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期购车 享受生活

□晨报记者 杨阳

9 月底，鹤壁日报社将再次举办大型车展，想买车的市民

如果资金不充裕，可用建行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

据了解，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持卡人分期购车，可在同意

支付首付款后，到建行指定经销商处购车。 经建行核准后，审

批通过金额被平均分成若干期，持卡人在约定期限内，按月还

款，并支付一定手续费。

龙卡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手续简单，方便快捷。 以前没有信

用卡的市民，只要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如公务员、医生、教

师，以及在建行资产较多、个人资产较多的客户，可同时办理

信用卡和分期购车。

如您需进一步了解此业务，可到建行各营业网点，登录建

行官方网站（www. ccb. com . cn）或拨打 95533 客户服务电话咨

询。

投保人意外死亡

家属获赔 2 0 万元

□晨报记者 杨阳

9月 21日，中国人寿鹤壁分公司收展部来了两位女士，她

们来领 20万元理赔款。

今年 39岁的高先生给自己和家人买有好几种保险。 不久

前，高先生因脑出血死亡，其家属向中国人寿鹤壁分公司提出

理赔申请后，公司决定给付其理赔款 20 万元及高先生生前购

买保险的 4 万多元本金。 而高先生为孩子购买的国寿英才少

儿两全保险，在到期前所要缴纳的保险金全免。

高先生的妻子秦女士表示，经过这次意外，她觉得购买保

险很有必要。 高先生的姐姐则表示，弟弟出事后，她们提出理

赔申请到获赔，共用 20多天，理赔速度快得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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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投保 服务不“打折”

□晨报记者 秦颖

本报刊登平安产险系列介绍以来，引起多方关注。 近日，

记者从平安产险鹤壁中心支公司了解到， 电话直销方式逐渐

成为其业务主力。

一位车险从业者算了一笔账，以一辆售价 10 万元的家用

车来说，投保主流险种的原始保费约为 5000 元，如果通过传

统方式投保，折后保费为 3500 元；通过电话投保，折后价为

3000元，电话投保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

由于电话投保车险保费较低， 有些车主担心在理赔时无

法享受优质服务。 然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电话投保后，

投保人获得的理赔服务并不打折。

据理赔员陈先生介绍，当车主遇险报案后，调度人员会给

理赔员派发报案表，列出被保险人的资料、车辆资料及与案件

相关的出险信息，不存在根据优惠幅度区别对待的现象。 有些

公司甚至会对电话投保的车主提供增值服务。

作为一种集合证券投资

方式，基金素来标榜“以组合

投资分散风险”。 然而实际情

况是，基金运作似乎也难以抵

御系统性风险。 不断“缩水”的

净值，让基金所谓分散风险功

能成了空话，这一现状的背后

是基金业信托责任的缺失。

在晨星亚太区 CEO 张晓

海看来，信托责任是基金行业

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公募

基金行业在建立信托责任时，

应重点解决如何把股东、管理

层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绑定

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投资者利

益的有效保护。 ”张晓海说。

也有的基金强调利益绑

定。 如不久前亮相的发起式基

金，也是监管层为了将参与各

方利益高度绑定、实现风险共

担、体现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而进行的一种尝试。

据了解，发起式基金开闸

后的前两周，就有６家基金公

司“火速”申报。 其中只有一家

发起式基金投资股票，其余 ５

家都是投资债券，并没有实现

参与各方利益的高度绑定。

业内专家指出，赋予基金

管理人更多的剩余索取权，这

一以“消除道德风险”为目的

的创新， 有可能导致更多的

“道德失败”。

诞生 14年后，曾经风光的

中国基金业已经步入困局。

（据新华社 9月 23日电）

中国基金三大承诺难兑现：

肥了基金经理寒了基民心

□“新华视点”记者 桑彤 潘清

经过 14 年的快速发

展， 中国内地基金市场在

2012 年迈入了“千基时

代”，基金账户总数也超过

了 3900 万户。

然而， 面对不断缩水

的基金净值， 中国基民却

越来越困惑：专业理财、分

散风险、共担风险，基金的

三大承诺为何一样都没能

兑现？

号称专业理财，净值大幅缩水

统计显示，到今年 8 月末，内地市

场共拥有 1069 只基金。 与此同时，数

以百计的基金跌破面值，净值“缩水”

之下，基金似乎越来越难以担当“专业

理财”的责任，也难以兑现当初对基金

持有人的承诺。

截至 9 月 21 日， 共有 29 只基金

最新净值低于 0.5元，其中申万菱信深

成进取和博时上证超大盘 ETF 两只

基金净值不足 0.2 元；与此同时，累计

净值低于 1元的基金高达 472只。

或许基金公司可以为其净值大幅

“缩水”找出各种理由。 比如分级基金

所具备的杠杆效应放大了折价水平以

及部分基金成立时净值偏低等。然而，

“一毛基金”的出现仍令曾对基金寄予

厚望的基民感到心寒。

“这比股市被‘腰斩’更可怕。 ”一

直被深套的基民李小姐抱怨说，“专业

理财机构不仅没能帮百姓实现盈利，

甚至连本金都几乎打了水漂。 ”

事实上，从更长时间来观察，基金

市场似乎也难逃“牛短熊长”“赚少赔

多”的命运。 据了解，2008年 A股市场

由牛转熊， 基金全年巨亏 1.5 万亿元。

2009 年股市单边反弹为基金业带来

9100亿元的利润， 但好景不长。 2011

年，基金业再度出现 5004 亿元的巨额

亏损。

即便今年上半年， 基金业获利

997.56 亿元， 但同期已实现收益却为

-722.74 亿元。 这意味着账面上的盈

利， 并未能变成持有人口袋中的真金

白银。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和晨星公司日

前发布了一年来全球最佳及最差基金

排 行 。 中 国 股 票 基 金 以 年 回 报

-21.67%排名倒数第六。

投资者损失惨重，经理人“旱涝保收”

上海基民郑莘向记者晒了一下自

己的基金账单。 从 2011 年初开始，他

陆续投入了 20 多万元购买基金，目前

仅有一只货币基金和一只 QDⅡ基金

略有盈利。算一下总账，一年多来基金

投资非但没能给他带来一分钱的增

值，反而造成了逾两成的本金损失。

“常听人说基金公司是‘专家理

财’，我的钱到底被‘专家’们理到哪里

去了？ ”郑莘无奈地说。

与基民本金“朝不保夕”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旱

涝保收”。

据统计，2007 年到 2011 年， 基金

公司共为投资者创造盈利 373 亿元，

而同期基金公司累计提取管理费高达

1456亿元，为基民同期盈利的近 4倍。

据媒体披露， 在基金全行业亏损

阶段，主动股票型基金经理的年薪“起

步价”超过百万元，一位成熟的债券型

基金经理年薪高达 300万元以上。

基金经理没有为投资者赚到钱却

养肥了自己， 基金业巨亏之下仍能坐

收高昂的管理费， 这种怪现状无疑是

对基金投资者利益的“生吞活剥”。

据了解， 内地公募基金按照固定

比例计提管理费。一般而言，偏股型主

动投资基金年费率多固定在 1.5％，投

资多个海外证券市场的 QDⅡ基金年

费率为 1.5％至 1.8％等。

“分散风险”成忽悠，

“满地基毛”为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