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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巡讲

范剑平：楼市或上演“结构性” 行情

随着各种要素资源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一二线城

市房价未来涨幅趋缓，但不会明显下降；三四线城市

房价则很可能逐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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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话题

机构厉兵秣马备战打新季

IPO

重启在即，种种因素再度激发了机构和散户

的打新欲望，有机构已经着手准备筹码，蓄势待发，

有新发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甚至放话将全仓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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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新闻

分基二季度规模扩张“博尔特”效应凸显

二季度指数基金份额规模成功“扩张”，其中多只

分级基金的净申购增幅居前。 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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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市场暴跌给投资者带来“博尔特”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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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

昔日阳光私募冠军榜眼沉浮戏剧上演

6

月至今，已有不少于

20

只私募产品被迫清盘，其中

2009

年阳光私募榜眼唐雪来旗下

4

只产品引人注目。但

亦有成功逆袭者，如

2009

年阳光私募冠军罗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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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一拖多渐趋泛滥

从最近披露的基金二季

报可以看到，基金经理一拖多

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现在一人

管理两只、

3

只基金已不算什

么稀罕事，最多的是一人管理

8

只基金。

具体来看，一拖多的基金

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固定收益

基金，这也是一拖多最为泛滥

的一个领域，许多基金经理都

是一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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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5

只基金，涉

及货币、债券、保本等多种类

基金，多的一人管理

8

只基金。

虽然货币、债券、保本基金的

投资有相通之处，但管理基金

过多， 对基金经理的个人精

力、公平交易、风险控制设定

都有很高的要求，曾经有基金

经理因管理基金过多，忘记将

持有的转债转股，致使基金遭

受莫名损失。

第二类是被动型产品，如

指数基金等。 由于此类产品更

多依靠量化操作， 保持跟踪指

数的准确度，人为干预并不多，

一拖多对基金影响不大。

第三类是偏股基金。 偏股

型基金一拖多主要是部分基

金公司缺人所致，如有基金公

司投研纷纷跳槽，只剩两名基

金经理，每人不得不管理多只

基金。 更有甚者，当公司实在

无人可用时，就拿做债券的来

顶替股票基金经理的位置，曾

经有基金公司让一名货币基

金经理同时又单独管理一只

债券基金和一只偏股基金。 众

所周知，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

还是有着不小差别的，贸然让

一名没有股票研究和投资经

验的人来管理，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拿持有人的钱练手，投资

者无谓地为基金经理的成长

付学费，而且还不知道其是否

能转型成功。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对于基金经理个人而言，倒

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上述

基金经理确实已顺利转型从事

股票投资， 但也有货币基金经

理在股票基金经理岗位上的表

现并不理想， 但又不愿再转回

债券基金， 于是不断在多家基

金公司之间跳槽。

还有一种情况是， 发行新

基金时让旗下明星基金经理担

纲管理， 寄希望借助其知名度

提升新基金的发行规模。不过，

对于一些理性的公司而言，自

然不会竭泽而渔， 一般让一个

优秀的基金经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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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基金

已是极限。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在偏股基金领域， 大部分一拖

多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风

格相近，重仓股雷同度高，这也

让所谓的基金投资主题和风格

成为一句空话。

基金经理一拖多背后的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即人才

的培养已远远跟不上新基金

发行的速度， 这一症结在短

期内恐怕无法解决， 投资者

在选择基金时还需要擦亮眼

睛， 对于上述种种类型的基

金经理变更事宜， 还需谨慎

判断。

后“钱荒” 时代

基金经理郁闷“一债难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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