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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凌之 实习记者 张舒琳

权益类基金规模快速增长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5日，市场上公

募基金规模已达到18.43万亿元。 从基金公司

规模来看，头部基金公司强者恒强，仅前十家

头部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就占据公募基

金整体规模的36.96%。

2020年是基金发行的“大年” ，也是权益

类基金规模快速增长的“大年” 。 按非货币基

金规模统计， 基金公司排名前十的榜单与去

年相比出现“洗牌” ，易方达、汇添富、广发、

华夏、南方、富国、博时、嘉实、招商、鹏华十家

基金公司入围。 其中，南方基金和鹏华基金为

新晋非货规模前十。 此外，汇添富、广发、华

夏、富国、博时、嘉实今年非货规模增长均超

过90%。

爆款基金频出成为头部基金公司规模骤

增的重要砝码。 今年以来，共有40只新发基

金首募规模超过百亿。 其中，仅汇添富一家

就占据10只，还有6只来自于易方达，鹏华、

南方和华夏基金则各有3只。 凭借不凡的权

益基金发行业绩，汇添富一举进入基金公司

规模前三。

Wind数据显示，茅炜、王博管理的南方成

长先锋A、胡昕炜管理的汇添富中盘价值精选

A、王宗合管理的鹏华匠心精选A、饶晓鹏管理

的华安聚优精选， 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完成

300亿元募集目标，不得不提前结束认购。王宗

合管理的鹏华匠心精选， 首发当天就有

1371.04亿元资金认购，远远超过300亿元规模

上限，最终配售比仅为21.8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银行、保险系大型基

金公司今年的基金规模却大幅缩水。上海证券

一位基金分析师表示，2019年、2020年是权益

类基金产品，特别是主动管理权益类产品的发

行大年，在主动权益投资领域更为擅长的基金

公司收获颇丰。 银行系背景的基金公司，大部

分更擅长固收类资产的投资，叠加今年债券市

场整体表现不佳，因此基金规模不约而同出现

缩减。

市场两极分化

在公募基金规模一路高歌猛进，新发基金

爆款频出的基金发行大年，仍有不少基金公司

没有新成立的基金，也有不少基金面临募集失

败或惨遭清盘的窘境。

分公司看， 今年共有128家基金公司成立

了新基金。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

的145家基金公司计算，有17家基金公司2020

年以来没有新成立的产品；此外，新成立数量

在10只以上（含10只）的公司有44家，在有新

基金成立的基金公司中，有84家今年以来新成

立产品数量不足10只。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Wind数据发现，截

至目前， 今年以来募集失败的基金多达22只。

2019年，募集失败的基金数量为20只。 在梳理

这些募集失败的基金后发现，它们多为中小基

金公司发行的基金，且以债券型和指数型基金

居多。

除了新基金频频募集失败外， 今年以来，

清盘基金数量达153只。 2019年全年，清盘基

金数量为130只， 这些清盘基金同样以债券型

和指数型基金居多。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

公募基金的发行盛况历史罕见，但除了爆款基

金远远多于去年外，募集失败的产品数量也超

过去年。 在产品基数增大的情况下，说明市场

两极分化的情况更加严重。

一家小型基金公司人士坦言，究其原因，

基金能否发行成功以及发行规模的大小在

很多时候取决于渠道。 但在头部效应和明星

基金经理效应愈发明显的今年，中小基金公

司发行基金的难度倍增。 “很多时候渠道给

我们排的发行时间都是节假日前后，也是其

他大中型基金公司不愿被安排的时间段。 此

外，对我们新发基金的发行时间、营销力度

也不及其他大的基金公司。 ” 上述小型基金

公司人士说。

上述上海证券基金分析师表示，基金公司

头部效应越来越显著。 头部基金公司不论在投

研实力和营销渠道上均有优势，公司的整体运

作处在产品业绩佳、知名度高易于销售、对于

代销渠道议价能力强的良性循环中，该类头部

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较难被超越。 另一方面，

中小型基金公司在新产品发行市场处于劣势，

受限于管理规模，甚至很难进入大型代销机构

的“白名单” 。

规模排名“硝烟四起” 基金公司头部效应显著

在2020年这个公募基金

“大年” ，部分基金公司的基金管

理规模一路高歌猛进， 然而几家

欢喜几家愁。

在多只爆款基金的加持下，

易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广发基

金持续“霸榜” 非货币基金管理

规模前三， 南方基金和鹏华基金

跻身非货规模前十， 汇添富、广

发、华夏、富国、博时、嘉实等今年

非货规模增长超90%。 仅前十家

头部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就

占 据 公 募 基 金 整 体 规 模 的

36.96%。对比来看，今年有17家

中小基金公司没有新产品成立，

不少中小基金公司的产品还面临

募集失败和惨遭清盘的窘境。

禹国刚：期待资本市场培育更多科技巨头

（上接A01版）1980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 释放不断对外开

放的信号。 在广东一位亲戚的鼓励下，我毅然变

卖了家里一台三洋收音机和一台14英寸黑白电

视机，带着所得的600多元钱和一家四口，从黄

土高坡来到“边陲”深圳。

初到深圳，满眼荒凉。 从福田区的深圳市政

府门口走到罗湖火车站， 一路上就找不到一栋

三层高的小楼，遍地是荒田、烂水沟。

爱华电子公司在深圳招聘干部， 我是西安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的， 很快就成了公司

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不同于现在人才流动

的便捷，1981年调动工作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

但是全家搬到深圳，办完手续仅用了不到3个月

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深圳速度” 。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83年，由中日

友好团体出面，要在全国招考两名懂日语、兼通

金融的青年人去日本学习证券交易。1964年，我

以考区第一名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 学习

俄语、日语专业；在爱华电子从业期间，在与日

本企业进行商务谈判时会用到股份、 证券等知

识，通过自学积累了基本金融素养。而此次更是

凭借良好成绩，顺利踏上日本留学之路。

回国后， 我从爱华电子来到中国银行深圳

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工作， 直至1988年深圳市

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 我应邀担任专家

小组组长，开始负责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报： 深交所在筹备建立过程中经

历了哪些曲折？

禹国刚： 当时股份制、 证券市场到底姓

“资” 还是姓“社” ，从中央到地方争论很激烈，

没有定论。 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试验

田” ，在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深圳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历史使命背景下， 时任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拍板。 1990年12月1日，

深交所先行先试，率先开市，杀出了一条创建新

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路， 标志着新中国股市从深

圳走来。

中国证券报： 深交所第一天的交易情况如

何？ 早期股票发行情况如何？

禹国刚：30年前的12月1日上午，在深圳国

际信托大厦15楼， 作为深交所的主要筹备者、

我和深交所副总经理王健鸣钟开市，钟声随即

在大厅里沉沉回响。 我们身后的灯光亮起来，

穿着“红马甲” 和“蓝马甲” 的工作人员迅速

投入工作，深交所就这样诞生了。 没有鞭炮齐

鸣， 没有人潮涌动。 甚至在开市钟响了4分钟

时，一个委托电话也没有。 当时深圳有16个证

券部，原来其中的几个大券商早已密商，故意

有单不报，企图要让深交所集中交易肇始日出

现“零” 成交。

所幸，我事前听到了这个风声，作了些应对

的准备， 国投基金部的出市代表温彤筠在9时

04分45秒， 率先挂出卖盘 “深安达” 25.73元/

股，有色金属证券部的伍德民快步抢盘，成交两

笔。 接着，相继成交6笔，一共成交8笔。 “深安

达” 股票半日成交8000股，深交所避免了开市

首日“零” 成交的尴尬。 而这次有惊无险的“亮

相” ， 只是深交所筹办过程中千难万险的一个

切面。

栉风沐雨 乘风破浪

中国证券报： 新生事物的成长不是一帆风

顺的，深交所成立后有过哪些刻骨铭心的经历？

禹国刚：作为从零起步的特区，深圳成长过

程中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举步维艰。“4·22” 、“8·

10”等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 也没有只跌不涨的

股市，这是股市固有的规律。 但1991年4月22日

却出现了可怕的一幕， 这是深交所乃至世界股

市均颇为罕见的“零” 成交的一日。

1990年3月至11月， 深圳股市处于柜台交

易阶段，面值1元的深发展股票白市（即合法交

易）在6月涨到每股60元，黑市涨到每股120元。

至11月，深发展白市股票涨到每股120元，黑市

涨到每股240元。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股

票投资狂潮。从1991年年初开始，深圳股市开始

出现明显的跌势，到4月22日这一天，深交所罕

见出现“零” 成交，股民丧失了信心。

而此时，“要发新股”“股市要停市整顿”

等谣言四起，再度令股民不寒而栗，加剧了股市

下跌。 到1991年9月7日， 深发展股票跌至每股

13.75元。 损失惨重的股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

有人来救市。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决定，以2亿

元资金购进龙头股———深发展股票托市， 进而

稳住大市。 到10月10日，深发展股价升至逾26

元，此后升至逾36元，股市有救了。

继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次政府救市后，又

迎来了第一次使用电脑抽签表认购新股， 引发

了“8·10”风波。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果断表

态：一定严惩腐败，并提出增发500万张抽签表，

于8月11日早上开始原地发售。这场风波告诉我

们： 不能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中

出现的问题， 廉政建设是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

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必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

设，建立健全巿场自我约束机制。

总的来说，危机、风波面前，没有领导顶住

压力、当机立断，就没有深交所的今天，这也是

作为先行先试示范区的独特风景， 是成熟地区

不曾经历的。“8·10”风波也倒逼了证监会的诞

生，促进了证券发行办法改革。

披荆斩棘 砥砺前行

中国证券报：对深交所未来发展有哪些期许？

禹国刚：1993年6月， 在第二届深圳证券交

易所会员代表大会上， 我为深交所制定了一个

当期发展的目标， 即要把深交所建设成为现代

化程度较高、覆盖面较广、能够与国际市场接轨

的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 截至1993年7

月，深交所全面实现“四化” ，即交易电脑化、交

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一跃成

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 其证

券交易系统技术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

位。 深交所的“四化” ，不但为中国资本市场探

索出了一条规范、高效、安全、低成本的发展道

路，而且促使深交所跨越式发展，成为2010年和

2017年全球IPO融资金额名列第一的资本市场。

把深交所塑造成为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和

世界一流的交易所，是在更高起点上打造成熟市

场的新目标， 意味着资本市场发展到了新的阶

段，将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以后，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

中国证券报： 对资本市场下一个

10

年有哪

些新期待？

禹国刚：经过30年的洗礼，深市“老五股”

（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中，

万科A（原深万科）、平安银行（原深发展）不

断成长壮大，目前成长为世界500强公司。 希望

通过资本市场，中国能培育出比肩美国FAANG

（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飞、谷歌）的科技巨头，

也能培育出类似波音等一样“基业长青” 公司。

希望在全市场施行注册制的背景下， 资本

市场能培育出更多科技巨无霸， 与中国经济大

国地位相匹配。

兴证全球基金谢治宇：

看好龙头科技股竞争力

□本报实习记者 张舒琳 记者 李岚君

12月15日晚， 在由中国证券报举办的

“建行·中证报金牛基金巡讲” 直播中，兴证

全球基金总经理助理、投资总监谢治宇和兴

证全球基金首席培训师包卫军围绕 “明辨

宏观与行业趋势， 谋篇A股与资产配置” 展

开精彩讨论，为投资者答疑解惑。

明年适当降低收益预期

对于近期市场表现，谢治宇认为，短期很

难做判断，要用长期的眼光看待问题，作为专

业投资者， 更关心的是企业长期经营状况和

长期经济运行状况。

“我不太认同牛短熊长的说法， 我们一

直处在结构性牛市中。事实上，每个年景都会

有一些机会。 ” 谢治宇表示，经过两年左右的

上涨，有一大批公司目前的估值水平较高，需

要花时间寻找接下来的主要投资方向。

“疫情是今年对经济和市场最大的扰动

因素。 在疫情背景下，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

经济有很强的韧性。 以外需为代表的行业，

看上去是受到了负面影响，但也有受益的层

面。 ” 谢治宇认为，明年需要从正、反两个方

面来考虑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一方面，需要

关注今年受损行业复苏带来的机会， 如餐

饮、旅游等；另一方面，今年表现较好的部分

领域，例如防疫物品等，如果海外经济恢复

正常，产业链修复，可能对国内相关行业带

来压力。 ”

包卫军也表示， 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上

涨推动因素主要是经济基本面复苏和流动性

宽松。 行情大概可持续到明年一季度。

谈到A股后市，谢治宇表示，明年要适

当降低收益率预期。部分龙头股和基金连续

两年涨幅惊人，适当降低收益率预期是合理

的选择。“收益适当降低也许是好事。 如果

行情持续火热，我反而会担心存在泡沫。 ”

包卫军认为， 从中长期看， 只要不再发生

“黑天鹅” 事件，后市大概率会呈现出前高

后低的态势。

关注太阳能和新能源车

近一段时间，科技龙头股普遍呈现调整

态势， 有观点认为科技股估值已经处于高

位。 在谢治宇看来，市场对龙头科技公司非

常追捧，科技股估值确实不便宜，但这种类

型公司的竞争力仍然很强， 值得研究和跟

踪，投资时要以合理价格买入。 具体来说，谢

治宇长期看好太阳能和新能源车领域。

在他看来， 这两个行业的共同特点：一

是市场容量非常大，二是行业具有明确的竞

争格局，可以找到非常明确的投资标的。 随

着行业的逐渐发展，两大领域产业链有望大

部分转移到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在国

民经济体量中份额巨大， 在新能源车领域，

中国企业存在弯道超车可能。 目前，部分中

国企业在关键零部件、上游资源处于相对领

先位置。 不过，如果标的暂时没有好的价格，

需要用更长期的眼光关注。

“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关注主要聚焦在未

来的成长空间上，但对于科技股投资来讲，还

是要更细致一些。”包卫军称，“首先，我们倾

向于选择处于成长初期或加速期的成长行业

和个股；其次，科技行业的竞争格局往往不太

好，有一些行业渗透率还很低，但对于阶段性

竞争格局稳定的细分领域，可以优中选优；第

三， 中国很多制造业公司如消费电子或半导

体行业，投资它们往往带有趋势性投资成分，

需要寻找行业处在加速成长期且竞争格局比

较理想的细分领域。 ”

除科技股外， 医药板块也面临着高估值

的争议。在谢治宇眼中，目前医药行业面临两

大因素影响，一方面是老龄化进程加快，消费

者对创新药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是集采政策

控制药价，导致行业竞争加剧。 长期来看，两

大因素会长期同时存在。

包卫军直言：“医药股投资需回归 ‘医

药’ 本质。 ” 不能把医药当作消费股来投资，

需要更多关注公司的研发能力、 产品壁垒

等，需要更多去做自下而上的研究和思考。

公私募仓位双双升至年内高点

私募研判成长股主宰春季行情

□本报记者 王辉

12月以来，A股市场整体呈现震荡格局，结

构性机会有所收敛。 来自多家第三方机构的最

新相关仓位监测和调查数据显示， 前期公募私

募机构的整体仓位水平双双走高。 与此同时，尽

管股指持续震荡， 但私募业内对于市场的多空

研判明显趋于积极。

公私募仓位创年内新高

好买基金公布的公募仓位监测数据显示，

11月30日至12月4日当周， 国内偏股型公募基

金整体加仓幅度达2.60个百分点， 当周的平均

仓位为71.70%，刷新年内最高水平。 其中，股票

型基金仓位上升2.61个百分点， 标准混合型基

金仓位上升2.60个百分点，截至12月4日收盘时

两者的平均仓位分别为90.24%和69.23%。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今年7月初A股市场

出现放量井喷时， 公募偏股型基金平均仓位水

平也未能超过七成。 相关仓位监测数据显示，7

月4日与7月11日当周， 公募偏股型基金平均仓

位水平分别为69.98%和69.89%。

在近期国内公募机构平均仓位水平持续拉

高的同时， 私募行业的股票仓位水平也在近几

周出现显著抬升，并创出了年内新高。 国内某第

三方机构12月14日最新发布的股票私募仓位监

测数据显示，截至12月4日（由于信披合规等原

因， 私募产品净值及仓位测算数据显著滞后于

公募产品）， 国内股票私募平均仓位水平为

79.56%，比前一周增加0.35个百分点，创出年内

新高。

具体来看， 有61.37%的股票私募仓位超过

八成水平， 仅12.17%的股票私募仓位在半仓

（五成）以下。 从不同规模股票私募仓位情况来

看，12月4日当周， 二十亿级规模的私募加仓力

度最大，比上一周加仓1.02个百分点，其平均仓

位升至78.42%；百亿级私募平均仓位最高，比上

一周加仓了0.77个百分点，升至85.46%，该仓位

数据已经连续9周走高。有67.11%的百亿级私募

最新仓位超过八成。

私募看好A股后市

私募机构整体对于市场的短期研判， 依旧

偏于乐观。 在资产偏好上，整体再度偏向于成长

风格。

鸿道投资认为，展望后市，虽然信用扩张周

期可能见顶回落， 但信用的松紧并不意味着股

市流动性同步收缩。 全社会信用的松紧与股市

流动性可能存在时间期限与周期节奏上的差

异。考虑到明年年初，银行将重新加大基金销售

与信贷发放的力度， 未来三个月股市流动性会

对于市场多头处于有利和正面的时间窗口。 此

外，结合外部环境来看，明年欧美有望逐步约束

大规模财政刺激带来的通胀风险，A股市场的

投资重心也将重新转向成长股。

于翼资产指出， 本轮企业盈利韧性强劲，同

时估值和政策利好逻辑仍在。在经过一轮调整之

后，对A股后期表现无需悲观，后期仍有望维持

震荡上行的运行态势。 从结构来看，在中国经济

转型发展从“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 的背

景下，科技板块有望迎来新一轮估值提升行情。

磐耀资产分析表示，在近期外部资金持续净

流入的背景下，上周以来的市场调整，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部分机构获利回吐所导致。 具体来

看，市场主流机构投资者今年收益颇丰，随着年

底临近，机构可能更偏向于保住全年战果。 考虑

到经济基本面的恢复，以及A股依旧存在明显的

结构性低估，明年年初市场的春季行情依然值得

期待。 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应当敢于积极逆向布

局具备业绩较好成长能力的优质板块和个股。

非货币基金资产净值居前的基金公司

(单位：亿元)

新华社图片 制图/苏振

规模排名“硝烟四起” 基金公司头部效应显著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实习记者 张舒琳

在2020年这个公募基金“大年” ，部分基金公司的基金管理规模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

在多只爆款基金的加持下，易方达基金、汇添富基金、广发基金持续“霸榜”非货币基金管理规模前三，南方基金和鹏华基金跻身非货规模前十，汇添富、广发、华夏、富国、博时、嘉实等今年非货规模增长超

90%。 仅前十家头部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就占据公募基金整体规模的36.96%。 对比来看，今年有17家中小基金公司没有新产品成立，不少中小基金公司的产品还面临募集失败和惨遭清盘的窘境。

权益类基金规模快速增长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5日，市场上公募基金规模已达到18.43万亿元。 从基金公司规模来看，头部基金公司强者恒强，仅前十家头部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就占据公募基金整体规

模的36.96%。

2020年是基金 发行的“大年” ，也 是权益类 基金规 模快速 增长的“大年” 。 按非 货币基 金规模 统计，基金 公司排 名前十 的榜单 与去年相 比出现“洗牌 ” ，易 方

达、汇添富 、广发、华 夏、南方 、富国、博时 、嘉实、招 商、鹏华 十家基 金公司入 围。 其中 ，南方基 金和鹏华 基金为 新晋非 货规模 前十。 此外 ，汇添富 、广发、华 夏、富

国、博时、嘉 实今年 非货规 模增长均 超过 90%。

爆 款 基 金 频 出 成 为 头 部 基 金 公 司 规 模 骤 增 的 重 要 砝 码 。 今 年 以 来 ， 共 有 40 只 新 发 基 金 首 募 规 模 超 过 百 亿 。 其 中 ， 仅 汇 添 富 一 家 就 占 据

10 只 ， 还 有 6 只 来 自 于 易 方 达 ， 鹏 华 、 南 方 和 华 夏 基 金 则 各 有 3 只 。 凭 借 不 凡 的 权 益 基 金 发 行 业 绩 ， 汇 添 富 一 举 进 入 基 金 公 司 规 模 前 三 。

Wind数据显示，茅炜、王博管理的南方成长先锋A、胡昕炜管理的汇添富中盘价值精选A、王宗合管理的鹏华匠心精选A、饶晓鹏管理的华安聚优精选，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完成300亿元

募集目标，不得不提前结束认购。 王宗合管理的鹏华匠心精选，首发当天就有1371.04亿元资金认购，远远超过300亿元规模上限，最终配售比仅为21.8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银行、保险系大型基金公司今年的基金规模却大幅缩水。上海证券一位基金分析师表示，2019年、2020年是权益类基金产品，特别是主动管理权益类产品的发行大年，

在主动权益投资领域更为擅长的基金公司收获颇丰。 银行系背景的基金公司，大部分更擅长固收类资产的投资，叠加今年债券市场整体表现不佳，因此基金规模不约而同出现缩减。

市场两极分化

在公募基金规模一路高歌猛进，新发基金爆款频出的基金发行大年，仍有不少基金公司没有新成立的基金，也有不少基金面临募集失败或惨遭清盘的窘境。

分公司看，今年共有128家基金公司成立了新基金。 按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145家基金公司计算，有17家基金公司2020年以来没有新成立的产品；此外，新成立数量在10只以

上（含10只）的公司有44家，在有新基金成立的基金公司中，有84家今年以来新成立产品数量不足10只。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Wind数据发现，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募集失败的基金多达22只。 2019年，募集失败的基金数量为20只。 在梳理这些募集失败的基金后发现，它们多为中小基金公司发

行的基金，且以债券型和指数型基金居多。

除了新基金频频募集失败外，今年以来，清盘基金数量达153只。 2019年全年，清盘基金数量为130只，这些清盘基金同样以债券型和指数型基金居多。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年公募基金的发行盛况历史罕见，但除了爆款基金远远多于去年外，募集失败的产品数量也超过去年。 在产品基数增大的情况下，说明市场两极

分化的情况更加严重。

一 家 小 型 基 金 公 司 人 士 坦 言 ， 究 其 原 因 ， 基 金 能 否 发 行 成 功 以 及 发 行 规 模 的 大 小 在 很 多 时 候 取 决 于 渠 道 。 但 在 头 部 效 应 和 明 星 基 金

经 理 效 应 愈 发 明 显 的 今 年 ， 中 小 基 金 公 司 发 行 基 金 的 难 度 倍 增 。 “很 多 时 候 渠 道 给 我 们 排 的 发 行 时 间 都 是 节 假 日 前 后 ， 也 是 其 他 大 中 型

基 金 公 司 不 愿 被 安 排 的 时 间 段 。 此 外 ， 对 我 们 新 发 基 金 的 发 行 时 间 、 营 销 力 度 也 不 及 其 他 大 的 基 金 公 司 。 ” 上 述 小 型 基 金 公 司 人 士 说 。

上述上海证券基金分析师表示，基金公司头部效应越来越显著。 头部基金公司不论在投研实力和营销渠道上均有优势，公司的整体运作处在产品业绩佳、知名度高易于销售、对于代销

渠道议价能力强的良性循环中，该类头部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较难被超越。 另一方面，中小型基金公司在新产品发行市场处于劣势，受限于管理规模，甚至很难进入大型代销机构的“白名

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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