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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投资机构布局银行

“一只最高涨幅超过数倍的顶流
基金，超过 70%的持有人却是亏损”。
选基难、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等，成为
困扰当前投资者的典型难题。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这不仅需要
选到优质基金，更需要投资过程中财
富管理机构的专业陪伴。为了给客
户提供更好的基金投资方案，近期广
发银行最新推出专业团队精心打造
的“广发严选”基金品牌，以客户为中
心，为客户提供全视图、多样化财富
管理服务，从数千只基金中精选优质
基金，助力投资者实现财富的稳健保
值增值。

布局资产配置
组合服务客户

据广发银行总行财富管理及私人
银行部陈若鹏总经理介绍，早在 2014

年，广发银行就充分发挥自身金融服
务能力，搭建了重点基金池遴选机制，
持续为客户布局了众多优秀基金产
品。其中的代表性产品重点权益基金
池，2019年和 2020年的平均收益率分
别超出市场平均水平9.97%和16.95%,
创造超额回报能力明显。2017年广发
银行顺应发展趋势，借力金融科技的
发展，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步伐，
加强利用基金组合服务客户，推出了

“广发智投”品牌，并在 2020年进行了
大版本升级，获得客户近百亿元“真金
白银”的投资信任，仅在今年就有超过
50亿元通过“广发智投”投资基金。该
项服务与“360智能资产配置系统”“智
能定投”“智慧保险”共同构建广发银
行“智能资产配置”矩阵式格局，与投
资顾问、理财经理相辅相成，为客户提
供既智慧高效又温馨贴心的服务。新
近推出的“广发严选”基金品牌是广发

银行则是完善其“智能资产配置”矩阵
式格局的重要举措。

历经时间验证
业绩整体优秀

“广发严选”基金品牌在正式面世
前已在内部运行长达七年，选基方法
经过市场和时间双重考验，持续优化，
臻于成熟。基金采用“严选池”、“核心
池”和“备选池”多池运行。首先从业
绩表现、基金规模、最大回撤、投资经
验等多维度指标定量分析，从数千只
基金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基金纳入备
选池；其次，对备选池中基金经理的稳
定性、能力圈、换手率等进行深度研究
后择优纳入核心池；最后，对核心池进
行深入调研，重点考察基金管理人的
投研文化，基金经理投资框架与投资
行为的一致性等，精选出精华的产品

纳入“广发严选”基金，通过层层筛选、
重重调研、优中选优的三层过滤，形成
产品内部评价动态调整。在这个过程
当中，“广发严选”基金团队搭建了非
常紧密的沟通跟踪机制，每日定量跟
踪变化、定期追踪产品公开报告以及
密切跟踪基金经理市场策略，在组合
中优胜劣汰，甄选优秀的基金产品。

细分投资赛道
前瞻布局机会

有专业团队为投资者挑选基金，
对于投资者来说会事半功倍。“广发
严选”基金团队根据市场行情变化，
积极迭代产品策略和组合，凭借专业
的研究能力，自上而下去看未来市
场。在对市场的具体判断上，基于宏
观基本面，通过中长期风格以及情绪
类判断，力争给客户带来符合预期的

收益体验。严选基金覆盖了“固收
加、权益投资、准现金管理、另类投
资”等大类赛道。在“固收加”和权益
投资方面，特别进一步细分投资赛
道，巧用组合工具，根据客户风险承
受能力，进一步细化产品组合比例，
覆盖不同客群配置要求，帮助投资者
解决“选基难”的困扰。

严格控制回撤
注重长期能力

“广发严选”基金的另一大优势是
严格控制回撤、注重长期能力。“广发
严选”基金团队从定量定性相结合的
角度，综合考察基金公司和基金产
品，对每一类投资策略制定相应的筛
选方法。

从中长期来看，“广发严选”基金
业绩可圈可点。“严选固收加”组合

2019年平均收益率 12.26%，高于市场
同类基金平均水平（5.96%）；2020年平
均收益率9.63%，高于市场同类基金平
均水平（4.5%）。“严选权益投资”组合
2019年平均收益率 49.13%，高于市场
平均水平（39.61%）；2020年平均收益
率 64.55%，高于市场主动权益基金平
均水平（47.6%），显著优于沪深 300指
数（27.21%）。

基金投资犹如跑马拉松，最终目
标不是短期的暴利，而是跑到胜利的
终点。“广发严选”将作为广发银行在
基金业务领域的重点品牌，长期为投
资者服务，力争用专业的服务来陪伴
广大客户获得长期稳健的回报，助力
客户成为长跑的赢家。“广发严选”也
将充分体现银行作为金融产品平台的
优势，开启广发银行财富管理业务新
的客户服务模式。

（CIS）

广发银行精心打造“广发严选”基金品牌
助力投资者实现财富稳健增值

本报记者 苏向杲

险资最新重仓数据新鲜出炉！9
月1日，《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显示，今
年二季度，剔除有关联的中国人寿集
团对中国人寿的持股以及中国平安对
平安银行的持股后，按持仓市值从高
到低排序，险资十大重仓股分别为招
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长江电
力、工商银行、金地集团、民生银行、华
夏银行、农业银行、中国联通。

记者对比此前数据发现，由于股
价稳步上涨，“银行茅”招商银行从去
年末的险资第三大重仓股晋升为第一
大重仓股，目前险资对其持仓市值高
达612亿元。此外，和去年年底相比，
除中国联通替换邮储银行进入最新的
前十大险资重仓股之外，无其他新面
孔。

实际上，近5年来，不管银行板块
业绩及股价如何波动，险资都持续重
仓银行股。今年二季度末，险资对银
行板块的持仓市值高达5405亿元，占
险资总持仓市值的37%，是第一大重
仓行业。险企资管人士表示，尽管银
行股这几年走势不尽如人意，但险资
持有银行股主要看中的是其高股息率

与高分红比例。

小幅减持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

从险资对十大重仓股调仓数据来
看，二季度，险资小幅减持了工商银行
与农业银行，对其他8只个股持仓未
变。整体来看，险资二季度秉持长期
投资的原则，未对十大重仓股大幅调
整。

不过，由于二季度银行板块表现
欠佳，险资对银行股的持仓市值普遍
下跌。其中，险资二季度在未减持的
情况下，受股价下跌，对兴业银行、浦
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的持股市
值环比缩水98.9亿元、57.5亿元、27亿
元、6亿元。同时，因股价变化，险资十
大重仓股座次重新洗牌，招商银行取
代兴业银行，升至第一。

今年以来截至9月1日，银行板块
（申万二级行业）合计下跌2.5%，险资重
仓的部分银行股跌幅甚至超过10%。
作为险资持仓市值占比近四成的重仓
板块，银行板块走势不佳是否会影响保
险股今年三季度及全年的业绩？这取
决于险资采取何种会计法则。

如果险资将持有的银行股记入

“交易性金融资产”，那么险资持仓的
浮盈、浮亏会以公允价值的形式体现
在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中，若按此计
算，银行股股价波动会对险资投资收
益造成影响。不过，险资多将重仓的
银行股按权益法记账，股价波动不会
对险资投资收益形成大幅影响，但分
红和股息会被计入投资收益。

因此，高分红、高股息率的银行、
公用事业股成为险资资产配置的首
选。爱心人寿资管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险资重仓持有银行股，主要还是因
为股息率高，甚至优于债券，且分红比
例大，同时，银行股的盈利确定性较
强，资产回报率与市净率匹配度高，适
合险资长期持有。

近年来险资重仓持有的国有银行
股普遍分红比例与股息率较高。数据
显示，险资重仓持有的六大国有银行
2020年现金分红合计达3419亿元，创
历史新高。其中，工商银行分红额达
948亿元；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分别达815亿元、648亿元、580亿元；
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为235亿元、
193亿元。股息率方面，六大国有银行
近两年股息率普遍在5%上下波动，个
别银行股息率甚至超过险资配置的部

分债券收益率。

险资未来仍有望增配银行股

在利率中枢走低、“优质资产荒”
背景下，多家险企人士表示，险资未来
仍有望增配类似固收资产的银行股。

“上半年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资
产配置难度较大。从负债成本的角度
考虑，对银行存款的配置减少。债券的
绝对收益率在逐步走低，传统的以持有
至到期的债券为主的策略难以满足负
债成本，配置权益，容忍波动，固收+成
为标准配置。”昆仑健康保险资管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一家中型险企资管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权益资产中，公司配置方向是
银行股、公用事业股等能提供长期、稳
定分红或现金流的标的。由于保险公
司有强负债约束，因此，未来权益资产
配置风格不会有大变化。

中国人寿投资管理中心负责人张
涤表示：作为长期投资者，要遵循寿险
公司的投资规律，从负债出发，在固收
方面做好长期基础配置。同时，深入
研究国家政策变化以及导向，在权益
配置上进行前瞻性布局。

险资十大重仓股中7只为银行股
“银行茅”招商银行晋升为第一大重仓股

本报记者 吕 东

日前，据A股上市银行2021年半年
报显示，今年二季度，社保基金组合依
旧仅现身于4家上市银行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之中。而长期只存在于常
熟银行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的养
老金组合，此次则选择了“新目标”，成
为上市不足一年的厦门银行第四大流
通股股东。

社保基金布局银行数量
第二季度原地踏步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41家A股上
市银行所披露的股东名单后发现，截
至二季度末，仅4家银行存在社保基金
组合身影，所布局的银行数量及所选
银行与一季度相比，没有发生变化，分
别为平安银行、南京银行、无锡银行和
常熟银行。

截至二季度末，常熟银行共有两
只社保基金组合现身该行前十大流通
股股东名单中，分列该行第五和第六
大流通股股东，这也是上述4家银行
中，唯一同时被两只社保基金组合持
股的银行。

有趣的是，虽然同为社保基金，
但两只组合在二季度的操作手法却
南辕北辙。截至二季度末，全国社保
基 金 四 一 三 组 合 持 有 常 熟 银 行
4423.7584万股，较一季度末增加597
万股，这已是该组合连续第二个季度
加仓该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
是同为该行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社
保基金一一零组合则在第二季度大
幅减持该行2298.38万股，持股数量降
至4051.044万股。

对此，北京中和应泰财务顾问有
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吕长顺表示，社保
基金作为奉行价值投资的长线资金，
为了避免在操作上留下过多个人风
格，对冲和避免风格一致的风险，不同
的组合会存在于不同的基金经理，从
而保持决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同一家
银行上，一个基金组合买入，另一个组
合卖出是正常的。

南京银行则是社保基金单只组合
持股股份最多的一家银行，截至二季
度末，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持有
7304.5514万股。作为唯一一家社保

基金入围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股份
行，平安银行今年二季度被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持有5800万股。此外无锡
银行被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持有
2188.55万股。

养老金组合
不再“独宠”常熟银行

多年以来，养老金组合长期仅现
身于常熟银行这一家银行的前十大流
通股股东名单中。而随着A股上市银
行队伍的持续壮大，其终于改变了“独

宠”一家银行的局面，将厦门银行作为
其第二家布局上市银行标的。

截至6月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一组合持有常熟银行3400万股；
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二组合在
今年第二季度新进成为厦门银行第四
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115.76万股。

对于未来社保基金与养老金组合
可能的走向，吕长顺表示，今年实体企
业盈利都在恢复中，作为服务于实体
企业的银行，同样会在利润上有一个
较大的提升，从而会吸引更多的社保
基金、养老金组合进驻。

二季度长线资金如何布局上市银行？
社保基金有进有出 养老金不再“独宠”常熟银行

本报记者 王 宁

9月1日，《证券日报》记者从“2021
中国（郑州）国际期货论坛”上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期货市场为实体企业的平
稳运行提供了更加多样化服务。

郑商所理事长熊军表示，今年上半
年，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发布的全球主
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所总成交量排名显
示，郑商所位居全球第7名，彰显了“郑州
价格”在国际市场影响力日益增强。

已上市期货期权品种94个

据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介绍，目前
期货市场已经上市94个期货、期权产
品，覆盖农产品、有色金属、钢铁、能源、
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原油
期货等9个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国际影
响力逐渐增强。

近年来，为了应对国际国内风险及
不确定性因素，运用衍生品工具管理风
险的实体企业占比明显增加，代表实体
企业的一般单位客户成交和持仓情况
大幅上升。截至今年7月份，一般单位
客户数达到3.5万户，同比增长20.8%，
成交量占比29.7%，较2015年上升了17
个百分点。同时，从上市公司参与衍生
品市场来看，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中
共有251家利用汇率、利率、商品、股权
等衍生品工具避险，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7.4%。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上市公司避险需求
增加，这一数字上升到了489家，占比达

到11.9%。截至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
参与衍生品市场的数量攀升至600多
家，占比约15%。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洪磊表示，目
前期货市场品种序列覆盖面不断扩展，
市场规则体系不断优化，合约制度在进
一步完善，交割仓库布局得到改进。

未来衍生品供给将更加丰富

熊军表示，郑商所将围绕“碳达峰、
碳中和”等国家战略方向和产业企业需
求，有序推进新品种研发工作，面向央
企、国企、上市公司、中小微企业等提供
有针对性的市场服务。

郑商所副总经理王晓明表示，接下
来交易所将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工作：

一是丰富涉农品种工具供给。郑
商所将继续坚持以农业产业链需求为
导向，加快推动鸡肉期货上市，深化马
铃薯、葵花籽、大蒜等贫困地区特色品
种研发，持续扩大期货市场服务农业产
业发展覆盖面。

二是持续创新乡村振兴服务方
式。持续优化“产业基地”建设，发挥龙
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市场牵龙
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市场服
务格局。

三是深化“保险+期货”成效，大力推
进“期货+”服务方式。进一步深化与银行
业、保险业合作，持续通过仓单交易、“保
险+期货+银行”等方式，更好解决银行信
贷动产质押痛点、保险公司风险转移难
点，解决农业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

郑商所上半年成交跃居全球第七名
鸡肉和马铃薯等一篮子品种在路上

本报记者 邢 萌

近日，信托公司半年度业绩陆续披
露，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二季度末，投向股票的资金信托规模为
6500亿元，同比增长13.07%。

《证 券 日 报》记 者 据 东 方 财 富
Choice数据统计，二季度，信托共持有
229家A股上市公司流通股，持股数量合
计约131亿股，持股市值达991亿元。其
中，73只个股获信托增持，大多数个股
隶属制造业，其中化工行业最受青睐。

二季度信托买入居多
化工行业受追捧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在增
减持个股方面，二季度信托增持73只个
股，减持33只个股；

从增持行业来看，大多数个股来自
制造业，其中化工行业最受信托偏爱。
统计数据显示，73只获信托增持的个股
中，47只来自制造业，其中，宝莫股份、
皇马科技、世名科技等7只个股属于化
工行业，占比最多。此外，医药生物、新
能源等行业也颇受信托青睐。

“目前来看，制造业的利润较为客
观。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国内外
对制造业和化工行业产品的需求恢复
以及员工的陆续复工，使信托资金涌向
了处于上行周期的制造业和化工行
业。”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高
智贤表示。

数据显示，二季度信托累计对73只
个股进行了83笔增持操作，增持操作最
为频繁的为外贸信托与华润信托，二者
均是业内证券市场业务的佼佼者。

据最新披露的半年度业绩显示，五
矿信托、陕国投等多家信托公司正在发力
证券市场业务。相关公告显示，上半年，

五矿信托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业务，业务规
模达1585亿元，是年初规模的2.25倍。

对此，五矿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积极顺应国家政策和监管导向，
着力推进二次转型，持续优化业务结
构，大力发展标品业务。”

事实上，发展聚焦证券市场的标品
信托业务替代融资类非标业务将是大
势所趋。高智贤坦言，国家政策对非标
产品压缩，导致国内理财形式逐渐转
变。同时，股市行情较好，信托业投向
股票的资金不断增长。

“标准化是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趋
势，能够使金融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合理
配置，进而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西南
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
宏认为。

证券投资信托持续发力
主动管理能力是关键

去年以来，证券市场业务成为信托
公司的重要拓展方向。

从全行业来看，2020年，投向证券领
域的资金信托规模达到了2.26万亿元。
根据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1年二
季度末，投向证券领域的资金信托规模
已增至2.80万亿元，同比增速达35.39%。

不过，聚焦证券市场的标品信托业
务影响力较小，市场关注度不高，信托
公司的证券投资能力有待加强。

“未来信托公司需要增强在证券业
务领域的主动管理能力。”信托业协会
在研报中指出，证券业务领域中主动管
理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需要配置专业
的投资研究团队，要求具有较强的产品
设计能力、投研能力、组合管理能力和
风险控制能力，能够对宏观经济、大类
资产市场走势等进行分析判断，有效把
握投资机会。

多家信托公司发力证券市场业务
二季度6500亿元信托资金砸向股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