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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款基金引发关注

4月 23日，由民生银行托管、销
售 的“ 广 发 核 心 优 选 混 合 基 金
（FOF）”提前结束募集。这只由民生
银行定制的 FOF受到广大投资者追
捧，首发募集资金达 70亿元，用时 3
天就打破了公募FOF新发纪录。

而近两个月来，伴随市场情绪走
低，不少基金销售受阻，延长募集期
也成为常态。此番该基金的大卖，也
被视为市场回暖的迹象之一。

但与其他权益基金不同的是，此
次民生银行主销的为公募 FOF 基
金。所谓公募FOF基金，是指投资公
募基金的FOF基金，而FOF基金是一
种典型的组合基金，它并不直接参与
投资股票、债券等，而是专门投资于
其他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按照基金
的运作模式进行操作，从而达到间接
投资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的目的，
所以也被称为“母基金”。

民生银行认为，越是低迷的市场
越孕育着良好的投资机会，越需要坚
守清醒的投资理念，目前FOF是普通
投资者参与市场的优秀配置产品。
相较于传统基金，公募FOF基金具有
资产配置、一键挑选、二次分散风险
的独特优势，能够满足客户享受较高
收益兼顾减少波动损失的双重需求。

市场热度提升仍有限
在“广发核心优选混合基金

（FOF）”发布提前结束募集公告后，
又有部分基金公司频频“报喜”。4月
27日，工银瑞信发布公告称，该公司
基金经理杜洋领衔管理的工银瑞信
战略远见混合基金，首发募集规模逾
67亿元，有效认购总户数超过 10万
户，成为 3月以来进入认购期的首发

规模最大的新发权益基金。
多款基金热卖，是否预示着市场

热度回到此前火热的状态？答案是
否定的。“目前仅有几款基金大卖，但
大多数还是不温不火。”业内人士蔡
先生表示，“与此前单日售罄相比，其
实差距不小，同时，当前大卖的几款
基金与销售渠道、基金经理等关系较
大，一些热度不高的基金，依然销售
较为乏力。”

与蔡先生所说的一样，事实上，4
月份依然有不少基金销售受阻，延长
募集期也十分常见。如与工银瑞信
同家公司发行的“工银瑞信聚瑞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28日就发布公告
称，已于 2021年 4月 23日开始募集，
原定认购截止日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经本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基金销
售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期
延长至2021年 5月25日。“尽管市场
有所回暖，但成交量依然不高，说明
投资者和机构的情绪并不高。”蔡先
生表示。

对于后市，中金财富证券认为，
2020年年报和一季度业绩披露接近
尾声，市场“中期调整”也已接近尾
声，尽管市场短线仍有可能反复，但
对中期前景无须过度悲观，市场重
心可能会重新开始关注此前回调较
多的成长主线。当前要注重估值安
全边际及催化剂，结合估值及景气
程度综合判断，泛消费领域（如轻工
家居、家电、汽车、酒店旅游）仍是自
下而上的重点，保持高景气趋势的
行业有望率先企稳（半导体等科技
硬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上游、新
能源光伏等）。

明星代言并非“全靠谱”

利用明星的名人效应进行宣传，是不少企业推广
品牌和产品时常用的“招数”之一。但近年来，由于金
融产品信息不对称性高、专业性强，代言人自身因没有
辨别代言产品资质、不了解产品风险，常常产生宣传误
导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介绍，明星为各
类互联网平台或金融产品代言种类繁多，常见模式
大致有以下五种：一是为 P2P平台代言，近年已有明
星代言的平台“爆雷”，导致参与者资金受损；二是代
言涉嫌非法集资的产品，如“中晋系”集资诈骗案的
发生，让不少投资者受骗；三是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代
言，网络平台操作更便捷，但也容易存在风险提示、
投保告知不充分等问题，消费者常因明星代言而忽
略风险告知事项；四是为金融产品、平台站台，如“泛
亚有色”曾邀请某学者出席活动，对消费者造成误
导；五是为银行保险机构某类产品或整体品牌代言。

金融营销宣传更应规范
针对越来越普遍的金融营销宣传，监管部门就曾

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对
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宣传推广行为加强监督。

通知要求，切实规范本机构及合作方的金融营销
宣传行为，未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市场经营主体，
不得开展与该金融业务相关的营销宣传活动；不得以
欺诈或引人误解的方式对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进行营
销宣传；不得对资产管理产品未来效果、收益或相关情
况做出保证性承诺，不得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或保
收益；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经营者进行金融营销宣传，
应当具有能够证明合法经营资质的材料，以便相关金
融消费者或业务合作方等进行查验。

对于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
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不得明知或者应知广
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接受代言前，应当查验所代言
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所代言产品和服务是否内容
真实、符合监管要求。

“三看一防止”避开金融陷阱
“消费者选择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不可盲信明星代

言。”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表示，消费者应
理性对待“明星代言”的产品或服务，做到“三看一防
止”。

一看机构是否取得相应资质。金融行业属于特许
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消
费者应选择有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正规机构、正规渠
道获取金融服务。可以登录金融监管部门网站、行业
协会网站查询机构有关信息，或者向当地金融监管单
位核实机构资质。

二看产品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消
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时，要了解产品类型、条款、风险等
级、告知警示等重要信息，根据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要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不宜一味追求赚“快钱”，更要摒弃一夜暴富观念。

三看收益是否合理。投资理财风险和收益并存，
消费者面对营销宣传时，要重点关注是否如实地披露
了风险和收益，以防被误导或欺诈。对承诺高于平均
收益率的金融产品要小心谨慎，不要轻信高回报无风
险等虚假宣传。

四要防止过度借贷。理性看待借贷消费、理财投
资等广告宣传，保持理性金融观念，不盲目跟风消
费、借贷和投资。青少年尤其要对粉丝应援、借贷追
星、集资追星等行为保持理智，谨防陷入非法集资等
金融陷阱。

此前，每当一个重要节点到来之时，争推
“特供”理财产品已是不少银行的常规动作。
但近年来，伴随银行理财收益的下降，银行机
构推出专享理财的热情已减退不少。

记者了解到，在“五一”到来之际，仅有部
分银行推出“特供”理财产品，其业绩比较基
准往往也会更高。如渤海银行推出“财资管
家五一臻选”产品，其业绩比较基准为
4.32%，产品期限为 183天，认购起点仅为 1
万元。其他部分中小银行也推出了类似的较
高收益的产品。

“资管新规之下，银行理财净值化加快，
固收类产品越来越少，银行理财收益也逐渐
降低，投资者和机构的热情已有所减退。”不
少银行人士认为，“从热衷于抢占节点热推高
收益理财，到当下专享理财的逐步减少，与银
行理财收益的降低不无关系。长期来看，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或许还会降低，但部分银
行依然会推出收益较高的产品，对于投资者
而言，每逢节点就是抢购银行理财的较好时
机。”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也可多加留意银
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信息。据银行业理财登
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 2021年一
季度报告显示，2021年一季度，理财公司新
发产品 1452只，累计募集金额 8.34万亿元，
占全市场比例达 27.06%；截至本季末，理财
公司存续产品规模 7.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6倍，占全市场比例达到 30.40%，成为第
一大机构类型。由于门槛更低，收益更高，如
今理财子公司也渐成投资者的“新宠”。

假期理财 让你的闲钱“活起来”

基金观察

市场渐暖 爆款基金引咱厝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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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晋系’集资诈骗案导致万余名投资者遭受资金损失；‘泛亚有色’
曾邀请某学者出席活动，利用名人光环对公众造成消费误导；明星此前为
P2P平台代言，随后平台纷纷‘爆雷’”……近年来，明星代言的金融理财
平台、产品等频频“翻车”成为热门话题。

业内人士提醒，当前，各类互联网平台及理财投资产品层出不穷，一
些机构邀请明星代言推广或站台，存在过度宣传、承诺高额回报、误导性
宣传等问题，金融消费者要理性看待明星代言，做到“三看一防止”，切实
防范金融陷阱。

征集

《理财课堂》栏目长期开通，广大读者可将您所
关心的理财问题、理财信息及个人家庭财务状况发
送给我们。围绕您自身的理财需求，理财顾问团将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把脉”，量
身定制专属理财方案。

在介绍家庭财务状况方面，尽可能详细，如标注所在地、家庭成员数、
当下的收入情况、固定开销、目前的投资理财情况及当下的理财目标等。
相关信息可发送至邮箱：774960322@qq.com；也可搜索关注“晋报财讯”微
信公众号，将您所关心的问题发送至公众号后台，我们将及时处理。

“‘五一’长假，手
头上有笔闲钱，该买银
行理财、货币基金，还
是国债逆回购呢？”这
几天，咱厝市民朱先生
有些烦恼，想趁着假期
让闲钱增加一些收益，
却不知该如何选择？

“每逢长假，都是
一个理财的黄金期。”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
银行都会针对节点推
出一些较平日收益高
的理财产品，同时，由
于月末市场资金紧张，
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
往往会明显提高，对于
资金不多的投资者来
说，货币基金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近日，因公司财务不达标，5家上
市公司一日内被实施*ST，其中1家公
司更是在上市9个月后就被*ST，退市
新规开始显现威力。

据了解，这 5 家公司分别是*ST
宝德、*ST西域、*ST香梨、*ST德新和
*ST 米奥。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
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其中
*ST 香梨、*ST 德新为上交所主板上
市企业，被实施*ST 后公司股票交易
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其余3家来自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不变，仍为20%。

在被实施风险警示后，5 家公
司短短几日就快速下跌，多家公司
上演 20%的跌停潮。据悉，退市新
规在多方面进行了完善，如财务类
指标方面，取消了原来单一的净利
润、营业收入指标，新增扣非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且营业收入低
于人民币 1 亿元的组合财务指标，
同时对因财务类指标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公司，下一年度财务类
指标进行交叉适用。而上述 5 家公
司均是因为触发了退市新规新增
的“营收+净利润”的组合式财务类
强制退市指标。对于业绩不达标
或经营较差的公司，投资者应当回
避，以免“踩雷”。

与此同时，5 月份还将有众多个
股迎来解禁潮。如药明康德以 990
亿元的市值排在首位，另有科沃斯、
深信服等个股的解禁市值超百亿
元，解禁压力较大。解禁即限售股
解禁，意味着可流通股数量增加，个
股股价或因此而承压，但对于一些
优质股来说，如遇解禁大跌而基本
面向好，也常常被视为进场的较好
时机。

注意退市和解禁风险

延伸阅读

近期，A股市场有所回暖，以医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板块为代表的优
质白马，经历前期“杀跌”之后，持续反弹。伴随市场的反弹，基金发行亦逐
渐“抬头”，更有一款基金首发募集资金达70亿元，用时3天就打破了公募
FOF新发纪录，引发市场关注。

月底收益“翘尾”的并不止以
上品种，国债逆回购更是其中的

“香饽饽”。所谓国债逆回购，本
质是一种短期出借资金的行为，
即将账户中的可用资金通过国债
回购市场拆借出去，获得一定的
利息收益，安全性近似等同于国
债。通常来说，国债逆回购适合
不满足银行活期利息，又害怕风
险的个人投资者，以及流动资金
充裕的企业。

具体操作上，投资者只要有股
票账户即可操作。目前，沪深两市
按不同期限，各有 9个国债逆回购

品种，上交所的国债逆回购是 10
万元起步，深交所的是 1000元起
步。具体说来，就是沪市门槛是10
万元起，以 10万元的整数倍申购，
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深市的门
槛是 1000元起，以 1000元的整数
倍递增，没有最高限额。

投资者在进行国债逆回购
时，输入相应品种代码，设定好
出借价格(利率)和出借金额，点击
立即出借便完成挂单，等待成交
即可。

按国债质押式回购规定，计
息天数为资金实际占用天数，其

收益计算公式为交易金额×成交
利率价格×计息天数÷365。具体
参与的时间选择上，投资者尤其
需要注意。如在 4月 29日购入 1
天期逆回购，可以享有 6 天的利
息，且资金 4月 30日可以继续投
资，实际占用 1天；但如果在 4月
30 日购入 1 天期逆回购，资金要
到 5月 6日才可用，计息仅 1天，是
最不划算的。

如果错过了货币基金和国债
逆回购的最佳申购时间点，投资
者就需在下次长假前，提前做好
记录，选择合适的时间点进行投
资。但总体而言，叠加“月末＋长
假”双重效应，货币基金和国债逆
回购是普通投资者不可忽视的投
资品种。

自去年年中以来，以天弘基
金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出
现了收益快速下降的现象，其
平均收益最低降至 1.7%，随后
有所回升，目前稳定在 2.2%左
右。

在收益猛降的同时，余额宝
的规模也进一步“缩水”。最新
数据显示，天弘余额宝截至一季
度期末规模为 9724.15亿元，相较

2020 年年报规模下降了 2184.01
亿元，这是天弘余额宝进入万亿
规模后四年来首次跌破万亿规
模。

尽管如此，货币基金依然是普
通投资者闲钱理财的重要途径之
一。“长假前市场资金一般较为紧
张，货币基金收益也会水涨船高。”
某股份制银行零售业务工作人员
陈女士介绍道，“不少货币基金目

前都出现了一定的涨幅，波动较
大。”

由于货币基金并不受股市休
市的影响，节假日依然可以获得
收益，因此不少人将目光锁定在
货币基金上。但业内人士提醒，
购买货币基金，时间点很重要。
货币基金往往在申购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才确认份额并计息，因此
需要在长假前两天就进行申购。
如今年需要在 29日 15:00前申购，
部分基金更会在长假前几天就停
止申购，投资者须根据不同基金
的要求进行操作。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的“好帮手”

国债逆回购：风险低 收益高

银行理财：
五一“特供”产品数量渐少

本版由本报记者陈荣汉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