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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股票基金案例(投资基金失败)

随着市场震荡，年内已经有15只基金募集失败。机构人士表示，分化将是未来一段
时期市场的状态。在一个分化的市场中，有两类机会值得把握：一是估值修复的机
会；二是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个股。

又有两只基金宣布发行失败！

平安基金和中融基金于6月30日发布公告称，旗下平安鑫源混合、中融景源混合未
能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故《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随着市场震荡，年内已经有15只基金募集失败。

6月30日，平安基金发布公告称，旗下平安鑫源混合型基金于2022年3月29日开始
募集。截至2022年6月28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能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
备案条件，故《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平安鑫源混合为偏股混合型基金，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
产的60％-95％，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占股票资产的0-50％。

基金招募说明书显示，平安鑫源混合募集期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3
个月，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2亿份，最低募集金额为2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
0人。

平安鑫源混合是平安基金今年公告募集失败的第二只基金，距上一只募集失败的平
安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ETF有4个月之隔。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平安基金共管理169只基金（A/C份额合并
），基金资产净值合计5417.14亿元。

同日，中融基金发布公告称，旗下中融景源混合型基金截至2022年6月3日基金募
集结束，未能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故《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中融景源混合为偏债混合型基金，于2022年3月4日开始认购，募集目标30亿份。

中融基金当前共有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融晟投资有限公司两位股东，占股
分别为51％和 49％。

6月经纬纺机发布的公告显示，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拟以不低于15.04亿元的评估价
格，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部51％的股权，尚不确定交易对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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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次股权转让成功，中融信托将完全退出中融基金的股东行列，中融基金或易主
。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中融基金共管理78只基金（A/C份额合并）
，基金资产净值合计1144.24亿元。

年内15只基金募集失败

随着市场震荡，年内已经有15只基金募集失败。

6月份共有长信民利收益一年持有、国金成长领先混合、平安鑫源混合、中融景源
混合四只基金发行失败。

5月份只有富国稳健恒远三年持有无法成立，3月则有华富中证银行AH价格优选ETF
、创金合信甄选回报混合两只基金发布了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4月份同泰自主创新混合、长江丰益6个月持有债券、金元顺安泓泉纯债3个月定开
债三只基金募集失败。其中，同泰自主创新混合是今年以来首只发行失败的主动权
益类基金。

2月份是基金募集失败的密集期，共有5只基金无法备案成立。

2月26日，宝盈基金和德邦基金都分别发布了旗下宝盈鸿翔债券、德邦锐丰债券不
能成立的公告。

此外，中银证券国证新能源车电池ETF、平安中证港股通消费主题ETF、同泰同享混
合均于2月份发布了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除了募集失败的基金，今
年还有部分基金延长了募集期。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按变更后募集日期统计，截至6月30日，年内有236只基金
（A/C份额分开计算）延长募集期。

其中，鹏华鑫华一年持有、长盛匠心研究、国泰君安善远平衡配置一年持有、申万
菱信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等多只基金于6月开始募集，均不同程度延长了募
集期。

市场或呈分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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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行情已于今日收官，随着市场的回暖，后续走势如何？

诺德基金量
化投资总监王恒楠认为
分化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市场的状态。在一个分化的市场中，有两类机会值得把握：

一是估值修复的机会。
由于前期市场预期非常差，很多个股被情绪化地抛售，导致其估值严重下杀到一个
非理性水平。随着市场情绪的修复，这部分个股的估值将得到修复。

二是业绩增长确定性强的个股
，这也是今年最具有稀缺性的机会。这些个股大量存在于医药、计算机、建材、军
工、及大消费中，值得深入研究，精挑细选。

“随着逐步进入中报季，我们将重点关注二季度业绩受疫情冲击较小、或在疫后能
够实现快速修复的军工、医药等板块。此外，伴随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专项债资
金集中投入使用，经济基本面数据有望延续改善，稳增长下游行业以及金融股也存
在修复空间，关注建材、家电、轻工、金融等。中报业绩利空消化之后，在社融快
速回升期，利好成长股估值扩张，中游制造、下游消费也有望受益PPI-CPI剪刀差
快速收窄。中游制造方面，关注风电、光伏、新能源车及零部件，下游消费关注食
品饮料、家电等行业。”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指出。

本文源自证基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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