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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闻

当新能源成为A股最火概念，不少基金

经理正忙于转赛道、发新基。截至 8 月 11

日，正在发行或待发的新能源相关主题基金

多达 15 只。基金争先恐后“围剿”新能源赛

道，这场面像极了去年基金抱团医药、白酒

等板块。市场大热之时，我们不妨做一些

“冷思考”,一些基金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已

然违背了“契约精神”，而基金再次扎堆，市

场风险正在迅速积聚。

新能源高景气赛道的“虹吸效应”逐步

放大。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1 日，正在发行

的新能源相关主题基金有9只，同时，还有另

外 6 只基金也将在 8 月开售，涵盖到了新能

源、新能源车、电池、碳中和四大细分领域。

此外，还有一些基金公司通过“标题党”的方

式来搭乘新能源“快车”。

“乱象”亦随之而生，基金经理为了排

名，甚至抛弃原定投资方向，转而追逐市场

新热点。“契约精神”被摆在何处？为了追逐

新能源风口，出现了基金名称与投资标的不

符的现象。诸如近期“双减”政策的落地引

发教育股重挫，一只教育股票基金以教育为

门面，但投资的股票多数与教育毫不相关，

前十大重仓股票，除中公教育之外，宁德时

代、亿纬锂能、隆基股份、阳光电源等都是实

打实的新能源股票。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

狗肉”的行为。我们知道，基金投资标的与

约定主题背离，是不符合契约规定的。基金

可以变更投资范围，但应当依法依规。

基金再次变着法儿扎堆，等待着投资者

的是什么？这些“冲动”的资金短时间内冲

进市场推高股价，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价格

偏离价值后的暴跌。这样的教训我们不是

没有领教过。

最近投资市场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莫过于新能源股票和基金还能买吗？这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去年“喝酒吃药”行情。热

钱蜂拥至医药、白酒板块，风险涨出来了，随

之而来的是抱团资产被“团灭”。当下，新能

源板块已然热到发烫，常识告诉我们，人多

的地方不要去。

且记住，一致性是市场的大忌。分歧产

生交易，交易孕育牛市，如果市场形成高度

一致，交易通道越来越拥挤，一致性会遭遇

反噬，随时可能发生踩踏。不妨多问自己一

句：机构抱团瓦解之时，我们能否全身而

退？当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的确

是未来中国投资最重要的方向和赛道之一，

其承载了中国的能源革命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使命，未来长期大概率向上。但是，该板

块现阶段存在快速的技术迭代风险、短期过

热风险和预期过高催生的高估值风险，需要

投资者警惕。

■ 张勇

日本官员称，举办东奥会的预算为154

亿美元，但日本政府审计员表示，实际总支

出超过了200亿美元，几乎是最初申办时预

测的74亿美元的三倍。这意味着，本届奥运

会的总成本超过了伦敦奥运会的110.04亿

美元，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贵的奥运会，对于

日本而言，东京奥运会亏损已成定局。

事实上，东京奥运会或许是一个缩影，

折射出奥运会经济效益下降的现状。曾几

何时，申办城市需要经过多轮的激烈竞争才

能获得举办权。如今，奥运会举办权就像一

个“烫手山芋”，愿意申办的城市屈指可数。

据梳理，2004年第28届夏季奥运会的

申办城市为11个，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

会的申办城市为10个，2012年第30届夏季

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9个，2016年第31届

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7个，2020年第32

届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城市为6个。而到了

2024年第33届奥运会举办权竞争时，由于

最终申办城市只剩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

因此国际奥委会直接宣布巴黎获得2024年

奥运会举办权、洛杉矶获得2028年奥运会

举办权。

上海纽约大学客座讲师王日臻指出，申

办城市日益减少主要是源于有意愿、有能力

举办奥运会的城市越来越少，因为举办一届

奥运会成本非常高昂。

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

为竞技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的梦想。通过

北京奥运会，中国成为体育大国。如今，经

过多年的努力与大赛的洗礼，中国正逐步迈

向体育强国。

然而，伴随着奥运会热度的散去，大部

分奥运冠军将慢慢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中，

因为绝大多数的奥运会项目都面临着产业

化不足的困境。如果不是奥运会，也许关注

的人数寥寥无几。如何促进这些项目的产

业发展，是我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关键因素。

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何文义表示，竞技体育项目的产业化发

展首先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即优化

产业政策，完善配套设施。主要分为三个方

面：需要落实已有税费政策，如对于小众体

育项目的运营推广，企业可享受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小微企业财税优惠等政

策；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体育赛事转

播权市场化运营，建立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标

准、完善评估制度；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小众体育项目企业

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质押贷款创新。

如今，中国也正努力促进体育产业化的

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体育总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9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9483亿元，增加值为11248亿元。从名义增

长看，总产出比2018年增长10.9%，增加值增

长11.6%。体育产业总规模约占GDP的3%。

近期，国务院正式发布《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的通知》。该《通知》提出，

“十四五”期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

万亿元。

何文义认为，“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

到5万亿元”意味着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根据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

展经验以及我国的自身实际，我认为‘十四

五’期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的增长主要

还是依靠体育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体育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我国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

■ 21世纪经济报道 施诗

东京奥运会启示录：

失落的荣光与产业化破局

基金扎堆新能源发行火爆投资需要“冷思考”

第一次无观众办赛、第

一次延期、史上最贵……这

一切都是2020年东京奥运

会留在体育史上的“标签”。

8月8日，这届注定被载入

史册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回

首17天的奥运之旅，充满着

兴奋与感动。比赛的硝烟散

去，东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

除了感动之外，还有反思：奥

运会为什么会成为“烫手山

芋”？大赛经济的魔力为何

逐渐消失？竞技体育产业化

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经济评论

1~7月进出口
创历史同期新高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1~7

月，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快中

趋稳、稳中向好，有力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1~7月，进出

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

21.34、11.66、9.68 万亿元，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

长24.5%、24.5%、24.4%，均为

10年来新高，两年平均增速分

别为10.6%、10.9%、10.2%。7

月当月，进出口3.27万亿元，

为历史单月次高（仅次于今年

6月的3.29万亿元）。

上半年商业银行
净利润1.1万亿元

8月10日，银保监会发布上

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

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0.39%，较

上季末下降0.89个百分点。平

均资产利润率为0.83%，较上季

末下降0.07个百分点。

住建部：严控城市更新大拆大建确保住房租赁市场平稳

为积极稳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8月10日，住建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通知》），从坚持划定底线，

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持城市记忆。

《通知》明确，要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新增建筑，严格控制大规模搬迁居民，确

保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一位不愿具名的城市更新资深专家表示，大拆大建不符

合城市更新要求，能改就不要拆，如有必要拆，也要提前做好科学调研和规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