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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核心重仓股曝光

停牌潮致大面积持股超限

证券时报记者 朱景锋

截至今日， 基金二季报全部公布完

毕，基金在二季度的投资动向得以全部曝

光。 从行业配置变化看，基金大幅减持了

金融、制造业、信息技术和房地产等板块，

行业集中度大幅下降。 核心重仓股方面，

基金积极调仓换股， 大幅增持了万达院

线、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高景气个股，对

中国平安、兴业银行和长安汽车等个股进

行了大幅度减持。 截至二季末，基金核心

重仓股中，信息技术个股占据了相当大的

比例，显示出基金对成长股的追捧。

二季度股市先扬后抑，

6

月

15

日开

始股市大幅杀跌，市场流动性紧张，而个

股大面积停牌使得基金持有单一个股大

面积超过

10%

的红线，出现被动超限持

股情况，这在过往是不曾发生的。

中国平安遭大幅减持

景气消费股被重点增持

二季度，以中国平安、长安汽车为

代表的传统行业大盘股遭到基金大规

模减持，其中重仓中国平安的主动偏股

基金数量从一季末的多达

180

只锐减

到二季末的

103

只，重仓兴业银行的基

金数也从一季末的多达

158

只减少到

二季末的

97

只， 基金减持力度可见一

斑。 由于汽车销售疲软，汽车股也遭到

基金大举减持，长安汽车被减持最为显

著， 重仓该股的基金数从一季末的

77

只锐减至

27

只。

此外，金螳螂、长城汽车、保利地产、

中国太保、 华泰证券等个股也遭到基金

明显减持， 重仓这些个股的基金数量环

比大幅下降。一季末有

40

只基金重仓锦

龙股份， 到了二季末重仓该股的基金数

量降为零， 基金对该股的减持力度相当

之大。

在上述传统蓝筹股遭到减持的同

时， 一批新兴成长股或高景气蓝筹股被

基金大举买入或增持， 表现在重仓这些

个股的基金数量大幅度增加， 其中万达

院线、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五粮液、奥飞

动漫等个股被基金增持幅度最大， 如一

季末重仓万达院线的基金只有

6

只，到

了二季末猛增至

40

只。 在银行股中，以

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被基金增持幅度最

大，重仓招商银行的基金从一季末的

23

只增加到二季末的

50

只， 增加一倍多。

总体来看，基金二季度重点增持了医药、

基本面向好的消费品和信息技术股等三

类个股。

经过上半年的连续减持， 传统行业

在基金中的占比创出历史新低。 截至

6

月底， 主动基金整体配置金融股的比例

只有

3.43％

，逼近历史新低。 对房地产、

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建筑业等传统行业

的配置也处于极低水平。

信息技术股成

重仓股中坚力量

从二季末基金核心重仓股行业分

布看， 信息技术板块绝对

是基金重仓股的中坚力

量。 根据天相投顾对基金

二季末十大重仓股的统

计显示，在基金重仓市值

最高的

50

只核心重仓股

中，信息技术板块个股占

据了

17

只， 独占三分之

一强， 其次为医药股、消

费品、银行股、航空股等，

这些品种构成了当前基

金的核心持仓。

尽管遭到大规模减

持，但以重仓市值计算，二

季末中国平安依然占据基

金头号重仓股宝座， 东方

财富和万达信息两只信息

技术龙头分别位居第二和

第三大重仓股位置， 兴业

银行和恒生电子位居第四

和第五位。伊利股份、怡亚

通、招商地产、招商银行和

石基信息分列第六到第十

大重仓股。 廉价航空公司

龙头春秋航空高居基金重

仓股第

11

名。

停牌潮致使

超限持股浮现

6

月中下旬股市大

幅下跌，停牌个股大面积

增多，而股市过快下跌一

度出现流动性危机，基金

无从调仓，这使得基金持

有 单 一 个 股 超 过 净 值

10％

的情形大量出现。

截至

6

月底， 基金持

有单一个股市值超过

10%

多达

144

只次， 其中华商

领先企业超限持股数量最

多， 其前四大重仓股华夏

幸福、中国武夷、聚龙股份

和恒生电子市值全部超过

净值的

10%

，同样，上银新

兴价值前四大重仓股市值

也全部超过净值的

10%

，

这两只基金超限持股最为

严重。 华商策略和工银红

利则出现前三大重仓股市值全部越过

10%

上限的现象。

从单一个股超限情况看，共有

7

只

基金的头号重仓股市值超过净值的

15%

，其中信达澳银配置持有招商地产

市值高达净值的

20.06％

， 是

10%

上限

的两倍。宝盈新价值持有凯美特气市值

达到净值的

18.43％

，同样严重越线。

大量个股停牌无法交易是造成基金

大面积被动超限持股的主因， 以招商地

产为例，该股自

4

月

3

日起就一直停牌，

整个二季度只交易了两天， 而一些基金

遭遇净赎回规模暴跌之后， 使得持有该

股市值大幅度上升，凯美特气、华胜天成

等基金超限持股较多的个股均为长期

停牌股。

短期调整不改长期走牛

后市投资领域出现分化

证券时报记者 王杰

2015

年二季度随着资金疯

狂涌入，指数加速上扬，上证指数

最高逼近

5200

点，创业板指数最

高突破

4000

点。到了

6

月中旬情

形却急转直下， 融资盘争相踩踏

出局，导致季末出现大幅下跌，随

着资金的去杠杆化，震荡的加剧，

甚至开始有人认为牛市已经离

开。对此，基金经理们对后市怎么

看？ 投资机会都在哪？

短期宽幅震荡

继续看好后市

大成灵活配置基金经理焦巍

认为，牛市的大格局没有变化，市

场走强的三大根本动力 “货币宽

松”、“经济转型”、“政策支持”依

然存在， 不过恐慌蔓延的修复需

要一定的时间。 从国内外历史经

验来看， 在牛市后期往往会出现

货币政策收紧。 未来可能导致货

币政策收紧（或不再放松）三大主

要因素分别为：经济企稳复苏、通

胀上行、全国性的房价上涨，可以

把这三个因素作为货币政策收紧

的领先信号。

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彭敢

也表示， 对全年市场保持积极乐

观态度， 尤其是优质新兴成长股

需要重视其新商业模式、 新技术

及逐步兑现业绩的公司对市场产

生正反馈带来的投资机会。 但另

一方面， 也需要关注杠杆融资获

利盘带来的短期冲击， 随着金融

工具的丰富可能给市场带来较大

的波动，需要重视博弈的因素。

嘉实优质股票基金经理胡涛

认为，市场会从快牛转变为慢牛，

主要因为股市在经历过权重股的

大涨和今年上半年中小盘成长股

票大幅补涨后， 很多行业股票估

值已不便宜， 虽然很多成长类股

票长期盈利空间很大， 但是短期

市盈率偏高， 需要等待盈利增长

来消化估值。因此，预计市场三季

度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

但长期趋势仍然向上。

新华优选分红基金经理董名

长短期内相对乐观。他表示，经过

这一波大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没有

IPO

、没有大规模再融资，没

有大股东和主要小非的减持，没

有董监高减持， 上市公司高管和

大股东预计都会积极增持股票，

央企和地方国企也有增持动力，

央行积极支持证金公司维护资本

市场稳定； 同时股价经过大幅下

跌已经到了合理投资区间， 国家

队和产业资本在加大买入力度。

普涨局面难现

深挖优质个股

上半年呈现出普涨局面，多

位基金经理认为下半年这种情况

将不会出现， 个股表现会出现较

大分化。

焦巍表示，传统行业的估值

修复将逐渐结束，重点在于寻找

新兴行业中的龙头，同时兼顾业

绩增速和估值，也就是寻找创蓝

筹 （创业板中的蓝筹股）， 总体

而言，资金将进一步向成长龙头

集聚。

彭敢则认为， 中国经济的核

心不可能是靠地产和传统国企来

支撑。 变革和转型创新是中国经

济更重要的部分。 而目前传统产

业在中国股票市场中的市值比率

并不低， 而估值与国际水平相比

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 因此他判

断，

2015

年蓝筹股指数超越中小

板和创业板指数的概率较大，但

市场更可能呈现蓝筹股和成长股

双分化、 优质蓝筹和优质成长齐

飞的格局。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基金经理

孙琳也认为，注册制的预期、

6

月

指数调整带来的小市值股票赚钱

效应的减弱将会引起市场投资风

格的变化。 市场风险偏好的变化

意味着估值溢价将更多向基本面

扎实的个股回归。

看好行业各不同

关注领域出现分化

上半年大家一致看好以科技

和互联网

+

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成

长股， 该行业个股上半年也呈现

了惊人的涨幅。 而对于下半年的

重点关注投资领域， 尽管都是要

深挖个股， 各个基金经理的侧重

却有所不同。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基金经理

綦缚鹏表示， 下半年会更多关注

与跟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结构变

化、 消费倾向变化相关联的优质

成长股的投资机会， 医药、 新能

源、环保等行业将会重点关注。

董名长也表示，医药、食品饮

料、餐饮等必需消费品、畜禽产业

链、环保、计算机、传媒、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核电、军工等中期行业

景气度仍然较高，相对更看好，反

弹将加大配置。但他同时也指出，

因为股市财富效应缩水， 可选消

费下半年可能增速会再次放缓。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基金经

理刘安田也指出他们会重点研究

的投资领域：（

1

）互联网在中国经

济的影响力已经逐步增强， 为中

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

移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互联网

金融是他们长期看好的投资方

向；（

2

） 政府加大刺激力度的领

域，如“一带一路”、房地产、“京津

冀”等；（

3

）强周期行业如地产、证

券、 保险等应该有阶段性的投资

机会。

而景顺长城基金经理余广则

认为， 均衡配置将在下一阶段延

续，这段时间将坚持自下而上、买

入持有优秀、 成长性较好以及估

值较为便宜的个股。

二季度公募基金赚了3644亿

九家基金盈利超百亿

证券时报记者 张筱翠

今年二季度股市整体向好，但由于季

末市场出现极端行情，公募基金的收益较

一季度相比有所下降。天相投顾统计数据

显示， 二季度各类基金盈利达到

3644

亿

元，较一季度收益下降约

26%

。 其中偏股

基金贡献了总盈利的九成，嘉实基金公司

旗下基金二季度大赚

256.19

亿元， 成为

二季度最赚钱的基金公司。

基金盈利总体向好

偏股基金仍是盈利主力

天相投顾数据统计显示，二季度公

募基金收益为

3644

亿元， 较今年一季

度减少

1302

亿元，下降幅度为

26%

，公

募基金的盈利情况总体向好，偏股型基

金贡献了近九成利润，其中股票型基金

盈利

2083

亿元， 占二季度基金总盈利

的

57.1%

；混合型基金紧随其后，大赚

1122

亿元，贡献基金盈利的

30.79%

，二

者利润总和

3205

亿元， 占基金总盈利

的

87.95%

。

值得一提的是，

6

月中下旬市场的

极端行情让偏股型基金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股基的盈利额由一季度的

3135

亿元骤降到二季度的

2083

亿元， 下降

幅度为

33.55%

，而仓位灵活的混合基金

也受到市场极端行情的影响，二季度的

收益由一季度的

1412

亿元下降到二季

度的

1122

亿元 ， 同比下降幅度为

20.53%

。

二季度其他类型基金总体表现也比

较平淡，货币型和保本型基金利润微涨，

二季度盈利分别为

236

亿元和

47.26

亿

元， 二季度

QDII

基金盈利大幅下滑，盈

利额仅为

0.091

亿元。 债券型基金盈利

则出现大幅上涨， 盈利额为

154.36

亿

元。 而大宗商品市场持续的低迷使得商

品型基金的收益仅为

82.1

万元。

9 家基金盈利超百亿

嘉实卫冕盈利冠军

具体到基金公司，已披露二季报的

94

家基金公司二季度有

90

家基金公

司获得正收益，盈利超过百亿的基金公

司共有

9

家， 相比一季度减少

6

家，收

益超过

200

亿的有

3

家，相比一季减少

3

家。

嘉实基金公司旗下基金二季度总体

盈利达

256.19

亿元，在所有基金公司中

高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华夏基金，二季度

盈利达到

247.89

亿元，以微弱的差距惜

败第一名的嘉实基金， 汇添富基金以

208.17

亿元的收益排名第三， 易方达基

金、 广发基金和南方基金等其他

6

家基

金公司旗下基金总体盈利规模也都超过

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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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赚

68.57

亿

元。 华泰

300ETF

二季度盈利

60.42

亿元，

成为最赚钱的偏股基金。

从盈利榜单看，一些大型打新基金的

盈利也相当不错，相当部分打新基金上半

年收益率已经超过

15%

。但因为这些基金

混杂在混合型基金中，没有独立作为一个

类型统计。

市场风格突变

混合型基金仓位骤减

证券时报记者 王杰

上半年股市单边走牛，行至

6

月下旬风云突变， 出现一波急

速下跌。 在一季度混合型基金的

平均股票仓位达到

62.73%

，处于

历史较高水平，在二季度末大跌

之后，混合型基金的平均股票仓

位出现大幅下降，降至

39.55%

。

根据天相投顾数据，

84

家基

金公司旗下

927

只具可比数据

的偏股型基金平均仓位出现较

大下滑，二季度末的平均仓位为

53.09%

， 较今年一季度末的

77.22%

下滑了逾

24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今年二季度末可

比的股票型基金继续维持高仓

位 运 行 ， 平 均 股 票 仓 位 为

90.32%

，较一季度的

90.60%

仅有

微幅下调。 传统封闭式基金平均

股票仓位为

67.33%

，较一季度的

69.20%

下降了

1.87

个百分点，显

得较为平稳。 混合型基金则普遍

出现较大减仓动作， 平均股票仓

位从一季度的

62.73%

降至二季

度末的

39.55%

， 下降了

23.18

个

百分点。

在

80

家基金公司的可比数

据中，

65

家公司仓位出现下降，

占比

81.25%

。 其中，万家基金整

体 股 票 仓 位 由 一 季 度 末 的

89.84%

大 幅 降 至 二 季 度 的

15.33%

，下降了

74.51

个百分点，

成为减仓幅度最大的基金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 国金通用基金和

平安大华基金紧随其后， 二季度

股票整体仓位较一季度均下降超

过

66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