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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月基金业绩透视
◎ 记者 魏来

今年前 5 个月主动权益类基金中，重仓周期类、红

利类板块的基金涨幅居前，冠军基收益超过 30%。

但是，也有基金没有踩准市场的节奏，前 5 个月基

金净值下跌超过 30%，基金收益首尾差异超过 65%。

超四成股基正收益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2024 年前 5 个月，股票型

基金收益率平均-1.6%，43.29%的股票型基金实现了正

收益；混合型基金收益率平均-1.04%，51.47%的混合型

基金实现了正收益。 从投资策略上来看， 今年前 5 个

月，重仓周期类、红利类板块的基金涨幅居前。

从单个主动权益类基金表现来看， 由王凌霄管理

的博时成长精选混合 A 和博时成长精选混合 C 在前 5
个月总回报分别达 32.09%、31.78%，分别居于冠、亚军

宝座。

博时成长精 选 为 偏 股 混 合 型 基 金 ， 成 立 于

2021 年 4 月 ，2024 年 一 季 度 末 规 模 合 计 6 . 24 亿

元 。 博时成长精选 A 在 2023 年和 2022 年收益分别

为-9.46%、-30.52%。

2024 年一季报显示，博时成长精选在细分行业上，

延续了 2023 年四季度加仓资源品的操作。 除了资源

品，该基金的投资组合还兼具高股息特征。 一季度末，

博时成长精选重仓持有淮北矿业、平煤股份、中远海能

（HK）、中国海洋石油 （HK）、洛阳钼业 、藏格矿业等股

票。

今年前 5 个月， 景顺长城周期优选混合 A 类和

C 类基金净值涨幅分别为 30.8%、30.63%， 业绩表现

居于主动权益类前列 。 由邹立虎掌舵的景顺长城周

期优选成立于 2023 年 8 月， 截至一季度末规模不足

2 亿元。 一季报显示，景顺长城周期优选在股票配置

上继续沿着上游展开 ，主要配置了有色和传统能源 。

一季度末 ，该基金重仓持有紫金矿业 、铜陵有色 、招

金矿业（HK）、平煤股份、中煤能源（HK）、赤峰黄金等

股票。

邹立虎在一季报中指出， 从上游资源大的周期来

看，2020 年下半年起可能是新的 10 年上升周期开启。

2024 年可能是全球制造业再次进入景气周期和 10 年

的中长期周期共振，目前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此外，南方发展机遇一年持有、万家双引擎灵活配

置、汇添富品牌力一年持有、嘉实资源精选股票等多只

基金在前 5 个月累计收益超过 25%。

首尾业绩差逾 65%

2024 年前 5 个月， 虽然有超过四成的主动权益类

基金实现正收益，但是还有部分基金没有踩准节奏，没

能实现正收益，更有基金净值下跌超过 30%的，权益类

基金收益首尾差超过 65%。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金元顺安产业臻选混合 A
类和 C 类份额在前 5 个月基金净值分别下跌 34.1%、

34.18%，业绩排名居于尾部。

金元顺安产业臻选混合为偏股混合型基金， 成立

于 2023 年 12 月，一季度末规模 1.24 亿元。 一季度末，

金元顺安产业臻选重仓持有聚杰微纤、三夫户外、金春

股份、诺邦服饰、美力科技、燕塘乳业等股票。

前 5 个月，同泰开泰混合和富荣价值精选混合净

值下跌均超过 30%。 记者注意到，截至一季度末，同泰

开泰混合和富荣价值精选混合规模分别为 0.19 亿元

和 0.48 亿元，均低于 5000 万元的清盘预警线，处在清

盘危险边缘。 一季度大盘蓝筹股明显强于中小盘股，

行情的波动较大也是造成这两只基金回撤较大的原

因。

同泰开泰混合一季报指出， 报告期内重点关注北

交所的优质个股， 一季度北证 50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跌，回调后的北交所个股性价比更高，具备更大的投资

价值。富荣价值精选也在一季报分析，股市在 2024 年 1
月份期间遭遇了一次严重的流动性冲击， 特别是小盘

股由于流动性严重不足而出现了大幅度下跌， 市场风

险偏好达到低点区间。 该基金在报告期专注于小盘股

投资风格，因此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基金净值遭遇

较大幅度的回撤。

此外，中信建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华商智能生

活灵活配置、万家科技创新、恒生前海兴享混合等多只

基金在前 5 个月基金净值累计下跌超过 25%。

今年前 5 个月，公募基金迎来密集分红，

分红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内

共有 1620 只基金分红 （A/C 份额分开计算），

累计分红总额 702.14 亿元。 其中，共有 4 只基

金前 5 个月累计分红总额超过 10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年内分红产品中，债券型基

金挑大梁。 160 余只分红超过 1 亿元的基金中，

中长期和短期纯债型基金数量占比近七成。

累计分红逾 700亿元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内

共有 1620 只基金分红 （A/C 份额分开计算），

累计分红总额 702.14 亿元 ， 累计分红次数

2075 次。 其中，共有 4 只基金前 5 个月累计分

红总额超过 10 亿元，166 只基金分红总额超

过 1 亿元。

从单只基金来看，今年前 5 个月，华泰柏

瑞沪深 300ETF 分红总额最多，达 26.55 亿元。

该基金于 1 月 23 日发放现金红利， 每 10 份

基金份额分红 0.69 元，这是其 2023 年以来第

一次分红。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于 2012 年 5 月成

立， 该基金 2024 年一季度末规模达 1952.36
亿元。 今年前 5 个月， 该基金净值累计上涨

4.43%。 2023 年和 2022 年， 该基金收益分别

为-9.65%、-20.32%。

金鹰添盈纯债债券 C、南方中证 500ETF、

中银证券安进债券 A 累计分红总额均超过 10
亿元，位于前 5 个月基金分红榜前列。 此外，

中银丰和定期开放债券、 蜂巢丰嘉债券 A、鹏

华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C 等多只基

金在今年前 5 个月累计分红总额超过 5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年内分红产品中，债券型

基金挑大梁。 160 余只分红超过 1 亿元的基金

中， 中长期和短期纯债型基金数量占比近七

成。

对于纯债型基金分红的意义，上海证券在

研报中指出，不同于偏股型基金分红行为被赋

予“止盈”“减仓”等含义，持有人结构以机构投

资者为主的债券型基金，对其分红行为的解读

多集中于会计意义上：基金分红可以将红利从

企业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调至

“投资收益”科目，实现由“浮盈”向“实盈”的

转变， 且能在规避赎回费的前提下带来实打

实的现金流入，提高资金利用的灵活度。

分红模式不断创新

随着投资者对资产配置需求的多样化 ，

公募基金行业在分红模式上也进行了一系列

创新尝试。

今年以来， 多只红利主题 ETF 发布公告

调整了基金的收益与分配方案， 将分红机制

向月度分红评定转变 ， 每年最多可分红 12
次。

5 月 16 日， 汇添富港股通红利 30ETF 发

布公告，对基金合同中的分红条款予以调整。

调整后， 基金管理人每月可对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和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进行评估，基

金收益评级日核定的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超

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时，可进行收益分配。

此前，万家中证红利 ETF、国泰上证国有

企业红利 ETF 均设置了分红条款， 以月度频

率评估基金是否超过标的指数同期增长率而

决定是否分红。

5 月 24 日，国泰基金发布公告称，国泰上

证国有企业红利 ETF 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发

放现金红利，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红 0.031 元。

万家中证红利 ETF 于 5 月 28 日发布分红公

告称， 于 2024 年 6 月 4 日发放现金红利，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红 0.03 元。 这两只基金均为

2024 年度第一次分红， 这也标志着， 每月评

估、按月分红模式的红利 ETF 产品正式落地。

华宝证券表示，以海外市场经验看，在增

量难寻的市场里，与老龄化社会趋势契合，但

同时和过去的复利再投资“背道而驰”的月度

分红机制或成为境内基金、 理财产品设计的

未来趋势。

对于高分红股票 ETF，兴业研究宏观团队

指出，从长期看，在中美股票市场中，高分红产

品都不是回报最优的投资品种，因为权益市场

的投资更看重企业的成长性、业务的想象力而

非当下的盈利分红能力。 但红利类 ETF 由于

其底层股票稳健的盈利能力， 均有在熊市中

防御能力较强的特征，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

具有优秀的配置价值。

今年前 5 个月，基金发行回暖，共有 506
只基金成立，发行份额 4868.11 亿份，同比增

长 14.81%。 其中，债券型基金“挑大梁”，占比

近八成。

从单个月份来看， 相较而言，1 月和 2 月

的发行市场比较冷清。 3 月份，基金发行大幅

回暖，募集规模达 1509.63 亿份。

随着市场的震荡，投资者避险情绪释放，

新基金募集难度加大，前 5 个月还有 90 只基

金（A/C 份额分开计算）延长募集期，并有 3 只

基金募集失败。

基金发行回暖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以基金成立

日口径统计， 今年前 5 个月共有 506 只基金

成立，发行份额 4868.11 亿份，平均发行份额

9.62 亿份。 相较于去年前 5 个月 4239.99 亿元

的发行份额，今年同期同比增长 14.81%。

具体来看，前 5 个月新成立的基金中，债

券型基金“挑大梁”，占比 78.96%；股票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分别占比 11.63%、7.09%。

从单个基金募集情况来看 ，稳健型基金

比较受欢迎。 其中，安信长鑫增强债券、泰康

稳健双利债券募集规模最高，发行份额达到

80 亿份 。 此外 ，兴证全球中债 0—3 年政策

性金融债 、国投瑞银启源利率债 、富国瑞夏

纯债等多只债券型基金募集规模超过 79 亿

份。

从单个月份来看， 相较而言，1 月和 2 月

的发行市场比较冷清。 1 月新成立基金 95 只，

发行份额 569.45 亿份。

如果说 1 月基金发行相较来说并不火热，

2 月的基金发行情况可用降至冰点来形容。 2
月共有 60 只基金成立， 发行份额 360.97 亿

份。

3 月份 ， 基金发行开始大幅回暖 ，达

1509.63 亿份。 随后的 4 月和 5 月发行份额呈

现逐月递减的态势 ， 分别为 1417.55 亿份 、

1010.52 亿份。

总体而言，新基金募集难度加大 。 东方

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前 5 个月还有 90 只

基金 （A/C 份额分开计算 ）延长募集期 。 其

中，万家中证软件服务 ETF、长盛利鑫 90 天

持有纯债、建信研究精选混合原计划认购截

止日均为 5 月 31 日， 均无奈将认购截止日

延长到 6 月。

此外，投资者避险情绪释放，前 5 个月还

有嘉实领航聚鑫稳健配置 6 个月持有（FOF）、

农银 MSCI 中国 A 股气候变化指数、光大保德

信先进材料混合 3 只基金募集失败。

寻找结构性机会

今年前 5 个月，市场震荡，投资者避险情

绪释放，债基成为新发基金“主力军”。 步入 6
月，市场又将如何演绎？

展望 6 月， 华安证券认为市场有望在震

荡中逐步上行。 一方面，5 月宏观高频数据指

向经济动能环比小幅改善， 外需带动生产端

维持较高景气，消费和通胀温和复苏，地产销

售降幅收窄。 另一方面，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政

策加速落地， 基建实物工作量和地产调控政

策优化两个切入点推动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

问题。 此外，临近三中全会，市场对重点领域

改革预期增强，风险偏好有望缓慢提升。 而掣

肘 A 股上行幅度和速度的因素在于， 在已知

宏观政策力度下，经济修复的斜率预期并未显

著改善。因此，市场预计将在震荡中逐步上行。

“各地放松购房限制之后，目前投资者对

改善效果信心不足，近期二手房成交及带看量

在回暖，但仍需要一段时间观察其持续性。 如

果下半年地产销售数据未见改善，后续的政策

发力可能也难以增强市场预期，资金加速转向

红利或主题板块， 即重回年初的哑铃策略。 ”

摩根士丹利基金指出。

摩根士丹利基金进一步指出，在经济改善

尚不明显、政策预期回落等背景下，投资者更

多以交易思维进行操作， 表现为行业轮动较

快，以结构性行情为主。 未来有几个方向值得

重视：一是本身基本面稳定、现金流充裕，且可

预见的周期内有望保持一定增长的品种；二是

高端制造中，资本开支已经下降、产能已经出

清的细分领域；三是地产链，一旦销售有企稳

迹象，市场信心有望得到极大提升；四是国企

改革，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背景下，国企有

望在改善公司治理、提升经营效率方面作出表

率。

收益篇

冠军基赚超 30%

发行篇

债基“挑大梁”

分红篇

公募大撒“红包雨”

编者按：
今年前 5 个月，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
一， 上证综指累计上
涨 3.76%， 深证成指
和创业板指则分别累
计 下 跌 1.68% 、
4.56%。

在此背景下，权
益类基金表现如何？
基金发行谁挑大梁？
哪些基金分红最大
方？ 《国际金融报》记
者通过梳理大量数
据，为您揭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