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情给力 基金业绩“水涨船高”

多只基金年内净值涨幅超40%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凌之

2月17日，A股强势上攻，上证综指上涨2.28%，

深证成指上涨2.98%，创业板指上涨3.72%。 在行情

推动下，基金业绩也“水涨船高” 。

2020年以来， 已有基金年内净值涨幅突破

40％。 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排在榜首的万家经

济新动能A今年以来净值涨幅达42.73％， 此外，净

值涨幅超30％的基金已有28只。 这些基金中，大部

分都为科技主题基金。 基金经理表示，持续看好受

益于科技创新周期和5G落地的电子、计算机、通信

等行业。

业绩与市场密切相关

尽管鼠年第一周公募基金业绩出现波动，但并

未动摇其优异表现。

Wind数据显示， 在17日A股大涨的带动下，部

分基金净值也随之大涨，国投瑞银国家安全单日净

值涨幅达7.81%，南方军工改革、长信国防军工、华

夏军工安全、易方达国防军工、富国中证军工龙头

ETF、国泰中证军工ETF单日净值涨幅也突破6%。

截至2月17日晚， 万家经济新动能A、C份额

2020年以来净值涨幅分别达42.73%和42.65%，大

幅跑赢指数。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华润元大

信息传媒科技净值涨幅也都突破了40%。

除此之外，万家行业优选、银河创新成长、国联

安科技动力、富国科技等主动偏股型基金的净值涨

幅也都超过30%。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净

值涨幅超30％的基金已有28只 （A、C份额分开计

算）。

除主动偏股类基金表现较好外，净值涨幅居前

的基金中也不乏被动指数型基金，国联安中证全指

半导体ETF联接基金、 国泰CES半导体ETF等被动

指数基金净值涨幅也都超过3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以来净值涨幅居前的基

金中，大部分都是科技主题基金。 以万家经济新动

能A为例，该基金2019年四季报十大重仓股显示，除

了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只股票外，其余股票均为计

算机和电子行业股票。 从2020年初至今涨幅来看，

这几只科技股的最低涨幅已经达到29.88%。

事实上，2020年以来，科技股涨势喜人。 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显示，截至2月17日收盘，电子和计算机

是仅有的两个涨幅超过20%的行业，分别为20.51%

和20.31%，远远高于排在第三的医药生物行业（涨

幅11.27%）。

市场人士表示，部分基金回报优异只是开年一

个半月以来的业绩，未来基金业绩表现仍和市场密

切相关，投资者仍需要紧密跟踪市场，着眼长期。

科技主线贯穿全年

科技股近期收获较大涨幅，基金经理对科技股

后市如何看？

在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看来，科

技股的基本面较好，政策面支持力度大，业绩增速

领先。“就全球大周期来说，科技板块是重要的增长

推动引擎。 政策面对芯片、5G等科技股的扶持力度

很大。 而从一些代表性公司的业绩增速来看，今、明

两年可能还是增长潜力释放的加速期。 2019年以

来，资金面持续向科技股板块流入，新发科技类主

动管理基金也很多。 因此，预期科技主线将是贯穿

2020全年的市场关注热点。 ”

方正富邦基金研究总监符健表示，站在目前时

间点， 建议投资者关注科技创新板块的投资机会，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目前都是积极布局科技

创新类基金的好时机。 对于旗下权益类基金的管理

思路，符健表示将会积极抓住机会，做好大科技产

业投资上的长期布局，坚持在大科技范围内布局优

质龙头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业绩居前

的基金榜单中，半导体ETF占据了半壁江山。 对此，

华商计算机行业、华商电子行业量化基金经理艾定

飞表示，从中长期来看，看好受益于科技创新周期

和5G落地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行业。

对于电子行业，艾定飞看好消费电子（苹果产

业链）、半导体和电子周期等行业。 艾定飞认为，相

比于短期的扰动，在中长期维度上，电子行业现阶

段处于周期向上的位置，未来也将受益于5G落地和

科技周期发展而具备极强的业绩确定性。

银华内需精选基金经理刘辉表示，科技股特别

是半导体，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发展空

间的行业。 这其中既包括中国经济整个产业升级以

及产业重构，也包括5G推动的技术发展。 尤其是半

导体，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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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制表：张凌之

新华社图片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今年以来净值涨幅（%）

005311.OF 万家经济新动能A 42.73

005312.OF 万家经济新动能C 42.65

512480.OF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 41.71

000522.OF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 40.72

512760.OF 国泰CES半导体ETF 39.69

161903.OF 万家行业优选 39.18

519674.OF 银河创新成长 39.00

007300.OF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联接A 38.17

007301.OF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联接C 38.13

001956.OF 国联安科技动力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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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空行情再现 农药农业板块活跃

基金经理建议坚守科技股主线

□本报记者 林荣华 李惠敏

2月17日，三大指数高开高走，上证综指涨2.28%，

深证成指涨2.98%，创业板指涨3.72%。 至此，上证综

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本月以来均实现上涨，主要指

数已悉数收复春节后的“失地” 。 板块方面，草地贪夜

蛾防治概念当日领涨，农药、农业板块表现突出。 机构

人士认为，短线可继续关注玉米概念股投资机会。

对于A股近期的逼空行情，基金经理积极加仓。基

金人士认为，市场强势主要源于流动性的宽松环境，后

续需关注货币调控的走向。板块方面，建议继续坚守科

技股主线。

农药农业板块遭爆炒

2月17日盘面中最为突出的是农药和农业板块，

草地贪夜蛾防治概念板块领涨，涨幅达8.43%。 个股方

面，湖南海利、中农立华、红太阳、海利尔、长青股份、蓝

丰生化、安道麦A、诺普信等8只草地贪夜蛾防治概念

股涨停，农业股中荃银高科、北大荒、金健米业、新赛股

份等个股涨停。

与此同时，2月17日，国内农产品期货大涨。 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早籼稻、郑棉、粳米等期货主力合

约涨停，分别上涨4.02%、4.00%和3.99%。 粳稻逼近涨

停，涨幅也达3.98%，此外，鸡蛋、棉纱期货主力合约涨

幅也超3%。

一位机构人士表示，关于化学农药防治，农业部有

20多款农药推荐，结合上市公司业务内容，实际各类针

对草地贪夜蛾的防控品种对公司的营收贡献并不大，

可关注虫害导致农作物价格上涨带来的投资机会。 同

时，借鉴海外经验，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是防控草地

贪夜蛾的主要手段之一，可关注转基因玉米投资机会。

对于非洲蝗灾，某私募人士表示，此前沙漠蝗虫灾

害主要发生在2003-2005年，不过，当时全球三大主

粮产量整体稳定趋增，没有大范围减产。预计此次非洲

蝗灾对全球谷物市场影响有限， 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

低，因此，非洲沙漠蝗灾对国内影响较小。

流动性预期推高市场

本轮行情走势十分强劲，市场情绪火热，逼空氛围

浓厚， 部分基金经理已出现加仓的操作。 基金人士认

为，市场强势主要源于流动性的宽松环境，后续需关注

货币政策的变化。

北京某私募基金经理表示， 近期市场的反弹走势

超出预期，上周在逼空行情下不得不提高部分仓位，但

17日已经减仓。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市场已经较大部

分反应了预期的流动性宽松等政策利好， 市场短期也

出现了较大反弹， 当前更倾向于耐心观察企业基本面

的变化情况。

另一家中型私募则表示，春节后首周有所加仓，目

前继续维持中高仓位，尚未减仓，主要原因是流动性利

好支撑明显、市场情绪氛围高亢。

某大型公募基金分析师指出， 近期市场大幅上行

主要是流动性宽松导致， 但这一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较

长时间，预计不会超过一个季度。

国寿安保基金认为， 疫情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主要

是两阶段，情绪影响和基本面影响，目前情绪影响基本

已经确认结束， 后续最值得关注和跟踪的还是企业开

工进展。 从已有数据来看，企业开工有所延后，但对基

本面影响有限、整体可控。

“科技当先” 特征延续

虽然农药、农业板块短期表现活跃，但科技股等板

块依旧是基金关注的主线。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表示，后

市政策重点逐渐走向疫情防控与生产复工并重，

决策层推出各项政策措施稳增长支持恢复生产，

再融资新规超预期落地， 预计市场短期风险偏好

有望延续，结构上看好科技成长、券商和稳增长受

益板块。

国寿安保基金认为，企业开工情况较好，传媒、计

算机等行业的子领域表现可能相对更强。另外，考虑到

定增新规的落地， 可能对整体科技板块的支撑效果都

会有所显现，因此市场整体趋势仍将小幅震荡向上，而

科技股的结构性行情会日益凸显。

朱雀基金也表示，短期A股市场将维持“科技当

先、金融润滑” 的结构特征。 长期来看，5G、电子、游

戏、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军工、新零售及物流等板块的

上涨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长盛基金朱律：

5G产业升级将引领成长行情

□本报记者 余世鹏

长盛电子信息主题基金经理朱律近日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世界级的5G科技浪潮起点正在展

开。 与4G相比，5G+AI周期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牵涉

的行业广泛。 朱律表示，当前我国在5G核心技术领域已

有所突破， 在主导技术与专利方面具备领先潜力，5G引

领的产业升级大方向，将持续引领A股成长行情。

朱律指出，5G产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19年后）为5G建设阶段：通信行业进入景气周期，设

备附加值增大，带动上游产业发展；第二阶段（2020年

后）为5G应用阶段：5G手机产业链快速发展，移动互联

网应用升级，运营商进入业绩兑换期；第三阶段（2024年

后）为5G赋能阶段：赋能自动驾驶、智慧生活、工业互联

网等。

谈及如何把握5G投资机遇时，朱律表示，5G投资首

先要以具有增量空间的产业趋势为基础， 然后在此基础

上重点关注国产替代标的。 以基站规模为例， 预计我国

5G基站整体建设量会达到4G基站的1.4倍。其次，在电子

制造业高度全球化分工时代， 美国企业在上游环节特别

是半导体领域和亚太供应商主要所在的手机模组领域，

保持着较强的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具有较强的国产替代

空间。“投资规律方面，投资主线会按照事物本身规律加

密集研究跟踪，预计沿着设备制造商、手机终端、电信运

营商、移动互联网应用等路径发展。 ”

朱律目前担任长盛基金TMT研究小组组长， 拥有9

年证券从业经历， 长期以来深入研究TMT行业各方向，

善于寻找概率中的相对确定性机会。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

显示，截至2月12日，朱律管理的长盛电子信息主题基金

2020年以来回报为21.50%， 在同类基金中排名靠前，近

一年回报达52.33%。

放宽再融资条件 定增基金柳暗花明

公募机构寻求“再创新”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证监会日前发布再融资新规，与先前规则相比，主要变化

包括取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连续2年盈利的条件； 优化

非公开制度安排，支持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将再融资批

文有效期从6个月延长至12个月等。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家公募机构表示，将探索

或深化在再融资领域的投研和产品布局。公募机构明确表示，

再融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定增基金产品的发展较为曲折，需要

做好投资者的服务和引导，创新产品和投资，以承接再融资新

时代的市场机会。

紧盯再融资新规影响

再融资新规落地，基金机构密切关注其影响。金鹰基金认

为，再融资新规对于资本市场影响主要将体现于以下方面：定

增活动会更活跃，利好创业板等再融资需求强的公司，预计未

来定增规模有望大幅增长；定价安全垫更高、退出时间更短，

使战投和控股股东参与定增的动力增加； 头部券商投行业务

空间增加，投行业务能提升头部券商的估值中枢；参与定增的

杠杆资金下降， 规则更倾向于吸引战投和控股股东等中长线

资金参与定增。

星石投资认为， 放松再融资短期内有助于上市公司缓解

现金流紧张问题；中长期有助于构建更加健康、有活力的资本

市场。 具体来看，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扩容的速度有望加快，

资本市场走出长牛、慢牛的基础更加坚实。

德邦基金则认为，再融资新规落地，有利于A股后市，放

松上市公司再融资，其中较为利好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券商股。

定增产品迎发展机会

再融资新规落地， 让此前稍显寂寥的定增基金再度迎来

黄金机会。

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总经理刘开运表示， 再融资新政

的出台，将显著改善上市公司融资环境、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

力， 进而改善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盘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与未

来增长预期。在价值和成长龙头估值较高、中小盘成长股具备

明显估值优势的背景下，定增投资将成为2020年不可多得的

投资品种。

资料显示，经过几年的发展低潮，目前市场上公募定增基

金已经寥寥无几，此前的布局者，多数都改弦易张。而如今，在

再融资新规之下， 全市场仅存的几只定增基金也迎来市场资

金的追捧。 Wind数据显示，2月17日，九泰锐智定增、九泰锐

益定增、 九泰泰富定增等仍以定增投资资产为主的定增基金

的场内份额单日涨幅分别为2.84%、5.00%和5.06%。 有定增

基金的投资者就感叹，再融资新政之下，“定增基金再现此前

的繁荣景象” 。

在九泰锐智定增、 九泰锐益定增等的2019年四季报中，

基金经理表示，在报告期内，因为受到减持新规的影响，未新

增参与定增项目的投资。而在九泰泰富定增的公告中，基金经

理表示，2019年11月证监会就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征求意

见，体现了监管层有望调整非公开发行政策的倾向，“本基金

可能会继续进行定增股票的投资” 。

不能走老路

再融资新规重磅落地，已经引来众多机构摩拳擦掌。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家公募机构表示，将探索或是深化

在再融资领域的投研和产品布局， 其中有公司明确表示将加

速相关产品的设计和报审流程，期待抓住政策机遇的窗口。不

过，定增基金毕竟已经是今时不同往日，这些公募机构也在寻

找更多的创新机会。

刘开运认为，未来的定增投资的盈利模式，将不再是简单

制度套利， 定增投资机构未来提供的也不再是简单的拼盘服

务。“九泰基金始终专注定增主动投资与为机构客户提供专

业深度研究服务。 九泰基金建立了项目全覆盖的定增投资系

统性投资服务能力，在业务上一是以公募基金产品为中心，为

中小客户参与高门槛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定增投资提供机

会，二是以机构客户为中心，持续提供定增投资标的的深度研

究服务。 ”刘开运表示。

财通基金则指出，随着新政之下定增需求的主要约束被消

除，定增对资金方的吸引力大幅提升，发行成功率和募资满额

率有望率先提升。 随着定增企业数量增加和融资股本比例扩

大，定增市场有望回到供需两旺的局面，规模有望高速增长。

“定增投资受政策的约束大，接下来公募机构还需要做好

投资者的服务和引导，创新产品和投资，以承接再融资新时代

的市场机会。 再融资新规之下，定增基金不能走原来的老路，

服务和投资都需要做到精细、创新。 ” 有公募基金高管表示。

易方达基金范冰：

看好科技互联网中概股

□本报记者 万宇

2019年下半年开始，不少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出现

上涨趋势，尤其是在阿里巴巴回归香港上市后，多只中

概股出现较大涨幅。 跟踪中概股的指数也水涨船高。 据

Wind统计，2019年12月以来，截至2月15日，中国互联

指数、 中国互联网 50指数涨幅分别达到 11.42% 、

14.27%。

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ETF基金经理范冰在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概股普涨主要与外部环

境缓和、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有关。 长期来看，中概股公

司大多是行业龙头，并积极布局未来科技发展的前沿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甚至全球领先的地位，在即将到

来的5G时代，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有望率先并持续

受益。

中概股普涨

近期， 以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为代表的中概股表现

亮眼。 自2019年11月26日二次登陆香港股市后，阿里巴

巴股价连续走高，截至2月17日收盘，阿里巴巴港股股价

报收217.4港元，回归港股后的涨幅超过20%，2020年1月

中旬在盘中更是触及227.4港元的新高。 2019年12月以

来，腾讯控股涨幅超过25%。其他中概股普遍也有不错的

表现，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15日期间，百度、京东、

网易的涨幅分别为13.53%、28.55%、15.22%。

随着中概股的普涨，相关指数也随之上涨，在2019

年8月5日下探至阶段性低点以来，中国互联、中国互联

网50等指数持续上涨，Wind数据显示， 中国互联网50

指数自 2019年 8月 6日至 2020年 2月 15日涨幅达

37.82%。

跟踪中国互联网50指数的QDII基金也水涨船高净

值回升，截至2月15日，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ETF自2019

年8月6日以来的净值增长率为37.75%， 在全市场259只

可统计的QDII基金中排名前十。

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ETF基金经理范冰分析指出，

中概互联网公司基本面持续向好， 此轮中概股普涨的主

要原因是情绪面上的变化，全球贸易环境出现缓和，市场

风险偏好提升。

行业前景广阔

范冰表示，中概互联网公司、尤其是纳入中国互联网

50指数的成分股，大多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龙头，代表了

中国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 这些公司不仅在国内占有绝

对领先地位，而且在海外资本市场上经过多年考验，在信

息披露、 投资者保护等方面都较为规范， 就投资价值而

言，与海外头部公司相比也有一定竞争力。

“从科技行业未来的发展态势来看， 具有相当规模

优势的龙头企业符合未来科技行业赢家通吃的发展趋

势， 庞大的用户规模也给了这些科技公司跨界发展的可

能，比如提供信息服务的公司未来可以向大医疗、大农业

等方向渗透，甚至可以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打通

‘任督二脉’ 。 ”范冰说。

他表示，放眼人类发展史，科技创新始终是社会发展

的首要推动力，眼下正处在由AI、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

技术推动的新工业革命浪潮中， 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这

些领先技术驱动的消费、医疗、科技、通讯服务等“新经

济”领域持续发力。 从历史表现来看，2012年以来，无论

A股还是海外中概股中，“新经济” 板块均有亮眼表现，

背后是GDP增长引擎转换和消费升级的推动。 从政策支

持来看，鼓励“新经济” 发展的措施相继出台，未来的经

济发展无疑将更重视质量，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

同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科技进步，

人们的生活质量必然越来越高、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要满

足消费者日益提升的需求，国内经济发展必将从重“量”

向重“质” 的方向发展，科技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

重将进一步提升。 因此，中长期来看，投资以中概股为代

表的科技互联网公司，也符合这一趋势。

对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美股公司回归香港市场的

现象，范冰认为，这或将给中概股带来利好。 “港股市场

相对跟内地市场更近， 美国的投资者对中概股公司的理

解可能不如内地和中国香港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理解到

位，未来如果有更多的中概股回归，可能带动整体投资热

情，进而有利于带动其估值提升。 ”

业绩与市场密切相关

尽管鼠年第一周公募基金业绩出现波动，但并未动摇其优异表现。

Wind数据显示，在17日A股大涨的带动下，部分基金净值也随

之大涨，国投瑞银国家安全单日净值涨幅达7.81%，南方军工改革、

长信国防军工、华夏军工安全、易方达国防军工、富国中证军工龙头

ETF、国泰中证军工ETF单日净值涨幅也突破6%。

截至2月17日晚， 万家经济新动能A、C份额2020年以来净值涨

幅分别达42.73%和42.65%，大幅跑赢指数。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

ETF、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净值涨幅也都突破了40%。

除此之外，万家行业优选、银河创新成长、国联安科技动力、富国

科技等主动偏股型基金的净值涨幅也都超过30%。 Wind数据显示，截

至2月17日，净值涨幅超30％的基金已有28只（A、C份额分开计算）。

除主动偏股类基金表现较好外， 净值涨幅居前的基金中也不乏

被动指数型基金，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联接基金、国泰CES半

导体ETF等被动指数基金净值涨幅也都超过3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以来净值涨幅居前的基金中，大部分都是

科技主题基金。以万家经济新动能A为例，该基金2019年四季报十大

重仓股显示，除了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只股票外，其余股票均为计算

机和电子行业股票。 从2020年初至今涨幅来看，这几只科技股的最

低涨幅已经达到29.88%。

事实上，2020年以来， 科技股涨势喜人。 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显

示，截至2月17日收盘，电子和计算机是仅有的两个涨幅超过20%的

行业，分别为20.51%和20.31%，远远高于排在第三的医药生物行业

（涨幅11.27%）。

市场人士表示， 部分基金回报优异只是开年一个半月以来的业

绩，未来基金业绩表现仍和市场密切相关，投资者仍需要紧密跟踪市

场，着眼长期。

科技主线贯穿全年

科技股近期收获较大涨幅，基金经理对科技股后市如何看？

在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风光看来，科技股的基本面较好，政

策面支持力度大，业绩增速领先。“就全球大周期来说，科技板块是重要的

增长推动引擎。 政策面对芯片、5G等科技股的扶持力度很大。 而从一些代

表性公司的业绩增速来看，今、明两年可能还是增长潜力释放的加速期。

2019年以来，资金面持续向科技股板块流入，新发科技类主动管理基金也

很多。 因此，预期科技主线将是贯穿2020全年的市场关注热点。 ”

方正富邦基金研究总监符健表示，站在目前时间点，建议投资者

关注科技创新板块的投资机会，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目前都是

积极布局科技创新类基金的好时机。 对于旗下权益类基金的管理思

路， 符健表示将会积极抓住机会， 做好大科技产业投资上的长期布

局，坚持在大科技范围内布局优质龙头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业绩居前的基金榜单中，半

导体ETF占据了半壁江山。 对此，华商计算机行业、华商电子行业量

化基金经理艾定飞表示，从中长期来看，看好受益于科技创新周期和

5G落地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行业。

对于电子行业，艾定飞看好消费电子（苹果产业链）、半导体和

电子周期等行业。艾定飞认为，相比于短期的扰动，在中长期维度上，

电子行业现阶段处于周期向上的位置，未来也将受益于5G落地和科

技周期发展而具备极强的业绩确定性。

银华内需精选基金经理刘辉表示，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是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发展空间的行业。 这其中既包括中国经济

整个产业升级以及产业重构，也包括5G推动的技术发展。 尤其是半

导体，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

� 2月17日，A股强势上攻， 上证综指上涨

2.28%，深证成指上涨2.98%，创业板指上

涨3.72%。 在行情推动下，基金业绩也“水涨

船高” 。

2020年以来， 已有基金年内净值涨幅突

破40％。 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排在榜首的

万家经济新动能A今年以来净值涨幅达

42.73％，此外，净值涨幅超30％的基金已有

28只。这些基金中，大部分都为科技主题基金。

基金经理表示， 持续看好受益于科技创新周期

和5G落地的电子、计算机、通信等行业。

行情给力 基金业绩“水涨船高”

今年以来多只基金净值涨幅超40%

□本报记者 王宇露 张凌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