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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焰 周宏

见习记者 徐婧婧

2月29日，周五，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

上海工商银行杨浦区的营业网点里

照旧是人来人往，但理财客户经理的咨询

专柜前却是门庭冷落。买基金的长队消失

了，在这个早春温暖的午后，甚至连咨询

的客户也异常稀少。打量大厅里熙熙攘

攘的人群，成为两位客户经理打发时间的

主要办法。

或许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的此时，为

了购买一只新上市的股票型基金产品，凌

晨5、6点便有客户在这家网点前排起了长

队。当时一位等待中的市民告诉《上海证

券报》记者，这一现象令他想到了当年雇

民工抢房号的盛况。当问及为什么购买基

金，是否担心亏钱时，一位老大娘反问记

者：“亏钱？现在的行情谁会亏钱？”

而在记者近日走访的数家券商营业部

中，甚至很难找到基金的销售柜台。当问及

大户室管理员，是否有大户购买基金时，

“基金？”他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我们

这里都是做短线的，没人买基金。”他如此

作答。

市场的风云突变实在令人感慨。2006

年股票型基金的平均收益超过了100％，
2007年的数据更为可观。基金投资一度成

了“赚钱”的代名词。但今年以来，不少股

票型产品已经跌去了近10％。曾经的“一
基难求”，早已成了“前尘旧梦”。

来自中国证券网的最新调查显示，在

今年购买基金产品的投资者中，77.63%的

人深度套牢15%以上；13.82%的基民账面

损失在5%到15%之间。只有2.18%的投

资人今年基本持平；3.55%的基民略有盈

余。财富效应不再或许是打击投资人信心

的最大理由。

股市大震荡无疑给年轻的中国基金业

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是岌岌可危的净值表

现；另一方面是流动性问题的隐忧。作为A

股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人，随着此轮调整

而来基金的发行潮能否顺利推进，基民面

对市场震荡的心态又是如何，以及此种心

态将给资金面带来多大的影响，成为多方

关注的焦点。

在本报展开的这一调查中，套牢清场

者有之，再接再厉者有之，伺机抄底者亦有

之。令人欣喜的是，尽管盈亏互现，但大多

数投资人对中国基金市场表示了信心。即

使是清仓离场者亦称，将会继续关注这一

产品。理由有二：首先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

信心；其次，在通货膨胀的隐忧下，对于投

资渠道有限的多数国人来说，公募基金或

许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之一。

另一方面，基金发行市场似乎也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一度被冷落的债券基金等

保守型产品，开始受到投资人的重视。来自

华夏基金的信息显示，华夏希望债券型基

金的发行已近尾声，认购规模有望突破70

亿元。这一债券型基金可能成为春节后发

行成绩最好的开放式基金，而这也是近年

来债券基金发行首次出现超越股票型基金

的现象。

如此，股票型基金独大的局面或有望

在今年得以改观，这不知是否算做跌出来的

欣喜。或许，风险才是最好风险教育老师。

正如古人所言，顺风时，便御风而行；

变动中，便体察变化的奥妙。关注调整市中

的众生相与微妙的变化，或许将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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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还是赎回 基民能否坚守震荡市
———基金投资者心态调查

新基民很受伤
口述人!宗先生

年龄!

67

岁

职业!工程师

相比上述投资人而言!宗先

生就没如此幸运了" 当股市行情

一片大好时!宗先生眼看着周围

的朋友买基金都赚了不少钱!心

里十分艳羡" 奈何这市场就像坐

上了火箭!似乎已去不回头" 好

容易等到去年 10月股市开始回

调!老法师们都说#购基$良机到

也 !于是 !宗先生毅然加入了基

民的行业%

谁曾想这市场一调整起来

竟然没完没了!宗先生以为自己

买在了低位!但转眼被&新低$替

代了% &当时真是担惊受怕啊!一

个月内就亏了20％%我对大盘走

势也一点没有信心!更家人商量

后!就咬牙把基金赎回了% $宗先

生说%

在问及 2008年是否会投资

基金时!宗先生给予了否定的答

复% &大盘一直震荡!我可不想过

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宁愿选

择把钱存入银行% $

抄底 89::

口述人!王先生

年龄!

$7

岁

职业!财经记者

王先生供职于某财经媒体!尽

管年龄不大! 却在这市场里已摸爬

滚打了近 10年% 他自然是个聪明

人!借着这轮牛市的东风!已成功实

现了财富的裂变与某种意义的财务

自由%

王先生的 &投基思路$ 有些另

类% 他在今年二月间买入了人生的

第一只基金产品' 股票型 QDII基

金%其时!这批于去年下半年出海的

QDII产品已亏损了 20％多% 与前

期的狂热追捧相比! 新 QDII的发

行也遭遇了卖不出去的难堪%

也许是多年的股市历练养成了

王先生的逆向思维% 他所推崇的巴

菲特老先生有句名言'&在众人贪婪

时恐惧!在众人恐惧时贪婪$% 当大

家避 QDII而不及时! 王先生却觉

得或许机会来了%

他的分析如下'首先!港股等海

外市场本来估值就比 A股便宜!而

前期跌幅又超过A股!尤其像H股!

同一个公司!股价便宜的肯定安全性

高!未来获益的可能性大(其次!从亚

太等新兴市场来看! 仍然机会不少!

特别是那些在行业内有突出地位的

龙头公司(最后!尽管美国三月份仍

有敏感数据要出台!但市场在这段揣

测和恐惧期!或提供了买点%

于是! 王先生从获利颇丰的A
股市场中转移了部分资产! 投入了

一只定位于亚太市场的主动管理型

QDII产品% 他决定分批买入 QDII
产品%

王先生的这一决定目前还难做

评价% 但对于这样风险承受能力较

高的人士而言!如此逆向操作!倒也

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储蓄性#投资
口诉人!张先生

年龄!

$4

岁

职业!大学教授

正当盛年的张先生把自己的

#投基$经历戏称为#储蓄性投资 $%

作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高

知$ 人士张先生在投资方面可谓后

知后觉%

大约是 2006年下半年的某日!

张先生打算去工行存一笔一万元的

定期% 工作人员告诉他!如今银行利

息这么低!存定期还不如买基金%

#我隐约听说当时股市开始走

好了!有些朋友发财了!很感慨自己

没有财运% 了解到有这一理财产品!

于是就买入了% $待到一年后!2007
年 5月! 张先生有了第二笔钱去银

行时! 他赫然发现自己的基金产品

已经番了一倍多% 激动之余!他便走

上了#投基$之路%

张先生如今每个月投资 4000

元到定投帐户! 有了整笔的闲钱也

会择机买入基金产品% 他称自己倾

向选择大公司的优质老基金% 尽管

2007年 10月后买入的基金产品赢

利不多! 张先生对近30％的整体收
益已非常满意% #毕竟!我对此没有

花任何心力% $

他表示! 目前的震荡不会影响

投资心情% #首先!中国经济短期内

不会走坏(其次!我选择的都是业内

知名的基金公司!目前来看!也不至

于倒闭% 更重要的是!我也没有更好

的投资渠道% $张先生表示%

在问及何时会赎回基金时 !张

先生称 '#等我需要用钱时才会考

虑% $他笑言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把

买入各种基金产品当成了储蓄的替

代品!是#储蓄性投资$%

大震荡考验神经
口述人!张阿姨

年龄!

61

岁

职业!退休女工

张阿姨至今记得 2006年底

一张都市报上的基金销售广告!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

觉得自己找到了打开阿里巴巴

宝藏的钥匙%

2007年! 张阿姨陆续投资

了 20万在基金市场 ! 获利近

30％!这一数据令她满意% 眼看

着基金越涨越好!她把预备买房

的钱也买成了基金产品%

但大震荡忽然来临了% #那

段时间真是寝食难安% 涨了我很

紧张!怕会跌下来!跌了就更害

怕% $为了跟踪基金净值走势!张

阿姨订阅了)上海证券报*!她每

天观看第一财经频道!甚至还定

制了短信套餐 ! 以了解实时信

息" 银行营业部也成了张阿姨经

常驻足的地方" 她在那里交流信

息!查阅公告"

终于受不了过山车般的震

荡走势!股市大跌时!张阿姨赎

回了部分基金" &再跌时就全部

赎回" $她如此向记者表示"

尽管如此!张阿姨对这一投

资的整体收益还算满意" &以后

也会继续关注基金产品!有了好

的机会也会继续购买!我对中国

经济有信心" $张阿姨称自己要

求不高!只要跑赢银行利息就可

以了"

张大伟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