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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基金市场上跑出了不少翻倍牛基，并且大部分的基金收益都可观情况下，我
询问了周围一圈基民朋友，发现大部分人一整年下来还是负收益的，他们普遍都说
挑选基金太难了，不好挑选。

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投资知识选择基金练练手，回头发现基金投资并不是可以无脑
投资，挑选基金还是一门大功夫，因此大多数投资者投资基金时都会觉得基金挑选
难。而在普通投资者金融市场上投资基金或者股票到底哪个会比较难呢，那个比较
简单呢。首先我选取两位FOF基金经理他们的观点，从他们专业的角度出发来看待
这个问题。广发基金
杨喆：未来，大家会发现挑选基金的专业度要求，会比选择股票的专业度要求更高
，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1）全市场基金数量有8000多只，差不多是全市场股票数量的翻倍，理论上选到
好基金的概率比选到好股票的概率更低；

（2）构建基金组合比构建股票组合的步骤更多，大部分人选股只需要做自下而上
，但基金组合的构建一定少不了自上而下环节，而且涉及的资产类别更广，不只是
研究A股权益这个单一资产类别。

国君资管李少君：我们知道，在整个市场上，第一从数量上来说，股票大概4000多
只，但基金产品的话大概在8000多只。2比1的比例，选基金肯定是比选股票要难
的。

第二，无论是官方的一些数据还是我们自己调研的一些数据来看，往往股票投资者
的收益很难超过基金投
资者的收益。比如去年基金的收益的中位数
在38%左右，但如果从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样本来看，股票投资者的收益远远达不到
这个数字。

第三，股票的投资和基金的投资一样，都是很专业的事情。而基金的信息透明度，
往往是不如股票或者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的。因为一个公司终归会有一个固定的
主营业务，那么通过这个主营业务，无论是他的上游、下游还是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更多的信息。但对于基金来说，背后的是基金管理人，他
的想法和投资观点，是时时刻刻在变的，很难随时或者很稳定的去捕捉到这样的逻
辑。总的来说，在FOF基金经理的观点中，由于自身所处位置的原因，都是表达出
选基难度比较大。但是其中一些观点却是直指选基难的痛点，例如基金的数量是远
大过于股票的，以及信息不对称。根据天天基金网
统计：现国内基金产品达10358个，其中股票型、混合型、指数型三者加起来就相
当于A股4700支股票的两倍多。单从数量来看，选基确实是难度是大过选股。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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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股票来说基金的信息很多没有及时不公布于市场上，投资者自从通过一些以
往业绩以及公告进行分析判断基金未来业绩，这种缺乏足够数据支撑的，导致了很
多人觉得选基难度大。

相反是否选股的难度就小过于基金呢？并不一定。要知道股票投资对一个投资者各
方面的要求则是更严格的，股票投资中一个投资者一方面要关注宏观方面的国家政
策以及国际形势，另一方面则需要关注微观方面行业公司上下游等变化。而普通投
资者能在这方面上投入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而且本身不具备投资股票相应的理论基
础，很难长期在市场上与专业的机构搏杀中存活。归根到底，大家所说的选股难与
选基难其背后的本质就是大家能不能到钱。我们结合下图数据分析，其实可以发现
偏股基金的收益其实是大幅跑赢大部分股票的，也就是说如果单从想追求跑赢大盘
的收益，而不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凡做做功课买个基金养养，而不去费心费力
研究股票，毕竟靠着股票暴富的人是寥寥无几的。

回到开头的问题中，在买基金收益长期收益跑赢大盘收益，为啥大伙的基金普遍都
是亏的呢？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两点：1：阶段性择时和频繁的风格轮动会降低长
期投资收益

根据汇添富
李彪观点：在投资中，我们可能会忍不住做择时，但是阶段性择时和频繁的风格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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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产生损耗，这些损耗会降低长期投资收益，虽然正确的择时可以提升短期的持
有体验，降低组合的波动，但是长期来看会是损害收益的。有时候维持一个比较稳
定，相对均衡的组合，有可能对结果才是最好的。2：散户的频繁追涨杀跌是抹杀
盈利最致命的原因。要知道基金相对于股票来说。

其主要在于分散投资，而恰恰刚学投资的基民最容易被一些今年取得高收益的基金
所吸引，但是要
知道能够短期取得这么高收益的
基金多半以及处于高估值
阶段。基民此时入场就无疑在泡沫高处接盘，其基金回归估值的幅度则会比较大。
无论基金也好股票也好，在这个市场总会出现弯腰既能捡钱的时候，但是这种时刻
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拉长时间来看，要想实现长期的盈利，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需要不断的学习。即投资是一场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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