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股市多数时候低迷，而债市行情
则风生水起，最终成了债基丰收年，但盛宴
之下，也不乏凄凉落寞者。截至年底，一些重
配可转债的债券型基金，依旧出现负收益。

统计显示，剔除分级债基，在负增长的5只
债券基金中，长盛基金命中4席，分别是长盛中

信全债、长盛积极配置、长盛同禧A、长盛同禧
C，全年收益分别是-0.43%，-0.52%、-5.89%、
-6.59%，而这一成绩也令长盛成为去年债基投
资最糟糕的基金公司。分析人士认为，债基在
牛市中亏损，主要是因为配置上重仓可转
债，在股市持续下跌的背景下拖累了业绩。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以31.79%净值增长
率夺得2012年主动股票型基金冠军，也是唯
一收益超30%的偏股型基金。该基金成立于
2011年12月20日，由余广、陈嘉平两位基金经
理共同掌舵。

除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基金外，景顺长
城旗下另一支基金———景顺长城能源基建
股票也由余广管理，该基金去年全年净值增
长率达20.64%，在偏股型基金中排名第7。而

前十名基金中独占两席，彰显余广投资能
力，令其成为2012年基金界“ 一哥”。

而对于2013年的投资，余广认为未来A

股表现其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不少优质公
司，盈利稳定，或者即使短期盈利受压但长
期的成长动力仍在，其估值处于相对历史底
部，目前的股价仍具吸引力。投资策略方面，
依然坚持自下而上，选股重于选时，淡化仓
位，把控风险。

》品味四只牛熊基金s t yle

王亚伟辞别公募，曾被市场认定为“ 英雄时代”的终结，但2012年基金业用业绩说明，王
亚伟之后，中国基金市场还会有英雄出世。今天本报对各类冠军基金和垫底基金进行画像，
与各位读者一起品尝牛、熊基金的style。

尽管去年12月A股市场上演惊天“ 逆
袭”，但最终股票基金最终没能超越杠杆债
基荣登年度收益冠军。

据海通证券数据统计，今年业绩排在前
三位的分别是富国汇利B、海富稳进增利B和
泰 达 聚 利 B， 分 别 取 得 37.41% 、35.31% 和
32.70%的业绩；而主动管理的股票基金中，表
现最好的景顺核心、中欧小盘和新华行业轮
动尽管分别实现了31.70%、29.34%和28.83%

的收益，但依旧不及这三只杠杆债基。

而业内人士表示，和过去我们对债券基
金的印象不同，事实上债券投资早已不是低
收益率的代名词。

不过对于2013年的债券投资，富国基金
表示，投资人应该适当降低收益预期。该公
司预计明年个券分化比较严重，高票息品种
不一定有超额收益的存在；但利率市场化依
旧是一个长期趋势，创新产品将层出不穷，
债券投资依然处于一段较长期的历史性机
遇期。

年度收益冠军
杠杆债基富国汇利 B 全年收益：37.41%

年度股基冠军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全年收益：31.79%

偏股型垫底基金
益民红利成长 全年收益：-14.25%

尽管2012年各类基金整体取得正收益，
但依旧有基金亏钱，而且有的还给投资者造
成较为严重的损失。比如益民红利成长。

益民红利成长由基金经理蒋俊国执掌，
该基金去年亏损14.25%，在偏股型基金中位
于倒数第一。

此 外 ，益 民 基 金 旗 下 的 另 外 一 只 基
金———益民创新优势去年亏损10.62%，益民
多利债去年仅仅取得1.76%的收益，均处于同
类基金倒数之列。旗下基金业绩如此糟糕，令
益民基金的投资者欲哭无泪，而该公司则有
望成为2012年度最差基金公司。

垫底债基
长盛同禧 C 全年收益：-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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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施德 -55.23%
下跌理由：基本面恶化

爱施德的熊市周期较其他个股更
为漫长。该股的最高点定格在2010年，
并在2011年中经历了同样幅度不小的
跌幅，2012年，爱施德也以全年跌幅
55%挤进了“ 年度最熊A股前三甲”的
行列。

和其他熊股相比，爱施德的基本
面恶化相对而言更早，作为国内手机
销售渠道商，大客户三星从2010年开
始开始调整渠道，将其部分手机产品
采用“ 直供! 平台直供! 分销”分流
销售，对爱施德的经营基本面影响巨
大，而这一点，在公司今年的三季报中
已有体现。公司称，毛利率较上年同期

出现较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星
手机推行直供模式以后，公司业务中
占比最高的三星业务以相对低毛利的
分销产品为主；运营商千元智能机政
策快速推进，导致公司合作品牌的智
能手机产品毛利降低。

其实，爱施德的利润水平早在
2009年就出现下滑趋势，直至2012年
依然没有较大的改善。2012年上半年，
公司净利润亏损额度达到2.68亿元。
这也使得原本扎堆买入公司股票的私
募损失惨重，去年二季度中已全数撤
离。去年三季报，公司的净亏损依然高
达2.77亿元。

看点! 濒临折算基金神奇逆转
A股去年上演了一幕两头牛

夹一熊的戏码。
一季度强势上涨，二季度

平稳，三季度至11月市场几乎
是雪崩式下跌，至12月3日，上
证指数已经跌去10.90%。如果
从2010年算起，A股经历几乎三
年的熊市，市场几乎忘记了上
涨的感觉。

伴随着股指一路下跌，12月
初，杠杆股基信诚500B和银华稳
进净值与市价一路暴跌，随时可
能触发“ 到点折算”阀值。

所谓“ 到点折算”，意思即分

级基金的杠杆基金部分净值跌至
临界点或者分级基金母基金份额
净值高于临界点，分级基金母基
金、低风险份额、高风险份额净值
均被调整为1元，调整后各类份额
数量按比例增减，低风险份额和
高风险份额按初始比例保留，配
对后的剩余部分将会转化为母基
金场内份额，分配给相应份额持
有者。

12月4日，大盘跌至1949点
时，濒临折算的信诚500B的净值
一度跌至“ 到点折算”阀值0.25元
下方，然而当天下午股指强势拉

升，信诚500B的净值与市价双双
上行，收盘时成功逃脱了向下到
点折算。而银华稳进与信诚500B

相似，也上演了一幕“ 有惊无险”
好戏。

此后至年底大盘发力反击，
翘尾行情令两只杠杆股基净值与
市价狂涨，与“ 到点折算”也渐行
渐远。

而 全 年 上 证 指 数 上 涨
3.17%。沪深300上涨7.55%，深
证成指上涨2.22%，而创业板指
数下跌2.14%，中小板指数下跌
1.38%。

2012 股票基金神龙摆尾！

去年大部分时间，“ 低迷”成为
投资者描述" 股市场使用频率最高
的词汇。从年初2200点左右开盘，沪
指总体震荡下行。于是，市场间钻石
底，玫瑰底层出不穷⋯⋯不过，大盘
似乎并不给这些命名底任何面子，
2012年9月26日，大盘于盘中便首度
跌破了2000点，但很快又重新修复。

然而，2012年11月末上证综指来
真格的了，其近4年来首度失守2000

点，并在12月4日探底至1949点的年
内低点。疲弱的市况让投资者情绪
几乎降至“ 冰点”。

不过，奇迹终究是发生了。2012

年12月5日，上证指数当日大涨56点，
重新站上2000点，此后高潮行情不
断，随着上证综指于2012年12月31日
定格于2269.13点，其也终于为2012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同时也扭转了此
前A股年K线3年连续收阴的忧虑。

在盘点A股市场的三大牛股和
三大熊股之时，投资者不免有些大
跌眼镜。不少投资者原本以为贵州
茅台涨上200元了，肯定能够跻身涨
幅前三甲行列，谁知撞在了“ 塑化
剂”的枪口上。反倒是一些重组题材
个股，其在2012年的表现相当抢眼。

停盘6年后，*ST嘉瑞变身为华数
传媒，于2012年10月19日恢复上市交
易，并受到二级市场的热烈追捧，截至
2012年12月31日，该股大涨421.50%的
成绩，但由于其未跑完2012全程，因此
投资者将“ 最牛个股称号”给予了ST

泰复，其以204%的全年涨幅，成为
2012年A股当之无愧的牛股之首。此
外，多只ST股重组股也跻身2012牛股
排行榜前列。国海证券的前身是SST

集琦，华夏幸福的前身是ST国祥，其
分获2012最牛个股的榜眼和探花。其
全年累计涨幅均超过165%。于是，有
投资者在股吧里说道：“ 华夏幸福，真
的幸福，ST泰复更加幸福。”

而2012全年最熊个股三甲的头
衔，则不幸落在了亿晶光电、大立科
技和爱施德的身上。

ST泰复 204.58%
上涨理由：集“ 重组 + 涉矿”两大法宝于一身

除去退市复牌的个股外，2012年
最幸运的大赢家非ST泰复莫属。这只
2012年的大牛股集“ 重组”与“ 涉矿概
念”两大牛股法宝于一身，2012全年涨
幅超200%，令众多投资者喜笑颜开。

2012年9月6日，ST泰复发布公告
称，蚌埠银河生物成为实际控制人，市
场对其重组预期再度升温，该股直接
涨停，此后震荡向上。该公司多年亏
损，控股股东多次变更，2009年10月，
丰原集团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后蚌
埠银河生物通过受让新华信托持有的
丰原集团24%股权，跃升为丰原集团
第一大股东，并通过控股丰原集团间

接控股*ST泰复。随着年末到来，ST退
市政策实施的进逼，市场认为当地政
府对这种公司一定伸手援助，因此也
构成一定支撑。

再观涉矿概念。ST泰复自2012年
7月12日起停牌策划重组，重组后公司
将转型为涉矿企业，ST泰复主营业务
将变为铁矿石开采、加工和铁精粉销
售。虽然没有重组完成，但复牌后，重
组以及涉矿概念的预期已经让ST连
续上涨7个涨停板。市场认为，待公司
重组完成后，其有望成为集团矿业开
发的唯一平台，使其受到市场资金的
追捧。

》最牛个股前三名

国海证券 170.19%
上涨理由：年初股价恰逢最低位

有人说，国海证券能够成为2012

最牛股第二名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因
为，国海证券于2012年的年初股价正好
位于全年最低点上。3月份起，在大盘步
入调整后，该股继续强势上涨，成为整
个券商股板块的领头羊。年中公布了10

送13股转增2股的高比例送转，推动股
价一度上扬，此后股价开始回落。

正当许多人以为它油枯灯尽之
时，去年12月，国海证券再度发力。12

月4日，A股自1949点“ 解放底”强势
反弹，金融股揭竿起义，券商股一马当

先，走势一向“ 妖异”的国海证券一改
颓势，迅速脱离11月底快速杀跌的

“ 囧途”，仅10余个交易日涨幅即超过
80%。截至12月31日，该股股价已逼近
12元，12月内股价几乎又翻了一倍。

国海证券的前身是桂林集琦，后
来被国海证券借壳，2009年1月停牌重
组，2011年8月复牌，股价一涨三倍。该
股2012年狂涨的其他理由还有，公司
拟增发募集资金50亿元扩大创新业
务；获准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上半年盈
利1.49亿元等。

华夏幸福 165.98%
上涨理由：成功借壳 咸鱼翻身

华夏幸福，2012年真的很幸福。能
够跻身2012最牛个股前三名，让投资
者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2011

年9月17日，ST国祥发布公告称，浙江
国祥以其全部资产及负债与华夏幸
福持有的京御地产100%股权进行整
体资产置换，股票名称也变更为“ 华
夏幸福”，从而开启了连续两年的暴
涨，可谓是“ 咸鱼翻身”。2012年全
年，公司股价的累计涨幅高达165%。

华夏幸福一直定位产业园区开
发运营和城镇开发建设，去年，公司
则把目标瞄准了首都新机场，接手临

空经济区的开发。而华夏幸福产业新
城模式正在渐渐显现出效力，公司
2012年前三季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69.02亿元，同比增长30.30%；净
利润14.92亿元，同比增长29.02%。

再从股东持股情况看，华夏幸福
也颇受基金青睐。公司2012年三季报
披露，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共有5只基
金和1只保险产品合计持仓6142万股；
其中，易方达系4家基金合计持仓2761

万股，华商系仅1家基金持仓2356万
股；此外，平安人寿保险产品新进持仓
1024万股。

》最熊个股前三名

亿晶光电 -60.71%
下跌理由：行业危机

背负“ 2012最悲催熊股”的称号，
让亿晶光电的投资者都不太好受。
2012年走熊的历程，是光伏产业由盛
至衰的典型写照。对于亿晶光电来说，
去年公司股价下挫幅度逾60%并不是
悲惨故事的全部。

令投资者心酸的是，亿晶光电从
2011年的高位股价60元跌至2012年12

月底的7元多，跌幅超过80%，成为A股
光伏的第一“ 熊股”。与其跌幅相映衬
的是，去年三季度公司亏损达到4.27亿
元。同比业绩下降幅度达到167%。

其实，自2012年2月29日，公司宣

告重组失败后，包括机构在内的寄望
于炒作重组的资金，大肆蜂拥而出，股
价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2月初才出现
小幅反弹。

而在股价大幅下挫的同时，股东
也进行了减持。亿晶光电的股东陈龙
海去年7月19日减持620万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28%。陈龙海随
后又于7月20日和7月23日分别减持
600万股和100万股，两次减持股份共
占总股本的1.44%。值得注意的是，陈
龙海正是亿晶光电原董事，2012年1月
刚刚辞职。

大立科技 -60.18%
下跌理由：重组失败

大立科技跻身于2012最熊个股三
甲，令不少投资者都倍感意外，从业绩上
看，它还算不上是亏损股，而它的下跌最
大驱动力是“ 重组失败”，这也让此前寄
望于炒作重组的资金全面撤退。

这只原本于2011年仍属于年度牛
股范围的个股，还曾一度被最牛私募
泽楷深度介入。但去年2月29日，大立
科技宣告重组失败，这也让此前寄望
于炒作重组的资金全面撤退，复牌后
一个半月内跌幅近40%，随后股价再
无起色。

其实，这已不是大立科技第一次
宣告重组失败。2011年3月8日，大立科

技公告称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并停牌，然而，4月6日公司却公告，重
组各方未能就资产重组预案达成一
致，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虽然与前年相比，去年前三季度，
大立科技净利润有所下滑，但下滑幅度
并未大到难以接受，且也没有亏损。归
根究底，该股下跌惨重的主要原因是其
两次重组均以失败告终。而连续两年两
次重组失败，终于让市场彻底抛弃。

去年12月，虽然大立科技随着大
盘的反弹股价也上涨20%，但其全年
60%的跌幅依然难改其“ 2012熊股前
三名”的命运。

2013 金蛇飞舞？

2012年A股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

告别2011年的灰头土脸，2012年基金业终于扬眉吐气。除分级基金外，各类型基金平均收益均转为正，
一直饱受诟病的QDII基金，以9.91%的平均收益问鼎2012最赚钱类基金；债券基金以7%的平均净值增长率
位列第二。权益类基金无论被动型管理还是主动型管理，去年均取得正收益。而保本基金、货币型基金承接
2011年的强势，整体收益良好，年化收益3.95%，超越1年定存利率。

这一切的背后，是投资者与基金业一起度过最为凛冽的寒冬。此时此刻，让有幸一起逃过“ 世界末日”
的我们再回首过去一年的难忘时刻。 本报记者 孙琪

看点" QDII夺冠路上折戟
去年海外股市一派“ 热腾

腾”的普涨景象，几乎所有股票市
场都获得正收益。

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7.26%，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上涨
22.91%，欧洲法国CAC40指数上
涨15.23%、英 国 富 时 指 数 上 涨
5.84% 、 德 国 DAX 指 数 上 涨
29.06% 、 亚 洲 日 经 指 数 上 涨
22.94% 、 韩 国 综 合 指 数 上 涨
9.38%。新兴市场中，印度孟买
SENSEX30指数上涨25.7%，俄罗

斯RTS指数也上涨了9.54%。
受益于海外市场大涨，出海5

年的QDII基金终于一雪前耻，扭
转自2007年“ 出海”以来长期亏
损的状况，荣登赚钱第一阵营。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QDII基
金平均上涨了9.91%。51只QDII中
43只取得正收益，涨幅前4名为华
宝海外中国、博时亚太精选、国投
新兴市场、上投全球新兴，且收益
均超过20%。

在12月之前，市场甚至一度

认为QDII基金中能可能诞生今年
的业绩冠军，但QDII最终不敌A

股最后一个月逆袭，将年度收益
冠军拱手让出。

不过QDII虽然整体表现抢
眼，但投资者的感受并不如账面
数据那么良好。因为前几年海外
低迷，早年出海的QDII基金严重
亏损，比如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嘉
实海外中国、南方全球精选等，累
计亏损超过30%，令投资者还是难
以提振信心。

看点# 黑天鹅难挡 上投新兴动力跌出前三
2011年A股熊冠全年，权益类

基金遭遇“ 滑铁卢”，集体亏损。
2012年，当股指跌破2000点，市场
一度以为这一幕还将上演时，A

股12月突然发力，终于令权益类
基金火速翻身。而且伴随着市场
上涨，年末的股基排名大战打得
如火如荼。

去年9月末时，上投摩根新
兴动力以4.26#的优势，将半程

冠军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挤至
第二位，这样的优势一度保持到
11月，两只股基成为冠、亚军的
有力争夺者。

12月，沪深两市持续向上，但
黑天鹅事件不断。康美药业因被
媒体质疑嫌财务造假虚增，而股
价大跌；歌尔声学、安洁科技、长
盈精密等股价因受iPhone5销售
不及预期拖累。而这4股恰好均属

于上投摩根新兴动力三季度十大
重仓股。

最终，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快马加鞭，夺得权益类冠军宝
座，而高度配置房地产行业的
中欧中小盘和高度配置金融行
业的新华行业轮动赶超，成为
亚军和季军。而上投摩根新兴
动力憾失冠军宝座，以27.73%

的收益屈居第四名。

》股票篇 年末遭遇反转 基金去年挣钱了》基金篇

制图 余儒文

从几乎贯穿全年的“ 低迷”，到
年末出现的涨幅惊喜，站在新年的
门槛上回眸，失望、焦虑、欣喜、期待
是这一年里，投资者最真实的写照。
而上证综指一幅好似“ 神龙摆尾”
状的大盘走势图，也让经历了2012
年跌宕起伏的A股市场充满了更多
美好期待。 本报记者 陈颖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