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基金分红一般是在什么时候_各种基金一般什么时候分红-
股识吧

一、请问：基金年底分红一般在何时？金融危机下什么时候赎回
比较好？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基金分红的条件：
⑴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⑵基金当年收益先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⑶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所以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这些基金09年很难恢复分红能力！
投资者都喜欢基金分红，但实际上不是任何时候分红都对投资人有利。
如果市场正处上涨阶段，基金管理人抛售股票，虽然分了红，但是基金失去了跟随
大盘继续上涨、获取更多收益的机会，可能还需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质股票
。
另外，股票的买进、卖出都需要支付交易费用，这些也将削减基金持有人的投资收
益。
反之，当股票市场将进入调整期，基金管理人适时抛售股票，将收益以分红的形式
回报给投资人，可以部分回避市场的下跌风险。
基金公司会根据市场的变化，积极合理地安排分红时间，在投资时机和分红需求之
间找到有效平衡点，而不是简单地为分红而分红。

二、基金什么时候分红

（招商银行）基金分红时间没有统一规定，各有不同，一年内可能不分红，也可能
有多次分红，具体可查看基金公司具体公告，您可以：1.登录大众版/专业版，在“
投资管理”-“基金(银基通)”-“基金首页”，点击“基金产品”，找到需要查询
分红信息的基金，点击“基金简称"，会有个"第三方基金详情"，在新页面选择"基
金公告"查看即可；
2.请点此网页链接，在右上方”基金搜索“中输入代码查询；
&nbsp；
3.直接联系基金公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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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什么时候能分红

1什么是基金分红 基金分红是指基金公司将基金收益的一部分派发给投资者的一种
投资回报方式，这部分收益原来就是基金单位净值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基金分红需要满足以下原则：
1.基金当期收益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有的基金还在招募说明书中对基金收益的分派事先作了约定，如一年中最少、最多
的分派次数，或当可分配收益达到一定标准就进行分红等。
2.基金收益分配后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3.如果基金当期出现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因此，投资者实际上拿到的也是自己账面上的资产，这也就是分红当天(除权日)基
金单位净值下跌的原因。
在满足以上条件后，分红还要根据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而定，如果基金经理认为基
金所持有的股票有长期增值的空间，也可以不分红。
具体的分红条款可查阅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
2基金分红方式 .目前的开放式基金一般都会向投资者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分红方式
∶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
现金分红方式∶就是基金公司将基金收益的一部分，以现金派发给基金投资者的一
种分红方式。
基金公司把分红金额直接打进你的银行卡。
红利再投资方式∶就是基金投资者将分红所得现金红利再投资该基金，以获得基金
份额的一种方式。
如果您暂时不需要现金，而想直接再投资，您就可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在这种
情况下，分红资金将转成相应的基金份额增加，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对于看好后市想追加投资的客户，或者平时没有时间关注投资而想将这笔资金做长
期投资的客户，选择红利再投资就是明智之选。
而对于想落袋为安的谨慎保守型投资人，选择现金红利则可以保证前一段时期的投
资收益。
如果您想变更原来选择的分红方式，您也可以到您办理基金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或
代销机构营业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投资者没有指定分红方式，则默
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基金管理人进行红利分配时，需要定出某一天，这一天登记在册的持有人可以参加
分红，这一天就是“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就是在预先确定的某日从基金资产中减去所分的红利总金额。
在除息日，基金份额净值按照分红比例进行除权。
一般来说，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享受基金当次分红权益。
如果权益登记日、除息日是同一天，当天的净值中会份额净值中会扣除红利部分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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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分红并不是凭空增加价值。
分红前投资者申购基金的份额净值较高，但可以享受分红的权益，而分红后申购则
基金份额净值较低。
基金作为一种中长期的投资理财方式，只要您看好某只基金未来的增长趋势，您就
可以考虑适时购入。
分红前或分红后购入对收益没有任何影响。
只有健康的分红，才值得追随。
所谓健康分红，是基金经理根据市场判断的理性选择：大盘涨时，不用太急着分红
，可待手中牛股获得更多收益；
大盘开始回调，则将手中兑现的收益分配掉，免得日后净值下跌吞噬掉投资者的浮
盈。
健康分红的状态很理想，但如基金公司能从投资者利益出发坚持这样做，没有理由
不吸引长期追随者。
选择基金时，并非分红越多越好。
如果某只基金投资一个行业一段时间后，觉得行业潜力已充分释放，需要调整资产
配置，这时的分红才是正常的。
在决定是否选择高分红基金时，还要了解自己投资基金的目的。
有的投资者“养基”的目的就是喜欢这只“基”经常“下蛋”；
有的则希望这只“基”长得越大越好。
可以肯定的是，是否分红不应影响投资者究竟买不买某只基金。
因为基金分红实际是把基金持有人自己的钱给分了，相当于从投资者左边的口袋拿
到右口袋。
如果想继续投资这只基金，还要多一道程序，把钱从右口袋拿回到左口袋，同时还
得再交一次申购或赎回费。
认为分红就是沾了便宜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四、基金什么时候分红，我购买基金什么时候有

若是招行代销基金，分红到账时间：现金分红到账时间，一般为红利发放日后的一
周左右；
红利再投资份额增加查询时间，一般为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后的T+2可查询到。
【温馨提示】分红具体信息以基金公司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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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种基金一般什么时候分红

封闭式基金一般是年报公布后分红，开放式基金因为可以随时赎回，所以这个问题
就不太重要了．而且他们的分红也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在基金净值不断走高的情况
下，各基金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分红潮。
今年以来，已有89只开放式基金共计分红136次，远高于去年全年53只开放式基金1
07次的分红记录。

六、基金一般什么时候分红

基金分红的频率是会变化的，影响的因素很多。
按照有关规定，开放式基金分红需要具备以下3个条件：
一是基金当年收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分配；
二是基金收益分配后，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三是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能进行分配。
在满足这些条件下，基金当年会分红，如果招募说明书并未写明具体的分红条件，
则分红时机和次数完全由基金公司决定。
有些基金就是会频繁分红，比如华夏回报，特征就是分红多；
有的基金不会经常分红，且如果分红也是很少量的。
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
数量的资金。
例如，信托投资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会的基金。
人们平常所说的基金主要是指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基本分析法，技术分析法、演化分析法，其
中基本分析主要应用于投资标的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上，技术分析和演化分析则主
要应用于具体投资操作的时间和空间判断上，作为提高证券投资分析有效性和可靠
性的重要补充。
基金是一种间接的证券投资方式。
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
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然后共担投资风险、分
享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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