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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银基金旗下部分产品第二季度报告出炉，公募基金二季报拉开大幕。截
至当日午时12点，已公布的中银基金旗下产品包括八只债券基金和一只灵活配置型
产品。从相关债基的季内表现来看，净值增长率在1%左右浮动，且企业债配置比
例较高，金融债配置相对较低，中银丰实定开投资的前十大债券中，21华夏银行01
发行主体季内受到监管行政处罚。

在权益投资方面，刘潇管理的中银医疗保健季内净值增长率达17.88%，从其重仓
股的持股环比数据来看，季内对云南白药、丽珠集团、大参林大幅加仓，其中云南
白药加仓逾20万股，占基金资产净值比6.17%，为第一大重仓股，基金经理表示，
持仓聚焦创新药、CRO/CDMO等行业龙头，关注国产生命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崛起
。

重仓“21华夏银行01”之主体季内受罚

半年收官，公募基金开启二季报总结，中银基金在今日公布多只产品业绩及持仓情
况，截至7月7日午时12时，共有9只产品季报亮相证监会网站，债券及货币市场型
基金有8只，另一只来自刘潇管理的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型基金。

从已披露债券型基金的表现看，季内净值增长率普遍维持在1%左右，其中，中银
中高等级债券A在二季度净值增长1.15%、中银智享债券季内净值增长0.89%、中
银丰实定开季内净值增长率为1.07%、中银添盛39个月季内净值增长0.81%。

在这四只主动管理型产品当中，中银添盛39个月未在二季度内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1.04%。另外两只债券型基金为被动指数型产品（中银
中债1-3年、中银中债1-5年）季内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09%、1.10%。

值得关注的是，前述四只主动型产品季内明显加大了对企业债的配置比重，即便兼
具“银行系公募”背景，相关产品对金融债的配置比例亦十分有限。有分析指，此
类机构在投资端偏风险厌恶型，即对投资风险偏高的金融债有所顾忌，也反映出季
内优质金融债资产的稀缺性在上升。

“21华夏银行01”即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今年的第一期金融债券，季内被纳入
中银丰实定开重仓债券序列，系前十大重仓债券。该债券发债主体华夏银行在季内
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根据银保监会在今年5月21日对其做出的处罚，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27条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款98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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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银丰实定开公告称，认为以上处分不会对所持有的“21华夏银行01”构成
投资影响。Wind数据显示，“21华夏银行01”当期票面利率3.45%，于今年3月1
8日起息，下一付息日要到2022年3月18日。截至今年7月2日，中银丰实定开净值
为1.02元/份。

刘潇大幅加仓云南白药、丽珠集团、大参林

除了上述六只债券基金外，还有两只货币市场型基金和一只灵活配置型基金，前者
在过去三个月大体均维持在0.5%的净值增长率，后者季内净值增长率高达17.88%
，且股票仓位达86.81%，为刘潇打理的中银医疗保健。

与其他医药主题基金同时重仓消费品不同，刘潇季内延续了“不抱团”风格，中银
医疗保健季内前十大重仓股中全部聚焦医疗健康赛道，并有针对性对重仓股序列进
行了调整。

说明：中银医疗保健2021年二季度前十大重仓股 来源：Wind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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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银医疗保健2021年一季度前十大重仓股 来源：Wind截图

其中，云南白药此次加仓幅度较大，较今年一季度持仓46.56万股的持仓，今年二
季度内已加仓至67.41万股，逾20万股的加仓也让季内该股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上
升为6.17%，是该基金第一大重仓股，但从该股涨幅来看，季内却有0.76%的跌幅
。

同样加仓的还有丽珠集团，在今年一季报上未见其出现在前十大重仓股中，但二季
报显示，持有该股58.63万股，为第十大重仓股。7月6日，中银基金相关研究员再
次对丽珠集团进行调研，涉及部分产品的研发技术探讨和商业前景，丽珠集团表示
，未来1年~2年仍将以创新药及高端复杂制剂品种为主要业绩驱动。

此外，刘潇亦对大参林加仓近45.07万股，泰格医药、药明康德等一季度重仓股也
获得加仓。但同时，恒瑞医药、复星医药以及智飞生物、人福医药等却在季内减持
，其中智飞生物、人福医药均退出前十大重仓股序列。

基金经理在季报运行分析中提到，随着国内疫情得到很好地控制，经济复苏趋势确
立，疫情受损的线下服务业、制造业快速复苏，国外疫情二次爆发，出口型行业景
气度进一步提升。“我们关注疫情带来的生物科技行业的加速发展，持仓聚焦到中
长线竞争力提升的创新药、CRO/CDMO、创新手术器械耗材、诊断、疫苗、药房
、中医药消费品、医疗服务等行业龙头，由于细胞基因治疗等领域的兴起，关注国
产生命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崛起。”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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