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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机构嗅觉敏锐

以宁德时代为例，其450亿元定增项目的发

行对象中，包括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银行、巴

克莱银行、麦格理银行等外资机构。从获配金

额看，国泰君安证券、摩根大通银行、巴克莱银

行分别以 46.64 亿元、40.73 亿元和 33.60 亿元位

居前三位。

此外，大全能源、三安光电、风华高科等多家

上市公司定增项目中均有瑞银集团参与。

“目前，A 股前景被外界看好，外资机构嗅

觉更敏锐。事实上，除了外资机构，很多国内

机构投资者也对高质量公司的定增充满热

情。”联储证券总经理助理尹中余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今年A股市场经历较大回调，整体估值水

平处在历史低位，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

国内优质企业的投资价值凸显。”北京阳光天泓

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王维嘉对记者表示。

投资偏好明显

结合定增情况来看，外资机构对于所投企

业、行业类型有着明显投资偏好。

从企业属性看，中小型上市公司成为外资机

构的一大选择，外贸尤其青睐“双创”板块公

司。据 Wind 资讯数据统计，从总市值看，上述

77家公司中，33家为市值低于100亿元的中小型

企业，占比 43%。其中，15 家属于创业板、科创

板企业，占比45%。

王维嘉分析称，注册制的实施促使科创板、

创业板发展壮大，吸引了一大批盈利能力强、成

长性高的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其中不少已成为

其所处行业的细分龙头。对于成长型公司而

言，上市后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资金优势明

显，有助于企业进入快速成长期，进而成为外资

机构青睐的投资对象。

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获外资机构看好，新

能源行业更被投下“重注”。据 Wind 资讯数据

显示，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上述77家公司主要

集中在电子（12家）、电力设备（11家）、机械设备

（11家）、医药生物（8家）等四大行业。

其中，光伏、锂电池等新能源行业颇被看

重。除前述外资机构对宁德时代的大笔增资

外，还有多家外资机构对单个项目增资超亿

元。例如，瑞银集团在大全能源相关定增项目

中获配4.16亿元、摩根大通银行在晶澳科技项目

中获配 2.37 亿元、高盛在东方盛虹项目中获配

1.26亿元。

王维嘉认为，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是

未来重点发展的优质赛道，这也符合我国新经

济发展路径。特别是新能源产业作为全球共同

发力方向，我国很多优质新能源企业在全球供

应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更受外资机

构青睐。

事实上，不只是定增市场，整个A股市场也

被外资普遍看好。11月份以来，高盛对A股、港

股维持高配，预计 MSCI 中国指数和沪深 300 指

数在未来12个月回报率将达16%，摩根士丹利将

MSCI中国指数评级从“中性”上调为“增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陈

治衡对记者表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更多

体现在高科技创新、绿色生态发展、新能源等领

域，未来这些行业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动力。 据《证券日报》

外资“抢筹”A股定增“押宝”新能源

据渠道和第三方机构的数据显示，得益于11

月份行情的强势回升，百亿私募业绩也大幅回

暖，景林、高毅、淡水泉等头部私募单月净值回

升超过10%，虽然多家百亿私募年内收益仍然为

负，但回撤已明显收窄。

私募业绩大回血

10月底，市场情绪较为悲观，恒生指数一度

跌破15000点，创下2009年以来新低，中概股更

是一片惨淡，自高点下跌逾 90%的个股比比皆

是。上证指数则一度跌破 2900 点，上证 50、沪

深300等指数均创下2019年以来新低。

不过，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往往离见底也就

不远了。11月，A股和港股双双开启反弹行情，

其中万得全A涨7.86%，上证指数涨8.91%；港股

更是大幅拉升，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月度涨

幅分别达26.62%、33.15%，坚定持仓的私募基金

净值由此迎来一波快速反弹。

具体来看，景林资产、希瓦资产、林园投资、

仁桥资产、淡水泉、慎知资产等6家百亿私募 11

月的收益均超10%。其中，千亿私募景林资产高

云程管理的某产品11月净值大涨31%，高毅资产

邱国鹭管理的某产品11月净值也大涨逾25%，重

阳投资旗下多只产品的净值涨幅亦达到15%。

以景林的美股持仓为例，三季度景林逆市加

仓了拼多多、网易、SEA 等股票，还建仓了教育

概念股新东方，在股价低位坚定看多。

11月底，景林资产总经理高云程在沟通会上

表示，短期流动性问题叠加外资的变化，使部分

行业龙头个股集中下跌，但这些公司的相对竞

争力和基本面情况变化不大。“目前的估值水平

出现罕见低估，尤其是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部分公司市值已经跌到非常值得被私有化的程

度。市场大概率处于悲观的时刻，不应该在这

个时候再卖出被严重低估的公司。”高云程说。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近期有业绩更新的

18345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今年以来的平均收

益率为-7.38%，其中有 5657 只基金取得了年内

正收益，占比为30.84%。

经历了11月的大反弹后，多家百亿私募年内

收益虽然依旧为负，但回撤已明显收窄，部分百

亿私募年内业绩开始回正。

新产品备案热情高涨

在行情回暖之际，私募基金的备案热情明显

上涨。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11月份私募证券类基

金共备案2412只，环比10月大涨57.65%。其中，

49家百亿私募共计布局201只新产品，占总数的

8.33%。

从数量上来看，11月新备案基金超过10只的

私募管理人共有11家，分别是思勰投资、华软新

动力私募基金、博润银泰投资、鹿秀投资、恒德

资本、金澹资产、朴石投资、博孚利、明湾资产、

德远投资、华银基金。其中，思勰投资是11月的

“备案王”，以新备案21只产品居首。今年以来，

思勰投资共计备案 120 只新产品，5 月、8 月、9

月、11月备案产品均超过10只，9月份最高，达到

25只。

此外，华软新动力、恒德资本分别备案 18

只、12只产品，而今年多次“现身”喊话的李蓓，

其管理的半夏投资在11月也备案了4只新产品。

私募新产品发行回暖，一方面意味着投资人

的信心正在恢复，不再悲观，看好市场未来表

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私募基金经理手里即将

拥有新的“子弹”，等待进场。

相聚资本表示，11 月国内市场上涨主要有

三个原因：第一，国内对地产行业出台了一系

列如保交付、促融资的支持政策；第二，国内防

疫政策逐步优化放松；第三，美国通胀数据低于

预期。

仁桥资本夏俊杰也表示，一直困扰市场的

“三座大山”在近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拐点已

不期而至，这样的转变是趋势性的。

据《证券时报》

行情回暖 私募积极备“新货”

私募基金备案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2 月 14 日从中国人民银

行获悉，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与建设规

划，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金融基础设

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

基础性保障。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在当前

国际环境错综复杂、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外部网

络安全挑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我国金融基础

设施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缺乏统筹监管的问题愈

发凸显。

在此背景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

《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稿明确了六类金融基础设施准入与监督

管理的细化安排，对金融基础设施相关主体法律

责任作出规定。

此外，征求意见稿强化了金融基础设施运营

要求及风险管理。征求意见稿对金融基础设施

及其运营机构面临的法律、信用、流动性、业务及

运营风险等提出具体管理规定，要求金融基础设

施运营机构监测所在市场整体运行风险，维护市

场秩序，强化风险管理。

中国信托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三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为21.07万

亿元，同比增长3.08%，环比略降。专家表示，今

年以来，信托资产规模呈现企稳回升态势，资金

投向领域呈现“两升三降”变化。

数据显示，三季度信托行业资产规模总体

平稳。从信托资产来源结构看，集合资金信托

持续增长，管理财产信托重回增长通道，单一资

金信托持续下降。截至9月末，集合资金信托规

模同比增长3.63%，管理财产信托规模同比增长

27.01%，单一资金信托规模同比下降20.35%。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王玉国介绍，

在信托资产来源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功能结

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以来，投资类信托

业务发展明显加快，融资类信托规模在监管要

求和风险防控压力下持续下降，事务管理类信

托规模企稳回升。

三季度末，投资类信托业务规模同比增长

14.77%，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同比增长 2.65%，

融资类信托规模同比大幅下降20.31%。

从资金信托的投向结构来看，投向领域呈

现“两升三降”变化，即投向证券市场、金融机构

的规模和占比持续提升，投向工商企业、基础产

业、房地产领域的规模和占比进一步下降。

截至三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信托

规模为4.18万亿元，同比增长36.80%；投向工商

企业的资金信托规模为 3.95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07%；投向房地产的资金信托规模为1.28万亿

元，同比下降34.20%。

王玉国认为，近期，不少针对房地产领域的

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各地“保交楼”工作不断推

动，居民购房信心和房企现金流均有望边际改

善，房地产市场或将逐步重启良性循环进程，能

够有效缓释当前房地产信托业务风险，也对未

来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空间。

专家表示，监管部门正研究推行信托公司

分类监管等政策，强调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将加

快行业回归本源，实现差异化发展，持续创新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据新华社电

统计显示，以发行日期为基准，截至12月14日，

今年以来共有399家公司首发募资，累计募资金额达

5082.85亿元，单家公司平均募集资金12.77亿元。分

区间来看，募资金额超10亿元的有171家，其中，募资

金额超百亿元的有4家，募资金额5亿元至10亿元的

有123家，募集资金在5亿元以下的有104家。

按不同板块统计，今年以来沪市主板发行新股

30只，募资548.65亿元；深市主板发行新股38只，募

资292.40亿元；创业板发行新股141只，募资1728.92

亿元；科创板发行新股115只，募资2362.76亿元。

中国海油为今年以来募资金额最多的公司，首

发募集资金达 322.92 亿元，募资主要投向圭亚那

Payara油田开发项目，流花11-1/4-1油田二次开发项

目，圭亚那Liza油田二期开发项目等；其次是联影医

疗，募资金额为109.88亿元，募资主要用于下一代产

品研发项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产业化基金项目等。募资资金较

多的还有海光信息、晶科能源、翱捷科技等，分别募

资108.00亿元、100.00亿元、68.83亿元。

发行价格方面，今年已发行新股平均首发价格

为35.95元，发行价在50元以上的有82家，其中，发

行价超百元的有20家，发行价最高的是万润新能，发

行价为299.88元，华宝新能、纳芯微次之，发行价分别

为237.50元、230.00元，发行价较低的有弘业期货、荣

亿精密等，首发价格分别为1.86元、3.21元。

地域分布来看，今年已发行新股主要集中在江

苏省，达 284 家。募资金额排名居前的分别是上

海、江苏，年内募资金额分别为 2720.09 亿元、

430.06亿元。 综合

三季度信托资产规模企稳 资金运用结构优化

今年以来，A 股定增市场持续

升温，外资机构参与热情高涨。

据 Wind 资讯数据统计，以发

行日为基准，截至 12 月 13 日，年

内已有 285 家上市公司实施定增，

累计募资总额 6364 亿元。其中，

77 家公司的发行对象中出现外资

机构身影，占比27%，不乏高盛、摩

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银行、瑞银集

团等国际知名投行。

央行拟发文加强
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

今年已发行399只新股
募资超5000亿元

12 月 13 日，证监会官网显示，关于财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

批》材料已完成接收。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公

募基金未来发展空间颇为广阔，吸引各路资本争

相入局公募基金行业。

除了财信证券以外，开源证券也对公募牌照

充满兴趣。11 月 25 日，证监会发布《鹏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设立申请文件反馈意见》。证监会表

示，针对开源证券设立鹏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

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在30个工作日内对问题逐

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

梳理发现，多路资本摩拳擦掌进军公募基金

行业，公募基金阵营持续扩容。11 月 23 日，证监

会官网发布《关于核准设立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批复》，汇百川基金发起股东王锦海从事

证券资管行业 20 余年，曾担任华泰资管总经理。

在个人系公募再迎新成员的同时，银行系公募队

伍也在壮大。11 月 25 日，证监会官网发布《关于

核准设立苏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截至 12 月 9

日，排队候批的基金公司超过10家。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表示将

积极推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优质金

融机构依法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调整优化公募基

金牌照制度，适度放宽同一主体下公募基金牌照

数量限制，支持证券资管子公司、保险资管公司、

银行理财子公司等专业资产管理机构依法申请公

募基金牌照，从事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表示，壮大公募基金

管理人队伍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客户价值，所有的

竞争也是围绕客户价值展开，因此这对于整个行

业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是有益的，对行业高质量发

展也大有裨益。银行、保险、券商这些机构在部分

投资领域各有所长，比如银行在固收投资领域、保

险在资产配置领域、券商在另类投资领域都具有

比较优势，这些机构参与设立公募基金，未来能够

丰富公募行业的产能。 据《上海证券报》

公募牌照成“香饽饽”
多路资本入局争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