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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狂赚5000亿 成史上最赚钱季

一季度盈利比去年四季度增长65%

见习记者 王杰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今年一季度股市大幅上涨， 公募

基金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天相投

顾对基金一季报的统计显示， 一季度

各类基金盈利达到

5000

亿元，比去年

四季度增长

65%

，创出基金有史以来

单季度盈利最高纪录， 其中偏股基金

贡献了总盈利的九成。 华夏基金公司

旗下基金一季度大赚

346.11

亿元蝉

联最赚钱公司。

偏股基金贡献九成盈利

根据天相投顾数据统计显示，一

季度，公募基金大赚

4946

亿元，较去

年四季度增加

1950

亿元， 环比增长

65.1%

， 如果加上没有披露季报的新

基金的盈利， 一季度基金总盈利应达

到

5000

亿元，几乎接近去年全年基金

5200

亿元的盈利。

一季度股市大幅走牛，偏股型基金

贡献了近九成利润，其中股票型基金盈

利

3136

亿元， 占一季度基金总盈利的

63.4%

， 股基盈利规模较去年四季度增

长

53.4%

；混合型基金紧随其后，大赚

1411

亿元， 贡献基金盈利的

28.5%

，较

去年四季度增长超过两倍，二者利润总

和

4547

亿元，占基金总盈利的

92%

。

相比偏股基金大获其利， 一季度

其他类型基金总体表现平淡， 货币型

和保本型基金利润微涨， 一季度盈利

分别为

230

亿元和

43.18

亿元。

QDII

基金盈利近

18

亿元。债券型基金盈利

则出现大幅下滑， 盈利环比下跌超过

50%

，盈利额为

107.80

亿。 而大宗商

品市场持续的低迷使得商品型基金在

一季度出现亏损。

15 家基金盈利超百亿

华夏卫冕盈利冠军

具体到基金公司， 已披露一季报

的

94

家基金公司一季度全部获得正

收益。 盈利超过百亿的基金公司共有

15

家，超过

200

亿的有

6

家，其中华

夏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一季度总体盈利

达

346.11

亿元，在所有基金公司中高

居第一，这也是华夏基金继

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两年夺得最赚钱基金公

司之后再度夺魁。 紧随其后的嘉实基

金一季度盈利也达到

318.62

亿元，汇

添富基金、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和广

发基金等四家公司旗下基金总体盈利

规模也都超过

200

亿元。

具体到单只基金方面， 超过九成

以上的基金产品实现盈利， 其中盈利

规模最大的是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

一季度该基金大赚

70.11

亿元。 广发

聚丰一季度盈利

60.89

亿元， 成为最

赚钱的偏股基金。

明星基金经理看市：

牛市基调不变

继续看好新兴成长股

见习记者 张筱翠

截至今日

，

基金一季报已公布

完毕

，

明星基金经理们普遍认为

，

二

季度

A

股仍将维持结构性行情

，

新

兴成长股仍是二季度的主要投资方

向

。

与此同时

，

由于国内流动性十分

充裕

，

资金或南下扫货

，

填平港股价

值洼地

。

A 股：

新兴成长股

仍是主要投资方向

易方达新兴成长基金经理宋昆

认为

，

在改革红利逐步释放

、

流动

性宽松

、

牛市预期已形成的背景

下

，

二季度

A

股市场有望继续震荡

上行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基金经理

任泽松表示

，

从市场风格角度

，

未

来仍将维持结构性行情

，

将给擅长

“

自下而上

”

精选个股策略的基金

发挥更大的空间

；

从流动性角度

，

整体资本市场流动性将会保持相

对宽松态势

，

资金主要来自社会资

产配置转移

、

海外资金流入以及国

内货币政策的调整

，

居民资产配置

仍可能通过金融创新产品或保险

渠道向权益类资产倾斜

，

但斜率最

陡的部分可能已经过去

。

工银瑞信

中小盘基金经理胡文飙认为

，

股市

仍有上涨空间

。

胡文飙同时认为

，

持续看好优

质成长股的成长空间

，

重点配置通

信

、

国防军工

、

医疗服务

、

传媒

、

环保

等稳健成长和快速成长性行业

，

以

及智慧城市

、

移动互联网

（

以及

“

互

联网

+

”）、

北斗信息

、

通用航空

、

体

育健身

、

养老产业等子行业

。

任泽松表示

，

看好代表未来中

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新兴产业

，

如互联网

、

信息技术

、

生物医药

、

新

材料

、

环保等行业

。

宋昆表示

，

娱乐

、

医疗

、

环保

、

教

育

、

体育产业必将迎来黄金发展时

期

，

其中

，

互联网的垂直应用领域

，

值

得高度关注

，

这些细分行业的龙头公

司的存在和发展

，

是目前对市场相对

乐观之处

。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基金

经理表示

，

仍以投资长期受益于

“

调

结构

”

的行业为主

，

看好新能源

、

环

保

、

智能化

、

工业信息化

、

国防军工

、

信息安全

、

互联网对传统行业改造

等投资机会

，

主题上积极挖掘

“

国企

改革

”

和

“

一带一路

”

的投资机会

。

港股：

资金汹涌

或南下填平价值洼地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基金经理

张溪冈对港股未来走势持乐观态

度

，

他认为

，

未来沪港深三地市场互

联互通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

另外

，

“

水往低处流

”，

估值更低的港股对

国内投资者越来越有吸引力

，

未来

，

港股可能会有较好表现

。

易方达亚洲精选基金经理张坤

认为

，

由于多种商品价格下跌

，

短期

内全球没有通胀压力

，

美国量化宽松

的退出和加息时点有较大概率推后

，

这将有利于全球股市

，

香港市场内地

公司的估值从纵向和横向来看均属

于很低的水平

，

在这种风险收益背景

下适宜积极寻找投资机会

，

特别是一

些经营模式有特色的中小市值公司

。

嘉实海外的基金经理钟山称

，

该基金将在二季度采取更为进取的

投资策略

，

进一步增持海外中国优

质成长性公司

，

将重点布局优质互

联网

、

医药保健

、

大金融

、“

一带一

路

”

等主题概念股

。

华宝兴业海外基金经理周欣则

表示

，

港股市场表现明显滞后

，

二季

度有可能受

A

股溢出效应影响而

补涨

，

同时

，

他认为那些与受到热捧

的

A

股主题类似

、

估值折让明显的

信息科技

、

传媒

、

环保类港股二季度

有望获得超额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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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赎分化 基金公司座次大洗牌

汇添富一季度规模暴增797亿元，从去年底第11名跃升至第6名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借助牛市东风， 部分基金公司

猛发新基金， 一些公司则凭借亮丽

的基金业绩吸引大量资金申购，使

得一季度规模大增， 但也有不少公

司规模大幅下滑， 导致基金公司座

次在一季度出现较大变更。 其中一

季度业绩最为出色的汇添富基金规

模大增 797 亿元，以接近 2000 亿元

的规模冲至第六名位置， 成为一季

度规模增长最快的大型基金公司。

根据天相投顾统计显示， 截至

一季末， 天弘基金公募管理规模达

到 7317.6 亿元， 继续高居公募基金

公司规模第一， 比去年底规模增加

1420 亿元， 该公司旗下余额宝规模

达到 7117.24 亿元，继续保持稳步增

长势头。 华夏基金、嘉实基金、工银

瑞信和易方达基金排名第二到第五

名， 规模分别达 3551 亿元、2765 亿

元、2520 亿元和 2501 亿元， 这些公

司位次和去年底没有发生变化。

在前五大基金公司之后， 基金

公司座次被完全打乱。 其中，去年底

排名第 11 的汇添富基金凭借今年

一季度的亮丽业绩，公募规模达到 1947.53

亿元，排名上升到第 6名，其规模比去年底

增加了 797亿元，增幅达到七成。汇添富基

金也成为一季度规模增长最快的大型基金

公司。 南方基金、广发基金、招商基金和中

银基金则位列第七到第十名。

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一季度规模也

大幅增长，如中欧基金一季末规模达到

541 亿元，比去年底增长 1.12 倍，实现

翻番，同样翻倍的还有东方基金、安信

基金等。 前海开源基金去年底规模只有

25 亿元， 但到一季末猛增至 179 亿元，

单季度暴增 6.07 倍，大量发行新基金成

为推动该公司规模短期内激增的主要驱

动力。

一季度股市大幅上涨， 但老基金整

体上并未出现显著净申购， 净申购规模

只有约 470 亿份， 净申购比例仅为 1%。

部分基金甚至出现了较大比例净赎回。

其中有 18 家基金公司老基金净赎回比

例超过 20%，四家公司老基金份额惨遭腰

斩。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是货币基金

和短期理财债基遭遇了大规模净赎回，另

一方面一些长期被套的偏股基金在今年

一季度迎来解套机会， 一些投资者选择

赎回离场。

股基一季度仓位高达九成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牛市波澜壮

阔，股票型基金全线加仓应对。继去

年四季度股票基金加仓

0.58

个百

分点后， 一季度再加仓

2

个多百分

点 ， 股票型基金平均仓位达到

90.95%

， 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线上。

仓位最高的公司已逼近

96%

的极

值 ， 且有近

47%

的基金仓位超

90%

。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 纳入统计

的

82

家基金公司旗下

786

只可比

的全部偏股基金 （不含指数型基

金）， 一季度末的平均仓位为

78.00%

，较去年四季度末的

82.18%

下滑了

4.18

个百分点。 但是股票型

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加仓迅猛， 混合

型基金则出现较大幅度减仓。

具体来看， 今年一季度末可比

的传统封闭式基金平均仓位为

68.98%

， 较去年底的

50.91%

上升

18.07

个百分点，是加仓最为迅猛的

一类基金。 而一季度末股票型基金

平均仓位则达到

90.95%

，较去年底

的

88.73%

上升了

2.23%

个百分点。

若是考虑到股基需要留存

5%

左右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股基基本

上属于较为“满仓”操作，这一仓位

也处于历史高位。 但一季度末开放

式混合型基金平均仓位为

63.04%

，

较去年底下滑了

12.15

个百分点。

在

77

家公司的可比数据中，

42

家公司仓位下降，占比

54.54%

。 其

中， 德邦基金整体仓位由去年四季

度末的

3.95%

大幅升至

94.13%

，上

升了

90.18

个百分点， 成为加仓幅

度最大的基金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

紧随其后， 仓位从去年四季度末的

73.32%

上升到今年一季度末的

91.93%

，上升

18.6

个百分点。此外，

金元顺安基金、 东吴基金、 上银基

金、嘉实基金、南方基金等加仓幅度

也较大。

也有基金公司在一季度大幅减

仓。其中西部利得基金降幅较高，整

体仓位从去年四季末的

86.09%

下

滑至今年一季度的

21.73%

。前海开

源一季度仓位下滑了约

56

个百分

点。 富安达基金仓位也由去年底的

83.95%

下降至

32.62%

， 下滑

51.32

个百分点。 此外，长安基金、国泰基

金、招商基金、华富基金、工银瑞信

基金等公司也出现不同幅度减仓。

从绝对仓位来看， 一季度末上

银基金以

96.71%

的仓位排名第一，

该公司一季度加仓

8.25

个百分点。

而德邦基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平

安大华、华泰柏瑞、汇添富、浦银安

盛基金、中邮创业基金、信诚基金、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等公司整体仓

位也超过

90%

，处于较高水平。

不过，国泰基金、富安达基金、

天弘基金、国联安基金、前海开源基

金、西部利得基金、长安基金、红塔

红土基金等的整体仓位不足

50%

。

大基金公司之间分歧也较大。

相较去年底，一季度广发、博时等整

体仓位出现小幅下滑，而华夏基金、

嘉实、南方等则仓位出现小幅上浮。

从单只基金看， 去年四季度加

仓的偏股基金达

455

只， 占可比的

737

只基金的

61.7%

；今年一季度末

仓位在

90%

以上的基金有

369

只，

占比达

46.94%

这也意味着，差不多

半数基金的仓位超过

90%

。

基金大幅抛售金融地产

成长股占据十大重仓股半壁江山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在去年底短暂加仓蓝筹股之后，

今年一季度， 基金再度大幅抛售以金

融地产为代表的蓝筹股， 同时大幅买

入互联网成长股， 基金对成长股的持

仓大幅增加， 在基金一季末前十大核

心重仓股中，互联网股占到了一半，特

别是恒生电子、 卫宁软件和东方财富

携手进入前五名。

根据天相投顾对基金季报的统

计， 一季度基金重点减持金融和地产

两大板块， 截至一季末主动偏股基金

配置这两大板块的比重分别为

7.46％

和

4.02％

， 比去年底分别下降

7.4

个

和

2.36

个百分点，而基金一季末配置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板

块的比重达到净值的

13.31％

，比去年

底大幅上升

5.04

个百分点，显示基金

对成长股整体大幅加仓。

重仓股的变化也反映了基金操作

的大趋势，季报显示，基金一季度增持

力度最大的十只个股中， 互联网成长

股占据了七席，分别为金证股份、卫宁

软件、东方财富、恒生电子、四维图新、

乐视网和万达信息， 其中重仓金证股

份的基金数从去年底的

26

只增加到

今年一季末的

56

只， 出现翻倍增长，

基金对成长股的追捧在这些互联网龙

头公司身上得到了最充分和最直接的

体现。

在增持上述互联网个股的同时，

基金对去年底重仓的金融股大幅减

持，其中头号重仓股中国平安被减持

幅度最大，重仓该股的基金数从去年

底的

336

只猛降到今年一季末的

182

只，而重仓民生银行的基金数则从

去年底的

97

只锐减到今年一季末的

10

只，浦发银行、万科

A

、保利地产、中信

证券和中国人寿等金融地产龙头也都

遭到大幅减持，重仓这些个股的基金数

大幅减少。

经过一季度基金大幅调仓换股，一季

末基金核心重仓股出现很大变化，其中最

显著的变化是成长股地位的大幅跃升，在

偏股基金前十大重仓股中，成长股占据了

半壁江山，这在以前是不曾出现的，其中

中国平安保住了第一大重仓股位置，兴业

银行排名第二，恒生电子、卫宁软件和东

方财富等三大互联网龙头携手进入前五。

长安汽车、金螳螂、万达信息、金证股份和

伊利股份分列第六到第十名。

记者发现， 一些基金对信息软件股

重仓之高令人咂舌，季报显示，一季末共

有

37

只基金重仓信息软件股超过净值

的

40％

，其中有

15

只基金配置比例超过

50％

， 大成灵活配置配置信息软件股的

比例高达净值的

69.44%

，在所有基金中

高居第一，华润信息传媒以

69.33％

紧随

其后， 海富通内需热点、 汇添富移动互

联、海富通中小盘、汇添富外延增长、大

成景阳等基金配置信息软件股比例也都

超过净值的

60%

。

虽然基金总体上大幅减持金融股，

但仍有多只基金超配， 其中富国技术一

季末仅持有金融股， 持仓比重达净值的

94.1％

，几乎满仓金融股，工银金融地产、

泰达转型机遇、 景顺增长和景顺增长贰

号等基金配置金融股超过净值的一半。

这些基金对金融和信息软件股的极端配

置， 也反映出基金经理在当前股市中对

蓝筹股和成长股投资价值的极大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