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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比特币价格的暴涨暴跌还在继续。2月28

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当日凌晨4时

至早上7时30分，比特币从4.74万美元急

跌至4.51万美元，3小时跌幅达4.85%，随

后至上午9时20分，比特币价格又回弹至

4.65万美元，而后再次开始下跌模式。截

至2月28日上午11时，比特币报4.54万美

元，近24小时跌幅4.14%。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截至2月28日

下午2时10分，比特币价格再次跌至4.39

万美元。跟比特币保持统一趋势，其他币

种也出现暴跌行情，其中，以太坊、莱特

币、币安币、比特币现金等虚拟币，日内

跌幅分别为9.18%%、9.72%、10.07%、

8.59%，且每秒钟价格均在发生变化。

一资深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对近日比特币连续的暴跌已有预

期。在他看来，本轮比特币牛市是高通胀

预期下的产物：一方面，受疫情的影响，

未来一年里全球经济复苏减缓；另一方

面，多国央行推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推高金融市场的通胀预期。高通胀经济

环境下，为了规避名义本金的受损，以

及追求更高收益的需要，机构投资者增

加了对比特币的需求。因此，同样当全

球经济开始复苏，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开

始收紧，市场通胀预期发生改变时，机

构投资者会抛售比特币，引发比特币价

格的暴跌。

此外，此次比特币暴跌也受到短期

消息面的影响。2月26日，有媒体报道称，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日正在介

入并调查马斯克，是否涉嫌利用自己的

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影响力，操纵狗狗币

等虚拟货币。消息一出，狗狗币和比特币

双双大跌，其他虚拟货币也一泻千里。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变革

与管理学院区块链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

中心主任刘峰看来，近日比特币价格暴

跌主要是几个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

方面SEC发声要对马斯克进行调查，导

致市场交易者心态异动，另一方面以太

坊2.0升级版本涉及到矿工利益之争，也

让以太坊升级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宏

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也是对比

特币为主的虚拟币的价格利空。总的来

说，牛市中波动大幅度跳动较为频繁，需

要注意风险。

在比特币价格暴涨暴跌行情下，无

论是做空还是做多的投资者都惨遭“双

杀”。2月28日11时，合约帝数据显示，近

24小时内共有5.86万人爆仓，总爆仓金额

高达3.66亿美元（约23.71亿元人民币）。

爆仓事件仍在持续，截至2月28日15时30

分，24小时内增至9.6万币民爆仓，总爆仓

金额高达6.68亿美元（约43.26亿元人民

币），该次爆仓中，亏损人群中更多为对

行情看涨的投资者，也有一部分看空的

人群。

“暴涨暴跌下持有合约的投资者爆

仓的可能性比其他时间更容易发生。”刘

峰认为，交易中涉及法律风险的地方需

要注意，虚拟货币交易行为不被法律所

保护。

目前，比特币热度仍居高不下，币圈

乱象也屡禁不止。刘峰指出，在牛市的时

候，币圈市场往往会伴随大量拉人头的

传销行为、巨额流动的洗钱行为和以培

训班或投资群的名义实则诈骗的行为出

现，投资者需要关注此类风险，处理财产

的时候要有防骗意识。同时，涉及一些人

民币资产的进出，伴随着出入金打折等

广告宣传吸引投资者去购买的行为，实

际上也可能蕴含了洗钱的风险，投资者

需要特别注意。

新发数量骤降

开年之际，公募新品不断，爆款频出。不

仅多只基金一日售罄，更有产品募集规模高

达2400亿元，创下公募发行史新高。但受春节

假期休市及近日市场表现影响，不同于前一

月的火热发行，2月新基金发行明显降温。

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按认购起始

日来看，截至2月28日，本月新发基金仅39

只 （份额合并计算，下同），环比下降

74.17%，创下自2018年2月以来的发行新

低；在此标准下，新基金发行规模也仅为

1499.51亿元，环比下降72.94%。即使按基

金成立日来看，2月约有120只基金成立，环

比下降9.09%；发行规模为2966.8亿元，环比

下降39.47%。对比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在2

月成立的基金中，超六成来源于1月或更早

之前开启发行的产品。

回顾此前，2020年度成为新基金发行的

大年，发行数量及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按成

立日来看，2020年度，公募新发基金共计1472

只，规模高达3.1万亿元；而至2021年1月，公

募发行热度不减，新发基金132只，募集规模

达4901.2亿元，“日光基”频现更是反映了投

资者的高涨投资热情。

那么，为何2月新基金发行突然降温？财

经评论员郭施亮表示，主要有几方面因素导

致。首先，由于前期市场过热，可能存在政策

引导市场恢复“冷静”的因素。其次，则是部分

基金产品过度抱团，基金发行热度越大，机构

抱团的情况就越明显。为减少该现象的发生，

政策导向可能会控制新发基金的规模，导致

其发行速度下降。

在基金豆资深分析师孙龙看来，1月基金

发行的火爆，透支了部分投资者对基金产品

的投资热情。而自1月下旬开始，尤其是春节

后，部分核心资产的大幅回调对部分投资者

的信心也造成了较大打击，减弱了认购新产

品的热情。“基金公司在1月发行的基金数量

和募集额度，大概率已经超额完成当前计划，

适当放慢基金发行的节奏，既有利于做好对

基金产品的管理，也有利于基金公司对自身

品牌形象的提升。”

同质化严重

而在发行数量骤减的同时，部分新发基

金也“遇冷”。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

共有4只新发基金募集失败，而去年同期仅1

只产品宣告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据统计，今年2月共有中金丰盈混合、中

金丰盛混合、融通创业板ETF（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基金）联接基金3只产品发布基金合同不

能生效的公告，1月则有长安泓汇多利3个月

滚动持有债券募集失败。

公开资料显示，中金丰盛混合的募集时间

为2020年11月6日－2021年2月5日，中金丰盈

混合募集时间则为2020年11月18日－2021年

2月17日。同时，上述两只产品的份额发售公告

均指出，当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时，在基金募集

份额总额不少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2

亿元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0人的条件下，

达到基金备案条件。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

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则募集失败。

而融通创业板ETF联接基金则于2020年

12月22日－2021年2月4日期间公开募集，基

金备案条件与上述两只产品相同，但也由于

未满足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备案条件，故基

金合同不能生效。

对于上述产品募集失败的原因，某资深

市场人士认为，由于上述基金的发行时间

“卡”在爆款产品频出的阶段，且不具备明显

优势，所以导致被投资者忽略。此外，新发基

金募集失败也和管理人的知名度及规模有一

定的关系。

郭施亮进一步分析，“由于当前市面上现

存过多的同质化基金产品，而投资者则热衷

追求明星基金产品，所以存在部分产品未能

受到投资者集中青睐的情况”。

营销助推“日光基”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部分新基金的发行

情况不尽如人意，但正如郭施亮所说，在投资

者追求明星基金产品的当下，仍催生不少“日

光基”。

此前2月24日，由朱雀基金投资老将梁跃

军担纲的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公开发行

募集。据份额发售公告显示，该产品的募集上

限为80亿元，募集期限为2021年2月24日－3

月12日。但由于认购情况火爆，朱雀基金将募

集截止日提前至2月24日当天。据认购申请确

认比例公告估算，朱雀恒心一年持有期混合

当日约募得181.65亿元。

与此同时，由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平衡

风格总监洪流任“舵手”的嘉实竞争力优选混

合原定于2021年2月22日－3月3日发行募集，

募集上限同为80亿元。但2月22日晚间，嘉实

基金发布公告称，提前结束该基金的募集，并

将募集截止日提前至2月22日下午5时。经确

认比例后，嘉实竞争力优选混合当日约募得

359.71亿元。

此外，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月

以来，包括上述产品在内，还有易方达悦盈一

年持有期混合、嘉实品质回报混合、景顺长城

新能源产业股票等16只产品的募集时间均为

1天，在当月新发基金中（以认购起始日计算）

占比超四成。

针对新基金发行“退烧”但爆款仍不断的

现象，孙龙认为，在明星基金经理光环的加持

下，可能引发部分投资者的抢购。此外，销售

渠道的能力以及投资主题的热度也是助推爆

款基金诞生的原因。对于后续的发行情况，孙

龙认为仍和股票市场表现密切相关，若市场

上涨，基金发行市场或再次火爆。

前述市场人士也提到，爆款基金频出与

股市表现有莫大的关系，但也与当前市场的

营销手段和技术趋于成熟有关。得益于基金

公司与渠道的共同营销，结合此前的市场行

情，因此爆款基金频出。展望后市，爆款产品

仍有望批量出现。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当

前共有164只基金（份额分开计算）计划在3月

发行。其中，包括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

基金、南方基金等多家头部机构旗下产品也

将开启募集。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媛

在行业严监管之下，房地产信托刮起了一

场“撤退风”。2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

信息梳理发现，目前包括华润深国投信托、五

矿信托、四川信托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纷纷对

持有的房地产公司股权进行了缩减。有人离场

就有人进场，另有中融信托、兴业信托利用入

股、融资等方式悄然布局。在分析人士看来，在

现行监管政策导向下，房地产信托将面临融资

类信托规模缩减、房地产信托规模总量控制的

双重压力，信托公司需要建立完整的判断体系

和风控模型来筛选项目介入。

退出与进场互现

窗口指导、余额管控俨然成为了房地产信

托的关键词，在强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有不少

信托公司纷纷开始“缩围”手中持有的房企股

权。2月28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

发现，近日包括华润深国投信托、五矿信托、四

川信托在内的多家信托公司均对名下持有的

房企股权进行“断舍离”。

从具体的案例来看，近日，华润深国投信

托退出持有长沙帆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股权变动之前，华润深国投信托持股比例

为45%；股权变动之后，华润深国投信托彻底

退出该公司股东行列。

无独有偶，五矿信托也在近日新增了一条

退出信息，该公司退出持有南宁市豪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退出前持股比例为20%。

同样，四川信托也退出铜仁嘉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行列，退出前持股51%，退出

后四川信托不再持有该公司股权。

对上述三家信托公司退出持股房企的缘

由，一位信托行业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多家信

托公司对持有的房企股权进行了缩减，主要是

前期房地产开发商通过股权做的融资，后续项

目到期退出的一种模式。

不过，有人离场也有人入场，北京商报记

者同时注意到，兴业信托近日新增了一条投资

信息为北京盛智房地产有限公司，此次股权变

动之前，北京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

司100%股权，兴业信托接盘后，持有该公司股

权比例为51%，成为该公司大股东。

除了入股方式，也有信托公司通过融资

方式间接“收获”房企股权，2月26日，福星股

份发布公告称，拟以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

惠誉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天立不动

产 （武汉）有限公司80%股权置换中融信托

8.91亿元资金。

上述协议约定，中融信托拟以本次信托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91亿元（具体以信托计

划发行后实际募集资金扣除1%用于缴纳信托

业保障基金后的金额为准）用于对项目公司股

权投资以进行目标项目开发，并获得相应的投

资收益。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中融

信托此举就是通过此类股权置换模式设立信

托计划给福星股份融资。兴业信托也是通过控

制对应公司股权的模式，从而达到控制项目风

险的目的。

融资渠道缩减

在现行监管政策导向下，房地产信托的规

模近期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中，来自中国信托业

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

末，投向房地产领域的信托资金总额为2.38万

亿元，较2019年末下降3262.01亿元，降幅达

12.06%。2020年三季度末投向房地产的资金

信托规模较2019年二季度末的最高峰值下降

5516.60亿元，降幅达18.83%。

可以预见的是，为促进房企降杠杆，保障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信托规模的

下降将是大势所趋。一位信托公司观察人士认

为，房地产信托目前遭遇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体

信托市场的集中浓缩，短期内较难完全解决。

房地产信托将面临融资类信托规模缩减、房地

产信托规模总量控制的双重压力。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看来，从大的方向来讲，房地产信托规模下滑

已经成为趋势，如果一些房地产项目和信托捆

绑得比较紧，还存在很大风险，甚至可能影响

信托公司品牌的一些声誉。再加上2021年一季

度房地产信托已经出现了不少项目违约事件，

所以2021年二季度，房地产信托方面的风险整

治将成为监管治理的一大亮点。

如何过“寒冬”

房地产信托被严监管预示着传统信托业

务的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受到制约，传统粗放的

高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未来信托公司如

何应对房地产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成为值

得思考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在房地产信托运作的过程

中，投资者先将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

司再委托信托经理筛选优质房地产项目。信托

公司和信托经理能否勤勉尽职地履行职责，也

直接影响着房地产信托产品的安全性。

“信托公司需要有更多的房地产专业人才

支持来应对房地产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有

限的规模下更需要有完整的判断体系和风控

模型来筛选项目。”廖鹤凯提醒称，在资金面不

放松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可以多维度考量项目

本身，通过合理的流动性管理，获取跨越周期

的超额收益。

严跃进进一步指出，“政策的收紧，并不

代表房地产市场整个绝对规模的收紧，在收

紧政策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到一些投资机会

也很关键，信托公司应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去

进行投资”。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不同于此前持续的“高温”现象，近期的公募新发情况遇到“春寒”。公开数据显示，从认购起始

日来看，截至2月28日，该月仅有39只新基金发行，环比下降71.17%，发行规模也环比下滑超七成。

在上述背景下，部分新发产品遭遇“冷热不均”的情况，一边是“日光基”频出，百亿级爆款基金不

断，另一边则是3只新发基金募集失败。在业内人士看来，由于市面上现存过多的同质化基金产品，

加之投资者热衷追求明星基金产品，所以导致部分产品未能受到投资者的集中青睐。另外，发行规

模的环比下滑或与前期市场过热不无关系，若后续市场上涨，基金发行市场或将再次火爆。

周期：2021.1.1-2.28
日期类型：认购起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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