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酝酿半年之久的沪港通今
日终于开闸交易了。上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决定批
准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沪港股票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
沪港通)。

香港放开兑换人民币上限

11月12日，为了配合“沪港
通”业务开通，香港金管局总裁
陈德霖宣布，香港居民目前兑换
人民币每日2万元的上限取消，
每日汇款8万元的限额则维持不
变。

据悉，目前2万元人民币的
兑换上限自2004年开始启用，依
据是当时签订的人民币清算协
议，兑换人民币评判地点在上
海。陈德霖表示，从此香港居民
兑换人民币的评判机制从在岸市
场上海改为在离岸市场香港直接
评判，因此过去的各种人民币融
资、贷款等限制都不再适用。这将
有利于香港金融机构推出和发
售人民币的理财产品，也会将香
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提升到
更高的台阶。陈德霖表示，香港
金管局也已经通知各银行，银行
方面均表示早已经做好准备，都
可以做到在新规则下运作。

陈德霖还表示，无需担心放
宽香港居民每日人民币兑换限
额会冲击外汇市场，因为现在香
港人民币外汇交易已从过去几
十亿美元到了200-300亿一天，与
此相比本地居民的兑换需求非
常有限，因此放宽居民兑换上限
并不会对市场有什么冲击。

QFII偏好大盘蓝筹股

截止11月07日，从QFII重仓
的个股来看，海外投资者在选择
A股时，更加偏好大盘蓝筹股，
重仓行业排名前五的分别是银
行、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汽车、
建筑材料，其中银行股持仓占其
全部资金的45 . 16%。

从沪港通概念股里面的A+
H股里看，属于沪港通中，A股相
对于H股的折价股，主要是非银
金融等大盘蓝筹股票，如海螺水
泥、中国太保等。A股相对于H股
的溢价股，主要是成长类个股，
如洛阳玻璃，南京熊猫等。数据
显示，自4月1 0日以来，整体而
言，价差缩小的主要也是折价
股，而溢价股价差基本不变，并
且折价股价差缩小的原因主要
是A股这边较大的涨幅，而H股
的涨幅较低。

沪港通开通之后，由于海外
投资者的加入，市场投资者的结
构将有所改变。同时，由于海外
投资者更偏好银行等大盘蓝筹
股。因此大盘蓝筹股或将迎来估
值修复行情。同时，沪港通开通
之后，直接受益的板块是券商
股。另外，沪港通开通之后，后期
A+H股的价差有望进一步缩小，
考虑到如果利用港股，进行对
冲、套利等策略的空头部位可能
是负贡献，不如单边做多A股的
沪深300ETF，重仓银行和券商
的大盘蓝筹基金。

险资扫货金融、地产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险资上
榜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重仓股
合计达379只，与今年上半年相
比环比增仓约13%，增仓个股为

91只，增仓数量位居前十的分别
为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万科A、
金地集团、保利地产、中国联通、
太平洋、中国平安、招商地产、中
信证券，绝大多数分属金融行业
和地产行业。

A股市场，险资积极加仓地
产股。数据来看，仅三季度，险资
新进入包括保利地产、首开股
份、招商地产、万科、铁岭新城、
荣盛发展等一二线地产股。牵涉
其中的保险公司有大有小，人保
寿险、新华保险、泰康保险、天安
财险等成为地产公司前十大股
东新面孔。香港股市，11月初，生
命人寿增持必美宜和中煤能源
两只港股，其中，后者被持续增
持。此前，太平保险在三季度末
新进入安贤园控股。有媒体统
计，截至沪港通落地前一周，生
命人寿、中国人寿再保、阳光人
寿、新华保险、太平保险等险资
公开披露持港股总计市值约180

亿港元。
“别看保险资金投资风格凶

猛，其实，基本思路和QFII有雷
同之处”，中金公司有关人士表
示。综合QFII重仓持股的行业分
布、市值分布和个股情况，中金
认为海外投资者偏好于各行业
的蓝筹或潜在蓝筹，在行业上倾
心于大消费领域和分红收益稳
定的交运电力板块，个股重仓首
推的是银行为代表的低价蓝筹。

除了长期稳健投资共性外，
保险资金还有自身的投资特性。
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保单的
销售，对于寿险公司来说，由于
保障型保单的期限长、分期缴
纳，因此保险资金具有负债久期
长、规模较大的特点。同时，由于
是保障型资金，保险资金要求投
资对象与交易结构的安全性高。

（本综）

近期股债集体狂欢让可转
债成为市场最大的赢家，而可转
债杠杆份额凭借高杠杆，上演了
一幕狂飙突进的大戏。市场上仅
有的三只可转债B类在连续两
个交易日涨停后，再现疯狂，上
周三转债进取、转债B类接近涨
停，可转债B涨幅也超过了6%。

专家分析，三只可转债B份

额溢价已经非常明显了，转债
进取、可转债B溢价均在20%以
上，转债B级溢价率甚至超过
30%，套利盘已经进场。目前
母基金的净值不足以支持当前
价格，封涨停板的只有一两千
手，还不够套利盘两把吃掉。
因此分析人士建议，如有持仓
的，先走为上策。

可转债基金10月底最高涨近70%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适度
宽松”，固定收益基金收益普遍
达到5%以上，整体收益优于偏
股型基金和其他类型的基金。今
年可谓市债券基金的丰收年。

回顾债券市场走势，今年以
来，中债银行间债券总净价指数
上涨 6 . 8 6%，相比去年的下跌
4 . 64%，表现令市场情绪高涨。分
别来看，中债国债净价指数上涨
7 . 78%，中债金融债总净价指数
上涨8 . 61%，中债企业债总净价
指数上涨8 . 16%，中债长期债券
净价指数上涨19 . 53%，中证转债
指数上涨19 . 17%，

Wind数据显示，截止11月11

日，今年以来各类型基金中，债
券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以13 . 16%，
排名第一，其次是，封闭式基金
和 开 放 指 数 型 基 金 分 别 以
12 . 77%和12 . 57%的平均收益率
紧 随 其 后 ，股 票 型 基 金 仅 以
11 . 40%的平均收益率在8大类基
金类型中排名第五。其中4季度
以来，债券型基金表现抢眼，目

前债券型基金平均上涨3 . 89%，
近4%的收益，而同期股票型基
金下跌了1 . 10%。

排名来看，受益于转债和股
市的较好的表现，风格偏激进型
债基普遍表现靠前。建信转债增
强，长信可转债，易方达安心回
报，汇添富可转债和博时信用债
券，分别以 3 7 . 5 0 %，3 4 . 3 8 %，
33 . 21%，32 . 67%和29 . 93%的收益
排名前五位。值得注意的是所有
债券型基金均获得了正收益，排
名最末的益民多利债券，也获得
了2 . 49%的收益。

专家认为，债券型基金走强
主要得益于，今年以来，央行宽
松的货币政策，如MLF等。同时
政府出台包括定向降准等各种
政策，以降低企业实际融资利
率，对债市形成整体利好。另外，
整体来看，出身银行系的基金经
理整体表现较好。投资者在选择
债券型基金的时候，可以适当偏
向银行系出身的基金经理管理
的基金。

■直击沪港通

沪沪港港通通今今日日开开闸闸 蓝蓝筹筹股股受受追追捧捧
债券基金喜迎丰收年，收益普遍超5%

2014年11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胡景波 组版：陈利民 <<<< G09财富·焦点


	E2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