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限购松绑 明星基金重启“吸金”模式

● 本报记者 李岚君

2月4日，知名基金经理赵诣管理的农银新能源主题基金和农银研究

精选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上限大幅提升至500万

元。此前，农银汇理基金公司曾将这些基金的单日单户申购上限收窄至1

万元。

除了赵诣外，广发基金刘格菘、银华基金李晓星等一批明星基金经

理近期纷纷放宽了所执掌基金的申购上限。 业内人士认为，在市场持续

调整之际，基金经理们放宽申购上限，势必会吸引大额资金流入，这或许

意味着，在这些明星基金经理眼里，部分个股已经出现了建仓机会。

多只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2月4日，赵诣管理的农银新能源主题基金和农银研究精选基金恢复

了大额申购。 根据公告，该基金从2021年2月4日起，调整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限额至500万元。此前农银

工业4.0灵活配置基金也从2月1日起取消申购限制。 而在开始大额申购

的一个月前，上述基金都对申购金额做出过限制，每只基金的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申购业务限额都在1万元以下。

根据东方财富Chocie数据， 由赵诣管理的四只基金产品， 包揽了

2020年度基金业绩排行榜的前四名。 在市场近期震荡之际，赵诣所管理

的产品大幅放宽申购额，究竟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对此，农银汇理基金公司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20年底，市场

出现较大涨幅，投资者比较关注基金收益，为降低投资者追涨风险，保证

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公司对赵诣管理的三只开放

式基金进行了主动限购。当前，市场出现一定程度调整，结合投资者的申

购需求，于近期恢复了农银工业4.0灵活配置基金申购服务，将农银研究

精选基金和农银新能源主题基金限额分别提高到500万元。

除了农银汇理外，还有一批基金公司纷纷开始松绑旗下基金的限购

措施。2月2日，广发基金发布公告称，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取

消限额，恢复正常的申购业务。 该基金于1月12日开始限制大额申购，三

周后又放开了申购。

2月1日，银华基金发布公告称，自2月2日起恢复办理李晓星管理的

银华心怡灵活配置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1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业务。另

据公告显示，2月3日起， 由邱璟旻管理的广发聚丰混合取消了原机构投

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合计不得超过10万元的限制，恢复正常的申

购业务。

加紧布局春季行情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基金放开大额申购释放出一些信号：松绑申购

限额与近期A股市场走势相关，反映出公募基金看好短期行情，正在加

快布局。一位基金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市场持续震荡，一些基

民选择落袋为安，基金经理压力有所减轻，也就适时放开申购限制，让更

多资金参与进来，“补充弹药”布局下一阶段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在抱团股资金松动的背景下，部分超跌的二、三

线龙头股正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的新目标。 在此背景下，公募基金看到了

新的配置机会，开始放开大额申购，以期把握超跌龙头股的布局机会。

对于2021年投资布局，赵诣表示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更加关注有

“增量” 的方向：一是技术进步带来需求提升的方向，包括新能源和5G

应用；二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形势下的

国产替代、补短板的方向，尤其是以航空发动机、半导体为主的高端制造

业。 从投资配置角度来看，仍然围绕“科技+消费” 的方式，科技股方面，

主要以5G产业链、新能源、高端制造为主；在消费股方面，主要以医疗服

务、大众消费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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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掀起自购潮 权益类基金占比超8成

●本报记者 余世鹏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4日，2021年以来共

有21家公募机构进行了33次基金自购， 总规模达

3.33亿元。 与往年的债基占大头有所不同，今年以

来的基金自购中，权益类基金占比超过8成。

此外，今年以来还有蔡向阳、袁航、丘栋荣等

绩优基金经理以个人名义实行了自购。 分析人士

指出， 基金自购显示了基金经理的投资信心，但

投资者不应把自购行为当成绝对的投资参考决

策。 在当前市场背景下，投资者更多要关注头部

基金公司对“抱团” 和“流动性” 这两大关键因

素的预判。

自购规模达3.33亿元

Wind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的基金自购规模

达3.33亿元， 与2020年同期疫情爆发下公募踊跃

自购的规模（3.71亿元）基本持平，更是明显高出

2019年同期的自购规模2.5亿元。

具体看，在自购基金的种类上，2021年以来自

购主力军是权益类基金。Wind数据显示，3.33亿元

的自购规模中有1.1亿元为股票型基金，1.73亿元

为混合型基金， 两类基金自购规模合计2.83亿元，

占比高达84.98%； 往年充当自购主力军的债券型

基金，今年以来的自购规模只有5000万元。

从具体公司来看，2021年以来自购次数最多

的公司是天弘基金，一共实施了8次自购，自购金

额最大的是工银瑞信基金， 出资7000万元申购了

旗下基金工银聚利18个月定开混合A。

需要指出的是， 除了公司层面的基金自购外，

今年以来还出现了不少知名基金经理的个人自购。

比如，今年1月份，上投摩根远见两年持有期混合基

金的基金经理杜猛投资500万元认购该基金，上投

摩根安享回报一年持有期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陈

圆明出资100万元认购该基金。 此外，华夏基金蔡

向阳出资200万元认购其所管理的华夏睿阳一年

持有混合基金，鹏华品质优选混合的基金经理袁航

拟于近期出资100万元认购该基金。 此外，还有中

庚基金丘栋荣出资615万元认购中庚价值品质。

有助增强投资者信心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肖锋表示，基

金公司和基金经理购买自身产品是对基金产品的

认可，也是与投资者利益捆绑和分担风险的体现。

同时， 基金经理的自购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营销

手段，有助增强投资者信心。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王博

生表示，基金自购的场景一般有两类：一是市场风

险快速释放的时候，多出于增强投资者信心目的，

防止大规模赎回带来的踩踏以及规模快速缩减；

二是“熊末牛初” 风险偏好低迷的时候，自购更多

是为之后的行情储备弹药。

还有市场分析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

基金自购与市场行情之间，有着一定联系。 从近

几年自购情况来看，大规模的基金自购多是发生

在市场行情高涨或单边暴跌时，如2020年初新冠

疫情冲击下市场大幅波动，基金就掀起了一轮自

购潮。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购行为更多是彰显基

金公司对旗下基金未来投资业绩的信心， 但这并

不意味着自购基金就比其他基金有着明显的回报

优势。

Wind数据显示，在自购区间内，今年以来的

33只自购基金中只有6只实现正收益，获得负收益

的基金则有20只。

上述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基金自购是“真金白

银” 的行为，但这并不排除部分基金自购是出于维

护规模以避免清盘， 或使基金达到某些条件等目

的。投资者应遵循“基本面”原则选择基金，不仅要

避开规模长期徘徊在清盘边缘的迷你基金，还要重

点考察基金经理的风格稳定性和历史收益稳定性。

不应当作绝对投资参考

上述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历年以来，自购基

金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收益不佳基金。 因此，

不建议投资者把自购当成绝对的投资参考依据。

相比之下，头部基金公司的投研策略，其参考借

鉴意义更为明显。 就当前背景而言，要特别注重

公募对“抱团” 和“流动性” 这两大关键因素的

预判。

招商基金指出， 海外市场流动性仍处于总量

宽松阶段， 我国经济将延续国内供给端与海外需

求端共振模式。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在“弱美元

叠加稳人民币” 的趋势下，港股市场的中资企业业

绩确定性高、低估值的优势明显。 叠加目前港股相

较于A股的高投资性价比，南向资金有望持续净流

入， 长期看好港股市场具有资产稀缺性的新经济

板块以及中概股回归受益板块。

景顺长城基金表示，从板块轮动上看，市场结

构性行情特点十分明显， 相关上涨板块背后基本

面的逻辑都比较强，例如白酒板块的业绩稳定、新

能源的长期市场前景向好等。 “长期来看，机构持

股集中的现象是成熟市场所共有的、 对优质标的

的溢价现象，不必太过担忧。 短期维度看，年初的

资金面仍然相对宽裕， 新发基金的建仓将带来增

量资金入市，北向资金也保持强势流入。 ”

针对新能源车板块， 平安新能车ETF基金经

理钱晶指出， 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将是决定股价

表现的关键因素， 未来新能源车仍是比较不错的

投资赛道，对新能源车板块有比较强的信心。 “从

产销数据上来看，新能源车产业链的景气度向好，

且2021年是全球新能源车产业同频共振的一年，

欧洲、 美国和中国相关产业链预期都会有比较高

的增速，行业实现高增长的确定性很高。 从行业比

较角度来看，目前A股市场也很难找到盈利增速能

够超过新能源板块的行业。 ”

多只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2月4日，赵诣管理的农银新能源主题基

金和农银研究精选基金恢复了大额申购。根

据公告，该基金从2021年2月4日起，调整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 （含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限额至500万元。 此前农银

工业4.0灵活配置基金也从2月1日起取消申

购限制。 而在开始大额申购的一个月前，上

述基金都对申购金额做出过限制，每只基金

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业务限额都在1万

元以下。

根据东方财富Chocie数据，由赵诣管理

的四只基金产品，包揽了2020年度基金业绩

排行榜的前四名。在市场近期震荡之际，赵诣

所管理的产品大幅放宽申购额， 究竟传递了

怎样的信号？

对此， 农银汇理基金公司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2020年底， 市场出现较大涨幅，投

资者比较关注基金收益， 为降低投资者追涨

风险，保证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公司对赵诣管理的三只开放式基金

进行了主动限购。 当前，市场出现一定程度调

整，结合投资者的申购需求，于近期恢复了农

银工业4.0灵活配置基金申购服务， 将农银研

究精选基金和农银新能源主题基金限额分别

提高到500万元。

除了农银汇理外， 还有一批基金公司纷

纷开始松绑旗下基金的限购措施。2月2日，广

发基金发布公告称， 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小盘

成长混合取消限额，恢复正常的申购业务。该

基金于1月12日开始限制大额申购，三周后又

放开了申购。

2月1日，银华基金发布公告称，自2月2日

起恢复办理李晓星管理的银华心怡灵活配置

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1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

业务。 另据公告显示，2月3日起，由邱璟旻管

理的广发聚丰混合取消了原机构投资者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合计不得超过10万元的限

制，恢复正常的申购业务。

加紧布局春季行情

分析人士指出， 部分基金放开大额申购

释放出一些信号：松绑申购限额与近期A股市

场走势相关，反映出公募基金看好短期行情，

正在加快布局。 一位基金经理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近期市场持续震荡，一些基民选择落

袋为安，基金经理压力有所减轻，也就适时放

开申购限制， 让更多资金参与进来，“补充弹

药” 布局下一阶段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 近期在抱团股资金松动

的背景下，部分超跌的二、三线龙头股正逐渐

成为市场关注的新目标。 在此背景下，公募基

金看到了新的配置机会，开始放开大额申购，

以期把握超跌龙头股的布局机会。

对于2021年投资布局， 赵诣表示没有特

别大的变化，但更加关注有“增量” 的方向：

一是技术进步带来需求提升的方向， 包括新

能源和5G应用；二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形势下的国产替

代、补短板的方向，尤其是以航空发动机、半

导体为主的高端制造业。 从投资配置角度来

看，仍然围绕“科技+消费” 的方式，科技股方

面，主要以5G产业链、新能源、高端制造为主；

在消费股方面，主要以医疗服务、大众消费品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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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存分歧 半导体ETF遇冷

●本报记者 张舒琳

近日，此前受追捧的半导体ETF

遭遇资金“泼冷水” ，份额大幅缩减。

半导体行业一直是公募重仓行业，多

只公募基金重仓半导体龙头股。

份额严重缩水

2月4日，半导体及元件板块继续下

跌，多只个股跌超4%。半导体类ETF随

之集体下挫。 Wind数据显示，1月19日

以来，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下跌

12%， 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ETF下跌

12%，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ETF下

跌11%。 相比“聪明资金”对军工等细

分行业主题ETF“越跌越买”的情况，

半导体类ETF却集体遇冷。

今年以来，在极致的结构化行情

下， 宽基指数ETF和部分行业主题

ETF严重“失血” ，逾300亿元资金

集体撤离。 此前涨幅较高的芯片类

ETF不再是香饽饽，多只半导体ETF

份额严重缩水。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3日，以

区间成交均价计算，此前受追捧的两

只半导体芯片ETF———华夏国证半

导体芯片ETF、国泰CES半导体芯片

行业ETF，今年以来的资金净流出额

分别为55.38亿元、31.66亿元。自2020

年11月中旬以来，这两只基金份额持

续缩减，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份

额由最多时的206亿份大幅缩水至

154亿份； 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

ETF由135亿份缩水至100亿份。

机构看法不一

半导体为公募基金重仓行业。万

联证券数据显示，2020年四季度，电

子行业公募基金重仓持股占比居第

三位，受供需提振的半导体尤其受公

募基金青睐。第四季度公募基金半导

体领域持仓达806.78亿元，环比提升

37.89%。

天相数据显示，韦尔股份、三环

集团、卓胜微、紫光国微等个股均位

于2020年四季度公募增持前50大

个股之列，且韦尔股份、紫光国微、

三安光电等均为公募基金前50大重

仓股。

基金2020年四季报显示， 蔡嵩

松管理的诺安成长混合等多只产品

重仓股均为半导体个股，包括韦尔股

份、北方华创、中芯国际等。随着半导

体板块近日持续调整，上述基金品种

净值近来明显缩水。

展望后市，公募对半导体板块

看法不一。 北京某公募基金量化

投资基金经理认为，ETF作为一种

便捷投资工具，半导体板块前期涨

幅较大，许多投资者获利了结。 当

前板块波动加大，也反映出部分机

构已经开始撤退。蔡嵩松则坚定看

好半导体板块， 他在四季报中表

示，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必须要开展

全面自主化进程，这是实现追赶和

反超的必经之路。 目前整个行业在

供需错配的背景下，晶圆代工产能

紧缺引发的涨价潮， 已经蔓延至

上下游产业链， 看好行业的发展

前景。

东吴证券最新研究认为，晶圆

厂产能紧张， 叠加国产化提速，双

重驱动国内半导体设备行业景气

度上行，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保持高

速增长，半导体设备的需求仍十分

旺盛。

广发基金郑澄然：

寻找拐点清晰行业机会

●本报记者 万宇

作为新生代基金经理的代表，广

发基金的郑澄然在2020年取得了相

当优异的战绩，其参与管理的广发高

端制造和广发鑫享混合均实现翻倍

回报。 其中， 广发高端制造凭借着

133.83%的回报率，在12只装备制造

行业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一。该基金

过 去 两 年 的 累 计 回 报 率 达 到

287.73%，同类排名第二。

在日前“广发基金新春看市”的

直播中，郑澄然表示，如果能找到阶

段性拐点清晰、 估值不高的行业，

2021年仍有望获得较好收益。 在行

业选择上， 他认为，2021年上半年，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改善的顺周期

品种，比如银行、化工等有较好的机

会；长期则依然看好科技、新能源等

市场空间大的优质赛道。

赚周期的钱

郑澄然是一位非典型的成长型基

金经理， 他的投资方式并不是自下而

上精选个股， 而是从中观维度出发，

寻找有拐点、 供需格局发生变化的板

块，结合估值情况，选择合适的时点

进行配置，在成长行业赚周期的钱。

如何才能先于市场发现拐点？郑

澄然介绍，自己在行业研究阶段主要

是研究制造业，研究框架是基础的供

给和需求研究， 在相对比较熟悉、长

期有跟踪的行业，对供需格局、产业

趋势、拐点变化较为敏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行业选择的胜率。

按照这套框架，郑澄然与团队协

作， 在2020年把握住了新能源、光

伏、军工、化工等板块的基本面拐点。

得益于此，广发高端制造A和广发鑫

享在2020年度分别实现133.83%和

109.30%的收益率。

展望2021年， 有哪些结构性机

会可以把握？ 对此，郑澄然给出的答

案是在顺周期板块中捕捉拐点机会。

“随着经济持续复苏，如化工、银行

等顺周期板块的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盈利能力提升。当基本面发生比较大

的变化，估值相对合理，资金认可度

提升，这类资产仍然具有弹性，如果

能在2021年找到这类资产， 有望获

得比较好的收益。 ”

长期看好新能源

从中长期的时间维度看， 科技和

新能源是郑澄然看好的两大方向。 他

表示，过去两年，国产替代正由过往的

政府主导变成企业自发行为、 市场化

行为， 很多龙头公司愿意扶持国内供

应商， 给产业链下游企业提供更大的

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过去

制约板块表现的外部贸易环境正在变

化，有望给科技板块带来较好机会。

“新能源行业是市场空间大、成

长性强的行业，因为新能源目前渗透

率很低，在替代传统能源方面还有很

大的空间， 是一个偏成长性的行

业。 ” 郑澄然说，目前光伏发电占用

电量的比重较低，未来随着技术持续

进步， 光伏发电成本将继续下降，可

能会成为能源供给的主流，长期来看

有较大发展空间。

对于新能源车， 郑澄然指出，目

前市场比较看好电动车，认为电动车

对传统车的替代是确定性趋势。他分

析，一方面，从能量利用效率、环保角

度、消费者使用体验来看，电动车都

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早前电动车

的安全性、里程焦虑和经济性等问题

正逐渐解决，总体来看，电动车的发

展趋势比较明朗。

此外， 郑澄然还看好顺周期板

块，包括金融、化工等，有可能成为上

半年表现较好的板块。具体到金融板

块，他分析，在经济基本面持续复苏

背景下，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都会有比较好的改善，现在银行板块

估值比较低，预计会有盈利提升和估

值修复机会。

2月4日，知名基金经理赵诣

管理的农银新能源主题基金和

农银研究精选基金恢复大额申

购：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上限

大幅提升至500万元。 此前，农银

汇理基金公司曾将这些基金的

单日单户申购上限收窄至1万元。

除了赵诣外， 广发基金刘格

菘、 银华基金李晓星等一批明星

基金经理近期纷纷放宽了所执掌

基金的申购上限。业内人士认为，

在市场持续调整之际， 基金经理

们放宽申购上限， 势必会吸引大

额资金流入，这或许意味着，在这

些明星基金经理眼里， 部分个股

已经出现了建仓机会。

●本报记者 李岚君

基金简称

单日大额申购限额

（单位:万元）

基金规模

（单位：亿元）

交银内核驱动 100 106

广发稳健增长C 100 282

广发稳健增长A 100 282

农银汇理新能源主题 500 153

交银精选 500 105

景顺长城鼎益 1,000 136

中欧互联网先锋A 5,000 105

中欧互联网先锋C 5,000 105

华夏回报A 6,000 163

华夏回报H 6,000 163

部分基金单日大额申购限额情况

限购松绑 明星基金重启“吸金”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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