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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信托·展博 1 期投资月报（2017.12） 

一、产品业绩表现（截至 2017 年 12月 29日净值） 

1. 业绩表现 

产品名称 华润信托·展博 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15 日 

单位净值 512.31 

单位累计净值 512.31 

成立以来回报 412.31% 同期沪深 300 表现 35.89% 

最近一个月增长率 0.59% 最近一个月沪深 300 表现 0.62% 

最近一年增长率 21.31% 最近一年沪深 300 表现 21.78% 

2.净值走势图 

 

子信托：展博精选 A号当期净值为：269.47；展博精选 B号当期净值为：269.72 

展博精选 C号当期净值为：262.29；展博精选 D号当期净值为：262.15 

二、行业配置  

行业板块 占总资产比例（%） 行业板块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 26.94 汽车整车 3.18 

房地产开发 12.32 专用设备 3 

保险 11.76 综合 2.39 

电子制造 8.36 其他电子 2.06 

有色冶炼加工 8.28 化学制药 1.97 

光学光电子 5 饮料制造 1.63 

零售 3.74 家用轻工 1.43 

化工合成材料 3.7 合计 95.76 

-100.00%

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2009/6 2010/6 2011/6 2012/6 2013/6 2014/6 2015/6 2016/6 2017/6

展博1期 沪深300 



 

 

免责声明： 
本资料仅供本公司的合格投资者参考阅读，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资料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本资料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完全准确和完整的，在任何情况下，本资料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不构成广告、要约、要约邀请，也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资料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引用或转载本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将资料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

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他用途，不得对本资料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三、市场分析 

2017年是非常典型的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一年。美国作为金融危机以来复苏的龙头，过去 9年其股票

市场一直处于上涨通道中。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指数都出现了 10%-20%多的增长，并且大多创出近期新高，

这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都是比较罕见的。展博认为这归功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不断进

行积极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再次出发。另外，科技进步也是全球经济再次起飞的重

要动力。移动互联网浪潮创造了新的巨大市场，美中两国在科技行业内的竞争合作齐头并进又为其它国家

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我们对比了 2017 年标普 500 和沪深 300 的构成变化。年初至今标普 500 上涨 19.4%，沪深 300 上涨

21.8%，两者涨幅相当接近，也是美中全年经济进一步复苏的结果。标普 500 总市值约 25 万亿美元，约合

165 万亿人民币；沪深 300总市值约 34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中国排名前 500的公司市值合计（加上海外上

市的中国内地企业股票）估算约为 45 万亿左右，约为标普 500 总市值的四分之一。从进入指数市值门槛

看，标普 500 达 200 亿人民币，全年涨幅与指数涨幅接近；沪深 300 市值门槛全年几乎没有变化仍为 165

亿人民币。说明美股几乎普涨，而 A股指数涨幅集中于头部的股票。 

从估值上看，标普 500 市盈率(TTM)中位数 22.5，前值 19.9；市净率中位数 3.1，前值 3；股息率中

位数 2.0%，前值 2.1%。标普指数涨了估值，且 2017年指数上涨幅度中估值贡献比业绩贡献更大。沪深 300

市盈率(TTM)中位数 26.3,前值 23.8；市净率中位数 2.5，前值 2.4；股息率中位数与去年持平仍为 1%。2017

年中国指数成分公司也涨了估值，但全年指数上涨幅度中估值和业绩贡献各约一半。 

我们用 GICS二级行业分类和 WIND二级行业分类对成分公司进行分类对比。2017年标普 500中行业市

值占比变动超过 1 个点的有 5 个。其中增长最大的行业为软件与服务业，比重由 12.9%上升为 17.5%，增

加 4.6%，主要由互联网巨头带动；其次为医疗设备与服务（+1.7%）。下降最大的行业为生物医药（-1.9%），

能源（-1.8%），以及食品饮料（-1%）。沪深 300中行业市值占比变动超过 1个点的行业则有 8个，增长最

大的行业为硬件，比重由 2.4%增加为 4.6%，增长为 2.2%，主要是中国电子产业链的崛起；其次分别保险

（+1.6%），食品饮料（+1.5%），原材料（+1.0%）。下降最大的行业分别为制造业（-1.8%），综合金融（-1.5%，

主要为券商），能源（-1.2%），电力及公用事业（-1%）。 

2017年 A股市场很好地反映了产业的变化。较强的全球宏观环境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同时中国的传统

产业在过去 6年中调整到位，目前正处于周期复苏之中；两者叠加使得中国经济自 2016年 1季度以来的

增长反弹更为强劲。近期媒体有意无意地传出部分城市房地产限购政策的放松进一步刺激了对传统产业的

预期。中国的新兴产业如电子、新能源、汽车、光伏、生物医药等发展态势仍然非常良好（手机产业链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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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受到了周期性的冲击，但不改变大的方向）。 

在政策方向上，政府无论是在监管水平还是产业扶持政策的制定上都越来越成熟。全国范围内各阶层

的消费升级趋势还在延续。 

在经济形势发展良好的态势下，政策层面是解决长期积累问题的时机，管理层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只要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金融去杠杆”将成为监管层的工作重点，地产调控政策整体上不会轻易放

松。由于政策面收紧的尺度完全在管理层掌握之中，展博判断政策力度会适中，并不会改变经济基本面的

良好复苏态势。 

近期特朗普减税获得通过是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重大事件。本次减税对美国企业构成显而易见的利

好，但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影响未必是正面的。美国减税会扩大美国赤字，抬升美国国内的通胀和利率；也

可能导致美元回流，对新兴国家市场造成短期冲击。这是一个影响全球市场的潜在风险。不过种种迹象表

明特朗普政府开始逐渐稳住局面，一个稳定的美国对全球是有利的。 

展博仍然维持 2018年市场大概率会延续结构性慢牛行情的判断,仍然是优质龙头股受益。2018年的投

资机会整体上仍然不会少。 

目前主要投资于以下几个方向： 

受益于经济复苏和消费升级，而价格便宜的银行保险及地产行业。银行业 PE仍远低于其它行业，主

要在于市场担心其资产质量。受益于经济复苏，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处于改善之中，其估值也会得到恢复。

另外，银行业的个人业务也会受益于消费升级。长期温和通胀的环境对保险业非常有利，同时保险产品本

来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支出的重要方向，受益于消费升级。 

受益于电子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大趋势的企业。从数量上看，中国是全球电子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同

时，中国有大量从事电子行业的高素质工人及工程师。近年来，全球电子产业链不断向中国大陆转移，促

成了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诞生与成长。未来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我们也对受益于消费升级（包括医药）

的行业进行重点研究。 

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展博仍保持长期看好的态度。不过近期政策面上补贴下调的速度超出预期，

前期部分个股涨幅过高，使得我们短期转为较为谨慎的态度，减持了该方向的部分仓位。 

后续市场整体判断，展博认为 2018年市场仍将处于结构性慢牛行情之中。经济增长的季节性波动如

春季开工等会带来市场结构上的扰动，但不改变大的趋势。目前宏观层面的风险在于美国减税带来的加息

超预期，而市场层面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美股和 A股在 2017年很多股票涨幅过高，需要随着时间消化估值。

全面牛市还需要等待，目前仍然是从下至上选股的时间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