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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金募资缩水37 . 3%

3公司去年一箭未发
随着泰信保本和诺德双翼B两

只基金的公开认购，2012年短短4个

交易日里，已有4只新基金陆续与投

资者见面，平均每天均有1只新品为

投资者提供认购的选择。各基金公司

迫不及待地推出新品，大有去年新基

金爆棚发行之势。

新年伊始，某基金周刊对2011年

内，各基金公司新发基金情况进行梳

理显示，2011年共计62家基金公司旗

下的191只基金向证监会递交了新品

申请，其中，银华、建信和嘉实等3家

公司去年均向证监会递交了7只新基

金的申请材料；65家基金公司旗下的

209只新基金获得“准生证”，易方达、鹏

华和嘉实等3家公司旗下均有8只新基

金获批，此外，截至年底，仍有29家基金

公司手握33只获批基金等待机会。

观察后发现，63家基金公司去年

成立的214只新基金实际募集总额

2813 . 2亿元，平均每只基金募集额为

13 . 15亿元，成立数量创三年来的最高

峰，嘉实和建信等2家基金公司年内均

已成立8只新基金。

银华、建信、嘉实均7次递交申请
截至上周五（ 1月 6日），

虽然中国证监会还未对2011

年最后一个交易周里，基金
公司申报新基金的具体情况
进行公示，但去年已有 6 2家
基金公司旗下的 1 9 1只新基
金(分级基金按1只计算，ETF

及其联接基金按2只计算，下
同)向证监会递交了申请。

具体看来，191只去年递
交申请的新基金中，股票型
基金1 0 8只 (包括5 4只指数型
基金在内)、混合型基金13只、
债券型基金 4 4只、货币市场
型基金 2只、QD I I型基金 1 9

只、保本型基金5只。
若平均到各个月份中，

每月有约16只新品递交申请

材料，其中，4月份是基金公
司热情最高涨的一个月，该
月内共有28只新基金递交了
申请材料，此外，6月和7月也
分 别 有 2 7 只 和 2 5 只 基 金 申
新。而较为冷淡则为1月和10

月，分别仅有 2只和 7只基金
递交申新材料。

从基金公司角度观察，

2011年向证监会递交新基金申
请的基金公司共有 6 2家，其
中，有12家基金公司均递交了5

只以上的申请材料(包括5只在
内)，占19 . 35%。而银华、建信和
嘉实等3家公司去年均向证监
会递交了7只新基金的申请材
料，成为2011年年度申新最积
极的3家公司。

易方达、鹏华、嘉实均有8基金获批

某基金周刊根据天相投
顾及中国证监会公示数据不
完全统计显示，2011年内，共
计 2 0 9只新基金获得证监会
的募集许可，涉及 6 5家基金
公司，平均每家公司旗下均

有 3只新基金得到证监会颁
发的募集许可。

其中，有 1 8家公司旗下
均有5只以上 (包括5只在内 )

的新基金喜获“准生证”。值
得一提的是，易方达、鹏华和

嘉实等3家公司旗下均有8只
新基金获批，是年内盼来新成
员募集批复最多的3家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在209只
年内获“准生证”的基金中，
有33只基金手拿“准生证”却

迟迟不发行，涉及 2 9家基金
公司。上述基金公司就此给
予的解释多为，考虑到去年
年底时的市场环境不明朗，
为保证投资者利益，正等待
机会择时而发。

益民、宝盈、融通 2011年未“添丁”

2011年，得益于监管层的
开放，新发基金数量缕缕刷新记
录，年内成立的新品数量也创出
历年新高，但却并没有给投资
者带来惊喜，首发规模的逐步
萎缩，让不少基金公司甚至赔
本发基。

巨潮资讯网数据显示，
2011年共有214只新基金成立，
实际募集总额2813 . 2亿元，平
均每只基金募集额仅为13 . 15亿
元；而2010年共有148只新基金募

集3104 . 58亿元，平均募集额为
20 . 98亿元，2009年共有128只
新基金募集4235 . 4 6亿元，平
均募集额为33 . 0 9亿元。换句
话说，2 0 1 1年新基金发行只
数创三年来的最高峰，而实
际募集总额却是三年来的最
低值，

从新基金发行的类型来
看，2 0 1 1年股票型基金发行
数量最多，达 1 4 6只，募集额
占全年募集总额的 4 8 % 。此

外 ，混 合 型 基 金 募 资 占 比
1 6 % ，债券型基金募资占比
32%。

从基金公司旗下年内成
立新基金数量角度观察发现，
去年63基金公司成立了新基
金。在今年前成立的 6 0家基
金公司中，仅益民、宝盈和融
通等 3家公司年内还未有新
品问世，且在目前正处募集
期的基金中，也未见上述3家
公司的身影。

在63已有新品问世的基
金公司中，嘉实和建信2家基
金公司年内均已成立8只新基
金，是成立新基金数量最多的
两家基金公司。

分析人士指出，2011年新
基金发行数量创历史新高主要
是基金公司相较于从前，更容易
拿到证监会颁发的募集许可。但
从新基金的发行成本上来看，还
是比较高的，有的基金公司发行
新基金时甚至赔本。

24%企业家盼望政府降低企业税
2012年1月9日，有关学院

共 同 发 布 中 国 C E O 调 查 结
果———《全球经济放缓的应对
之道——— 中国领先民营企业
家的观点》白皮书。此白皮书
汇集100位中国领先民营企业
家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回顾与
展望，以及他们应对当前经济
放缓的主张与策略，涵盖战略
定位、人才管理、投资取向及
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

伴随欧债危机持续蔓延，
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逐渐显
现，已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系
统性风险。2011年底的一系列统
计数显示，中国制造业运行有
所放缓，开始出现收缩苗头。国
内通胀压力虽有望得到持续缓
解，但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逐
步放缓地方债风险亦可能逐渐
增大，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仍然
延续。在参与问卷调查的领先
民营企业家中，67%的受访企业
在过去一年取得营业利润增
长，并有合计72%的受访企业表
示产品需求有大幅和温和增
长，但企业家同时表示，他们正

在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
安永大中华区高增长市场

主管合伙人何兆烽先生表示：
“目前中国优秀民营企业面临
的主要问题来自激烈的市场竞
争、不断攀升的运营成本及融
资困难等方面。”调查显示，23%

的企业家认为激烈的产品竞争
是他们的迫切挑战；17%的企业
家表示，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
成本上涨是目前营运的主要问
题；另有20%的受访企业认为，
难以发现优秀管理人才是制约
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访企
业家普遍认为，战略定位是应
对全球经济放缓核心竞争力。
20%的受访企业将当前的战略
定位视为核心优势；17%的企业
家将其创新能力和品牌塑造视
为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定位不
应随经济环境变化而轻易改
变，但企业需要在经济放缓时
灵活调整战术，提升营运有效
性。此外，在经济不景气时期，
企业要保持健康的现金流，选
择稳健型的投资模式。

参与调查的企业家们对于

政府应如何帮助他们渡过经济
放缓有诸多期望。24%的企业家
盼望政府降低企业税；合计21%

的企业家希望更方便地获取信
贷和进行股权融资；15%的企业
家希望政府扶持医疗和退休保
障支出；此外，他们还还呼吁建
立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在调
查中，13%的企业家期望减少政
府干预，鼓励市场自由竞争；
12%的企业家期望加强政府在
制定行业政策方面的导向作
用。一些企业家表示，“经济放
缓过程中，政策可能越少越好，
推出政策要谨慎，而且法律、法
规需要清晰和规范”。

展望未来12个月的发展，
多数参与调查的企业家持谨
慎乐观态度，28%的受访企业
家预计业务将大幅改善，而
51%的受访企业家认为会略有
改善。展望未来3年的挑战32%

的受访企业家将全球和中国
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视为
主要挑战。

何先生表示：“如今，我们
非常骄傲地看到中国顶尖的民

营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和实践应
对全球经济放缓的解决之道。
他们的主张是立体的，涉及企
业管理、政策法规和道德信仰
多个层面。安永发现，这些成功
的企业家们的应对之策不仅包
含生存与增长的实用技巧，也
折射出对公平和诚信等广义诉
求。未来，中国有望逐步改善经
济发展模式，取得稳健和高质
量的增长。有企业家的智慧，有
政府推进改革的信念，便有机
会将全球经济放缓的困局变成
企业发展的契机。”

展望2012年，全球经济仍
将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
企业应加快企业转型，提升营
运效率，持续创新为企业转型
寻找新出路。在人才储备方
面，企业需要保持管理团队的
稳定性；在财务管理上，应注
重控制财务风险，维持充裕的
现金流：而投资则要以强化核
心优势为原则 ,慎做跨行业的
收购。在政策法规层面，应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执法，
共同构筑公平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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