司虽然去年没有实现盈

利，但收入也有大幅增长，如财通、

浦银安盛、天弘、国金通用等。

三驾马车

拉出盈利拐点

综合各家公司情况看， 部分公

司公募业务迅速增长、 专户业务规

模暴增以及子公司业务突飞猛进，

都是拉动基金公司盈利增长的引

擎。其中，非公募业务是主要的收入

增长来源。

受制于市场，公募基金整体规

模在去年并没有明显增加， 但渠

道、品牌、业绩领先的大公司仍在

公募业务规模上实现了有效增长，

华夏基金去年公募规模便增加了近

百亿元。对于更多的基金公司，非公

募业务规模的大幅增长成为利润回

升的主要原因。 以专户业务发展突

出的财通基金为例， 在财通基金总

收入中， 来自非公募业务的收入占

比高达九成。

招商基金的非公募业务收入占

比也在不断走高。 而东吴基金的公

募业务在去年出现收入和利润双双

下滑，但凭借子公司的迅速扩张，东

吴基金去年总体收入和利润分别增

长了

21.48%

和

38.73%

。

记者获悉，像信达澳银、平安大

华、万家、金元惠理、招商等基金公

司的子公司去年都大幅盈利， 一些

甚至远超母公司。 在公募业务受基

础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情况下，专

户和子公司业务仍将是未来拉动基

金公司盈利的两大来源。

部分公司

盈利继续下滑

不过，由于基础市场的低迷，部

分老牌基金公司依然没能走出盈利

下滑的阴影，包括大成、长盛、海富

通和金鹰在内的成立时间在

10

年以

上的基金公司，均是如此。

去年大成基金净利润下滑

16.69%

至

2.33

亿元，长盛和海富通

则出现收入和利润双降，长盛基金

收入和利润分别下滑

5.42%

和

15.54%

，海富通下滑幅度更大，去

年收入和利润分别下降

12.76%

和

21.57%

， 金鹰基金则在收入小幅

增长

6.96%

的情况下， 亏损扩大

5.94

倍至

3866

万元。

业绩总体不佳、公募规模大幅

缩水似乎是这些老牌基金公司营

收下滑的主要原因，大成和海富通

基金去年规模分别缩水

152

亿和

106

亿元， 但长盛基金规模增长了

38

亿

元， 金鹰基金公募业务也出现明显

缩水。

基金业去年三大费用支出38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葛天

截至今日，基金

2013

年年报全

部披露完毕。 天相投顾统计显示，去

年基金向管理人、 托管人和交易商

支付的管理费、 托管费和交易费用

合计达到

380

亿元， 其中受基金换

手率显著提升影响， 基金支付给券

商的交易佣金增长近

30%

， 在三项

费用里增幅最大。

三大费齐升

交易费领涨

根据天相投顾统计，

72

家基金

公司

2013

年共收取管理费

273.61

亿元，同比增长

7.54%

，六大千亿级

别基金公司华夏、嘉实、易方达、南

方、广发和博时等，管理费收入均

突破

10

亿元大关，其中华夏基金

以

23.68

亿元的管理费收入排名

第一，嘉实基金以

16.31

亿元排名

第二， 其与华夏基金的收入差距

达到

7.37

亿元。 总体看，大多数

基金公司管理费收入取得了正增

长，部分大型公司如中银、景顺长

城、上投摩根、工银瑞信等管理费

收入取得

20%

以上的增长。

托管行收取的托管费亦增幅

明显。

18

家托管行共收入托管费

53.02

亿元，同比增长

11.27%

，工商

银行和建设银行继续位居前两位，

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紧随其后。

去年三项费用里增长最快的

当属基金交易费，统计显示，

96

家

券商从基金股票交易中取得的交

易佣金高达

49.37

亿元， 比

2012

年

大增

28.92%

。 其中，有

18

家券商分

仓收入过亿元， 中信证券以

3.14

亿

元收入成分仓最多的券商， 海通、国

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中信建投、

银河、广发等大型证券公司的分仓收

入均超过

2

亿元。 而从交易费和交

易量对比可以发现， 基金交易佣金

比例高达万分之八点八。

基金换手率显著增加，这成为去

年基金交易费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去年所有偏股基金平均持

股周转率达

2.5

倍，同比上升

24%

。

渠道分走

50亿元管理费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账面上的

管理费收入并不会全部流入自己

的口袋，各类销售渠道从中分走了

50

亿元的客户维护费（俗称尾随佣

金）， 而且基金公司支付的客户维

护费增幅达到

12.8%

，显著超过自

身管理费收入增幅。

统计显示， 去年向销售机构支

付的尾随佣金占管理费的比例达到

17.75%

，较

2012

年上升

0.89

个百分

点。 英大基金的尾佣比例高达

69%

，

在所有基金公司中最高，财通、纽银

梅隆西部、 浙商等基金公司的该项

比例超过

50%

，安信、华宸未来、华

润元大、 浦银安盛等基金公司管理

费也被渠道分走四成以上。 一些大

型银行系基金公司的尾佣比例也较

高，如工银瑞信和招商基金，尾佣比

例分别达到

27.61%

和

26%

。

证监会携手央行强化监管

“国务院版” 私募法规揭开面纱

证券时报记者 天天 明子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独家获悉，

国务院法制办正就 《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暂行条例》送审稿（下文称“国

务院版”《条例》）征询各界意见。

消息人士透露，“国务院版”

《条例》主要由中国证监会私募基

金工作小组负责起草并提交国务

院法制办， 该小组组长正是从国

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金融处处长

一职调任的刘健钧。 刘被视为证

监会与发改委协调私募基金立法

问题的“润滑剂”，几个月前曾公

开表示， 私募基金管理草案已上

报

13

个部委征求意见。

业界认为， 征求意见的时间

或会很长， 私募基金立法之路仍

在漫漫求索。 记者独家获得的这

份“国务院版”《条例》，界定了证

监会、 发改委及央行在私募基金

监管中的角色， 并再次明确了中

国证监会的主导地位。此外，与去

年

6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证监会

《征求意见稿》）相比，“国务院版”

《条例》 还明确了私募基金的定

义，并在监管、税收、处罚等各方

面进行了完善。

综合监管

与央行信息共享

“国务院版”《条例》 第六章

“监督管理”要求，证监会“定期将

股权投资基金的备案和统计监测

等情况”通报给发改部门；发改部门

“发现股权投资基金存在不符合有关

发展规划和产业投资政策的，及时通

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查

处”。 此外，证监会和央行将“建立私

募基金风险提示部门间协调配合机

制，实现信息共享”。

“国务院版”《条例》再次强调了

证监会的监管权，“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有权自行或者控股权派出

机构，依法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

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等开

展私募基金业务情况，定期或者不定

期进行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

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分业监管、

混业经营的格局容易导致监管责任

模糊，特别是近些年各种跨业创新金

融产品涌现，综合监管是大势所趋。

在“国务院版”《条例》的监管章

节里， 诚信档案和分类监管也引人

关注。

完整定义

私募基金添投资标的

去年

6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新

《基金法》， 首次将私募基金纳入法

律范畴， 即非公开募集基金财产的

证券投资。

“国务院版”《条例》则首次将投

资于一二级市场的非公开募集的基

金统称为私募基金。 此前， 证监会

《征求意见稿》仅延续新《基金法》规

定， 并没有对私募基金定义进行完

整表述。 “国务院版”《条例》明确指

出，“私募基金财产的投资包括买卖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企业股权、债

券、 基金份额及其他投资合同约定

的投资标的”，增加了“企业股权”一

项。同时，“国务院版”《条例》还新增

一章专门界定了创业投资基金，即

主要投资于未上市创业企业普通股

或者依法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

股、可转换债券等权益的私募基金，

拓展和明确了私募基金的范围。

投资规范 严禁老鼠仓

私募纳入监管后有望告别灰色

地带，此前通过信托发行的阳光私

募存在同门产品业绩差异较大、

“老鼠仓”、涉嫌内幕交易等多种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国务院版”

《条例》第四章“投资运作”规定，私

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及

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

得在管理的不同私募基金之间进

行利益输送，不得泄露因职务便利

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

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

交易活动，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

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投资活

动，不得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

行职责等。

虽然在《基金法》将私募纳入监

管前， 一些大型私募基金公司已经

有了严格的内控体系， 但不少私募

至今仍未规范从业人员投资的行

为，甚至纠结于是否要备案、备案是

否会影响从业人员炒股等。

近年来， 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持

有人经常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纠

纷。 “国务院版”《条例》在私募基金

信息披露方面也提出了更多要求。

今年逾四成

主动基金跌幅超5%

证券时报记者 葛天

上周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个股集体大跌， 创业板指数

一周跌去

6.29%

， 由于对新兴产

业个股配置较高， 偏股基金上周

净值大跌

3%

， 部分基金跌幅远

超创业板，最多跌去近

10%

。

天相投顾统计显示，受创业板

冲击， 上周

653

只主动偏股基金

单位净值平均下跌

3.05％

， 其中

15

只重仓蓝筹的基金净值逆势

上涨，

19

只基金净值收平， 其余

619

只基金净值则不同程度下

跌。 前期倚靠重仓新兴产业个股

净值涨幅领先的基金纷纷出现大

跌，位居跌幅榜前列，浦银红利和

浦银新兴产业单位净值分别重挫

9.89％

和

9.21％

，跌幅远超创业板

指数，国联安优选、富安达成长、

浦银消费等三只基金跌幅均超过

8%

， 分别 达

8.81％

、

8.33％

和

8.08％

， 民生品牌蓝筹、 浦银生

活、申万优势、浦银价值等

10

只

基金跌幅超过

7%

， 领头羊兴全

轻资产和兴全有机增长分别跌去

6.34％

和

5.6％

， 中邮新兴产业则

暴跌

6.99％

。

相比这些热门基金净值纷

纷重挫，上周部分重仓蓝筹股的

基金净值逆势上涨， 鹏华价值、

华泰成长和博时主题等三只基

金净值分别上涨

1.69％

、

1.17％

和

1.13％

，长信金利、南方精选、前海

事件驱动和华安核心等基金也都

逆势飘红。

据天相投顾统计显示，截至

3

月

28

日，

621

只主动偏股基金今

年以来平均跌幅已达

3.43％

，其

中有

255

只基金跌幅超过

5％

，

占比达到

41％

。 特别是有

59

只

基金年内跌幅超过

10％

。

前期倚靠新兴产业大幅盈利

的基金虽然今年以来依然保持了

正收益， 但收益率已经大幅缩水，

据统计，截至上周五仍有

139

只主

动基金年内收益为正， 其中有

42

只收益率在

5%

以上， 但收益率超

过

10%

的基金只剩下

10

只， 较

2

月中旬创业板创收盘新高时数量

大幅减少，兴全轻资产和兴全有机

增长分别以

25.84％

和

23.41％

的收

益率排名前两位， 但较

2

月

24

日

的年内最高收益分别缩水了

16.4

个和

15.31

个百分点。

各类型基金仓位

仓位最高前十家基金公司

仓位最低前十家基金公司

创业板暴跌

大基金仓位稳中有升

上周股市最大特点是创业板的大幅下跌，

全周跌幅达

6.29%

，相对而言以沪深

300

为代

表的蓝筹股指数跌幅较小，由于大型基金多以

蓝筹股为主要配置，因此，创业板暴跌对大型

基金影响不大，大基金仓位保持了稳定。 截至

上周，

28

只年初净值规模超

80

亿元的大型主

动偏股基金平均股票仓位为

82.73％

， 较前一

周小幅上升

0.53

个百分点。

事件驱动股价翻倍

私募伏击十大牛股

证券时报记者 天天 应尤佳

据

Wind

统计，截至上周五，今年以来共有

10

家上市公司股价翻倍，这些股票大多拥有令

人艳羡的概念或题材。

“副都”（保定成为北京的“副都”）概念股宝

硕股份涨幅高达

161%

，拔得今年的牛股头筹。

这只刚摘帽不久的股票在过去仅仅半个月时间

内，就完成翻倍行情，并且还在继续上涨。 在宝

硕投资的前十大流通股榜上， 出现了青岛海隆

达投资的身影， 去年第四季度新进

274.56

万

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0.67%

，可谓踩准了时点。

四川特丰投资则从前十大股东流通榜上消失

了，遗憾错失牛股。

涨幅位居次席的世纪华通在今年

1

月

22

日复牌后，连续收出

14

个一字涨停板，一度大

涨超过

250%

，随后虽然股价不断走低，但目前

涨幅依然在两市名列前茅。 该股大涨的导火索

是公司通过跨界并购进军网络游戏领域。 公开

信息显示， 上海富林投资持有世纪华通

44.26

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

0.35%

。

实际上，由于网络游戏领域备受市场追捧，

催生出不少牛股，科冕木业、互动娱乐都因此居

于今年以来涨幅榜前列。此外，“触网”的海隆软

件和切入车载信息领域的盛路通信也涨幅惊

人， 其中上海慧盛创业和上海古德投资分别持

有海隆软件

816.94

万股和

493.34

万股，占流通

股比例分别为

8.58%

和

5.18%

。

虽然这些股票“风风火火”地上涨，但除了

互动娱乐有基金扎堆外， 别的股票均鲜见公募

基金身影。相反，倒是一些私募出现在很多牛股

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之列。 海隆软件、宝硕股份、

世纪华通等均不缺少各路私募资金的身影。

对此，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牛股往往伴

随着一定的概念性炒作，例如触网、借壳、摘帽、

大订单等事件性利好，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很难

通过过往业绩判断出来， 因此捕捉到牛股的机

构一定程度上靠的是运气。

“善于把握牛股的往往是私募机构，一方面

资金较为灵活，能够快进快出，容易调仓换股，

另一方面他们对热点和公司理解也较为透彻。”

这位人士向记者表示，“之所以公募基金较少，

多由于公募基金比较重视业绩，喜欢白马股，资

金量较大，因此往往与事件驱动的牛股无缘，在

市场向好的背景下，往往是公募胜出，但在目前

震荡市中，则是私募比较有优势。 ”

基金公司 基金个数 上周仓位 前周仓位 仓位变化

德邦

１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０．００％

浦银安盛

４ ９１．２５％ ８９．３９％ １．８６％

景顺长城

１４ ８６．５１％ ８４．７９％ １．７２％

汇丰晋信

８ ８６．１１％ ８７．１３％ －１．０２％

华泰柏瑞

５ ８５．６１％ ８３．６０％ ２．０１％

诺德

６ ８５．２６％ ８７．５１％ －２．２５％

摩根士丹

利华鑫

８ ８５．１７％ ８５．５４％ －０．３７％

宝盈

５ ８５．１５％ ８６．４７％ －１．３２％

工银瑞信

９ ８５．０９％ ８６．９１％ －１．８２％

基金公司 基金个数 上周仓位 前周仓位 仓位变化

新华

９ ６６．６７％ ６８．７２％ －２．０５％

浙商

２ ６４．３８％ ６４．６７％ －０．２９％

博时

１４ ６３．６１％ ６３．６１％ ０．００％

国联安

９ ６１．５２％ ６０．７４％ ０．７８％

海富通

１０ ５７．８１％ ６１．９０％ －４．０９％

中海

７ ５７．２５％ ６１．０２％ －３．７７％

国投瑞银

６ ５６．９９％ ６０．３９％ －３．４０％

财通

２ ４５．９４％ ６６．３９％ －２０．４６％

安信

２ ３９．９４％ ３８．５０％ １．４４％

国金通用

１ ３４．３６％ ４３．００％ －８．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