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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分级基金有什么风险——分级基金有没有风险？-
股识吧

一、分级股票基金有没有风险

分级股票基金是高风险基金投资股票型分级基金，尤其是进取份额时，要重点考虑
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杠杆的大小，不同的分级基金有不同的杠杆，从目前主流的分级股基来看，
一般优先份额与进取份额的比例是1：1或者4：6，也就是初始杠杆是2倍或者1.67倍
。
随着两者之间净值比例的变化，杠杆也会变化。
一般来说，如果进取份额的净值增长，则杠杆会减小，如果进取份额的净值较少，
则杠杆会变大。
因此在投资时需要先弄清楚杠杆的大小，明确风险和收益放大的比例。
第二，要考虑基础份额的投资标的，是以大盘股为主还是小盘股为主，是主动管理
型还是被动指数型，投资者要有一定的判断。
比如在近期上涨中，小盘股表现较好，中证500指数的涨幅明显大于中证100指数，
因此信诚中证500B的涨幅也远大于国联安双禧B中证100。
此外，波段操作的投资者可以更多选择一些指数型的分级基金，因为指数型所包含
的行业分布和个股比较明确，更有利于做出判断和操作。
第三，目前的折溢价情况。
一般来说，过高的溢价率会透支掉进取份额的未来收益，造成上涨动力不足，因此
在投资时需要注意。
如申万深成进取就是因为以前的溢价率过高，在这次上涨中二级市场的涨幅小于净
值的涨幅。
一般来说，可以观察历史上的折溢价情况来对目前份额的折溢价率做出一定的判断
。
第四，是否可以配对转换。
配对转换机制是分级基金独有的一种交易方式，两份基础份额可以拆分成一份优先
份额与一份进取份额，相反的，一份优先份额与一份进取份额也可以合并成两份基
础份额。
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基础份额整体上没有过大的折溢价，因为一旦基础份额的价格和
价值偏离过大，就会有套利的空间，从而使价格回归到价值附近。
这种机制也造成了优先份额与进取份额的跷跷板效应，两者之间的折溢价率呈现此
消彼长的现象。
比如目前有配对转换的分级基金中，高溢价率的进取份额一定是对应高折价率的优
先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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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转换机制，进取份额往往会出现折价，如国泰估值进取和长盛同庆B，要
特别注意。
第五，到期时间。
随着到期时间的临近，进取份额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会逐渐向价值回归，折溢价将
消失，这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产生负面影响。
像瑞福进取正是因为到期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价格逐渐向价值靠拢，溢价率明显减
少，即使在这次上涨的行情中，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弱于大盘走势。
总而言之，分级股基的进取份额是一把双刃的利器，在上涨过程中，涨幅较大，是
良好的投资品种，但是在下跌过程中也会放大损失，蕴含着比较大的风险。
从构造的原理上来看，分级基金的进取份额其实是看涨期权的多头，属于场内交易
衍生品的一种，和普通的基金有比较大的区别，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对其有充
分的了解，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进行投资。

二、分级基金有哪些风险

分级基金的复杂性大于普通基金，投资者在投资分级基金中应注意如下风险：（1
）分级基金将基础份额拆分为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子份额，但基金资产仍然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投资运作，因此，同样面临各种投资运作风险。
（2）尽管分级基金收益较低的子份额具有低风险且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特性，但
仍然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乃至遭受投资本金损失的风险。
（3）高杠杆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上涨时能放大收益，下跌时投资亏损也会同
步放大。
（4）估值合理性问题。
分级份额参考净值的估算均采用简化的“清算原则”，这一方法未考虑分级份额包
含的期权价值，不能反映分级份额的真实价值。

三、玩分级基金有风险吗，分级A怎样？

你好，分级基金有风险，但分级A风险非常非常小，基本忽略不计。
相当于分级B向分级A借钱炒股或者炒债券，分级B则风险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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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业板股票有哪些风险

买创业板股票的五大风险 从投资者角度看，与股票主板市场相比，股票创业板市
场除了存在所有股市存在的一般风险以外，还存在五个方面比较突出的风险。
一、退市风险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设计较主板市场更为严格。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可直接退市，不再像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一样，要求
必须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与主板市场相比，可能导致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退市的情形更多，退市速度可能更
快，退市以后可能面临股票无法交易的情况，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将可能面临
本金全部损失的风险。
二、公司经营风险 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一般处于发展
初期，经营历史较短，规模较小，经营稳定性相对较低，抵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
的能力相对较弱。
此外，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发展潜力虽然可能巨大，但新技术的先进性与可靠性、
新模式的适用面与成熟度、新行业的市场容量与成长空间等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投资者对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高成长的预期并不一定会实现，风险较主板大。
三、股价大幅波动风险
以下原因可能导致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股价发生大幅波动： （1）公司经营历史较
短，规模较小，抵抗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股价可能会由于公司业
绩的变动而大幅波动；
（2）公司流通股本较少，盲目炒作会加大股价波动，也相对容易被操纵；
（3）公司业绩可能不稳定，传统的估值判断方法可能不尽适用，投资者的价值判
断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四、技术失败风险 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不确
定性，相关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较快，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五、市投机风险 股市投机是指预期股价有上涨机会或者预谋创造股价上涨机会，
在股价尚未涨到目标位前投入资金买进股票，待股价涨到目标位时将股票卖出获利
的行为。
股市投机风险是指投资者由于自己投机失误或他人过度投机而给自己的投资造成损
失的可能性。
主板市场也有投机风险，但是创业板的投机风险程度大大超过主板市场，因为创业
板股票规模小，容易操纵，价格涨得快跌得也快，涨得高跌得也深。
这些可以慢慢去领悟，投资者进入股市之前最好对股市有些初步的了解。
前期可用个牛股宝模拟炒股去看看，里面有一些股票的基本知识资料值得学习，也
可以通过上面相关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一套成熟的炒股知识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祝投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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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级基金有没有风险？

分级股票基金是高风险基金，分级基金固定端与杠杆端的资金比例一般情况都是1
：1的，以此为例，理论上基金的净值亏损50%时，杠杆端血本无归。

六、创业板etf风险大吗，能不能定投

定投一般指长线，理论上找有成长性的才适合定投，创业板一段时间涨，一段时间
跌，不合适。

七、分级股票基金有没有风险

分级A赌下折的风险：1、母基金下跌风险：下折是分级A净值约0.15-0.25部分折算
为新的分级A，剩余部分折算为母基金，根据折算规则，折算后的母基金最快在T+
2日（T-1日为下折触发日）可以赎回，实际收益会受2日的市场波动。
2、赎回流动性风险：在极端行情下出现巨额赎回，基金公司难以支付赎回费用的
风险，但目前来看，基金公司拒赎的概率较小。
3、市场反弹导致下折落空风险：通常在有下折预期时，就会有很多人买A赌下折
收益，如果此时母基金不再下跌，而是转而上升，分级B脱离下折区域，那么分级
A就会跌回原值，有一波大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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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创业板分级基金有什么风险》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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