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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

u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重仓红利股票规模占比在50%以上，红利暴露和质量得分均在前40%

• 红利风格股票现金股息率高、分红较为稳定，并具有一定规模及流动性，食品饮料、医药、非银金融等行业占比相对全样本更高。本文以
近三年股息率均值作为红利暴露，同时从获利性、收现性、稳定性三方面刻画股票的盈利质量。根据股票重仓比例加权计算基金的红利暴
露水平和盈利质量得分，将重仓红利股票规模占比在50%以上，红利暴露和质量得分均在前40%的基金定义为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

•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具有较好的抗跌能力。该基金池的投资逻辑在于股票良好盈利质量和稳定分红所展示的长期价值，以全市场类型为
主，大市值风格明显，成长风格偏低。

u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回测

• 回测过去十年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业绩表现，筛选Rank IC均值较高且相关性在0.6以下的四个因子：中期相对强度因
子，长期滚动索提诺比率、HM择时选股因子和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

•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选基效果较强，但市场转折下行时表现略差；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五分组年化超额收益单调性显著，更注重下行风险，
可能没有充分捕捉到成长股中的上行潜力；HM择时选股因子选基效果良好，在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时略差；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代表的抱
团行为一定程度上代表偏好稳定和预测性较高的投资，但抱团行为容易忽视小盘成长股的潜力。最终，本文选择这四个因子等权构造综合
因子，以综合因子为依据构建选基策略。

u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TOP15优选组合业绩稳定，长期持有体验佳

• 选择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池中每期综合因子得分排名前15的基金等权买入，构建TOP15优选组合。该策略业绩稳定，全时段年化超额收
益率为8.50%，在绝大部分年份有正超额收益，仅在市场波动较大的2015年收益落后于基准，在2017年获得了亮眼的29.40%超额收益，
长期持有体验佳。

• 组合大盘价值投资风格显著，今年以来重仓银行、煤炭、食品饮料行业。整体持仓偏向大市值、高动量风格，近年来红利风格显著。红利
和高盈利质量结合后有提升收益、抵抗风险效果，同时在红利风格表现欠佳年份，策略仍然能获得正超额收益。

u 风险提示

• 本报告所有分析均基于公开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报告中采用的样本数据有限，存在样本不足以代表整体市场的风险，且数据处理
统计方式可能存在误差；报告中结论均基于对历史客观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过往数据并不代表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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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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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红利风格股票现金股息率高、分红较为稳定，并具有一定规模及流动性

● 本文从市值、成交金额、现金分红次数、股利支付率等方面筛选了一些现金股息率高、分红较为稳定，并具有一定规模及流动性红利风格股票，并计算其近三
年股息率均值作为红利暴露。

● 右图展示了根据年报和半年报测算的红利风格股票数量及红利暴露均值，红利风格股票占全样本约20-30%。全样本股票红利暴露均值约1%-1.5%，红利风格股
票的红利暴露均值约2%。2013-2014年红利暴露下滑，2018年出现小高峰，近年来有缓慢攀升趋势。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3/06/30-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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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两年平均股利支付率和过去一年股利支付率>20% 0%

1%

1%

2%

2%

3%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
13

06
30

20
13

12
31

20
14

06
30

20
14

12
31

20
15

06
30

20
15

12
31

20
16

06
30

20
16

12
31

20
17

06
30

20
17

12
31

20
18

06
30

20
18

12
31

20
19

06
30

20
19

12
31

20
20

06
30

20
20

12
31

20
21

06
30

20
21

12
31

20
22

06
30

20
22

12
31

20
23

06
30

20
23

12
31

红利风格股票数量及红利暴露均值

全样本股票数量-左轴 红利风格股票数量-左轴
全样本红利暴露均值-右轴 红利风格股票红利暴露均值-右轴



请务必阅读报告附注中的风险提示和免责声明 5

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红利风格股票房地产行业比例下降，食品饮料、医药、非银金融等行业占比相对全样本更高

● 右图展示了近五年来红利风格股票池各行业数
量占比。2023年年报统计显示，占比最大的前
五个行业分别是医药、机械、基础化工、电子
和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红利风格股票中房地产
行业数量占比有显著的持续降低趋势。红利风
格股票在食品饮料、医药、非银金融和银行行
业占比相比全样本股票池更高。

● 2023年年报红利风格股票风格平衡，略有价值
偏向，规模整体偏高。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8/12/31-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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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报红利风格股票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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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38.51 36.09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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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从获利性、收现性、稳定性三维刻画股票的盈利质量

● 中证红利质量指数在红利风格的基础上叠加了对股票盈利质量的筛选。本文从获利性、收现性、稳定性三方面评估企业盈利质量状况，计算以下六个财务指标
由低到高的百分比排名，并将各指标百分比排名的简单加权平均值作为股票的盈利质量综合得分。

● 可知红利风格股票盈利质量得分中位数历年均>50%，即位于全样本股票盈利质量得分的前50%分位点。这说明红利风格和盈利质量存在一定正相关性，红利风
格股票盈利质量较优，财务状况健康，因此分红稳定。自2021年年底开始，红利风格股票的盈利质量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3/06/30-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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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E均值：过去三年 ROE 均值

（6）ROE变化：最新财报 ROE 的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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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重仓红利股票规模占比在50%以上，红利暴露和质量得分均在前40%

● 本文根据基金重仓情况筛选红利风格显著的主动权益基金。首先，筛选前十大重仓股票中红利风格股票规模占比在50%以上的基金，同时去掉前十大股票持仓
比例不足30%的基金，旨在筛选持仓上有明显的红利风格偏好的基金；其次，根据股票重仓比例加权计算基金的红利暴露水平，筛选红利暴露在全样本基金池
前40%的基金，这说明其红利风格暴露在全样本中处于较强水平。

● 在基金红利风格筛选的基础上，本文叠加对红利风格基金盈利质量的评估。已知股票的盈利质量得分，由重仓比例加权计算基金的盈利质量得分，得分在前
40%的基金属于盈利质量较高的基金。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数量在2021年出现较大下滑，2023年回升并处于历史较高位置。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3/12/31-202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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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具有较好的抗跌能力

● 对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做过去十年业绩表现回测。结果显示，以偏股基金指数为基准，基金池组合近十年年化收益率为12.81%，超额收益率为5.24%。高盈
利质量+红利基金在2017年获得显著正超额收益，在2015年和2020年表现较差。在市场整体行情下行的2016年、2018年和2022-2023年，高盈利质量+红利基
金发挥较好的抗跌能力，均获得正超额收益。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日期 收益率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夏普比率 收益回撤比 超额收益率 基准收益率

2014 32.31% 15.20% -12.30% 2.32 2.87 13.69% 18.62%

2015 38.16% 34.19% -36.59% 1.11 1.03 -5.01% 43.17%

2016 -3.19% 20.61% -22.41% -0.15 -0.14 9.84% -13.03%

2017 34.19% 11.01% -7.32% 3.07 4.63 20.06% 14.12%

2018 -21.21% 19.69% -26.87% -1.07 -0.79 2.37% -23.58%

2019 45.63% 17.10% -10.39% 2.64 4.35 0.61% 45.02%

2020 50.34% 19.48% -13.85% 2.57 3.62 -5.57% 55.91%

2021 7.27% 16.77% -13.44% 0.43 0.54 -0.41% 7.68%

2022 -16.60% 18.45% -25.78% -0.90 -0.64 4.43% -21.03%

2023 -10.44% 11.49% -18.39% -0.91 -0.57 3.08% -13.52%

2024(1-4月) 5.33% 13.70% -7.66% 1.27 2.28 6.42% -1.10%

全时段 12.81% 19.29% -36.67% 0.66 0.35 5.24%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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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p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以全市场类型为主，大市值风格明显，成长风格偏低

● 本文根据基金持仓将基金分为单赛道、双赛道、赛道轮动和全市场类型，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以全市场类型为主，赛道轮动型基金占比极低。该基金池的投资
逻辑在于股票良好盈利质量和稳定分红所展示的长期价值，因此不会特别关注赛道景气度。

● 以全样本基金池前后30%分位点划分市值、动量、估值、成长风格的高低，右图可见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池中大市值、高动量、低估值、高成长风格基金的数
量占比。相比整个主动权益基金池， 该基金池有明显的大市值风格偏向，同时成长风格偏低，更关注投资企业的稳定性。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5/12/31-202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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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02.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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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超额收益驱动因素回测框架

资料来源：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池
01 回测样本

• 回测时间窗口：2014年1月31日 – 2024年4月30日

• 调仓时点：1、4、7、10月最后一个工作日
02 回测规则

超额收益
驱动因素

特质收益因子

规模因子

收益风险因子

持仓刻画因子

03 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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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筛选有效且无强相关性的超额收益驱动因素

● 回测超额收益因素在高盈利质量基金中的有效性见右图。中期相对强
度因子，长期滚动索提诺比率、HM择时选股因子Rank IC均值较高。

● 本文筛选较为有效且相关性在0.6以下的超额收益驱动因素。如图可见
这四个超额收益驱动因素RankIC均值较高且彼此之间相关性极低，对
于选基策略的构建具有增量信息。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Rank IC均值 Rank IC标准差 Rank ICIR 胜率
中期相对强度 0.13 0.26 0.51 74%

长期滚动索提诺 0.13 0.16 0.79 79%
HM择时选股 0.12 0.20 0.60 69%
长期滚动夏普 0.12 0.17 0.71 79%
240日索提诺 0.11 0.20 0.55 69%
120日卡玛比 0.11 0.24 0.45 67%

长期滚动卡玛比 0.11 0.17 0.64 76%
120日夏普 0.10 0.25 0.41 67%

120日索提诺 0.10 0.25 0.42 67%
120日动量 0.10 0.30 0.35 67%

TM择时选股 0.10 0.22 0.48 69%
240日夏普 0.10 0.20 0.52 67%

单因子调整Alpha 0.09 0.19 0.51 71%
240日卡玛比 0.09 0.20 0.44 69%

重仓市值抱团股 0.08 0.28 0.30 62%
三因子调整Alpha 0.08 0.19 0.43 69%

结构化风险模型Alpha 0.08 0.19 0.41 64%
四因子调整Alpha 0.07 0.20 0.36 62%
重仓数量抱团股 0.06 0.28 0.23 62%

最新规模 0.04 0.16 0.25 50%
20日动量 0.04 0.35 0.11 50%

持仓交易能力 0.04 0.29 0.13 60%
长期相对强度 0.02 0.25 0.09 62%
长期规模变化 0.01 0.13 0.09 45%

盈利质量 0.01 0.19 0.05 50%
短期规模变化 0.00 0.16 0.03 52%
重仓换手率 -0.01 0.20 -0.03 45%

红利风格暴露 -0.01 0.28 -0.02 52%

　 HM择时选股
因子

中期相对强度
因子

长期滚动索提
诺比率

重仓市值抱团
股因子

HM择时选股因子 1.00 0.00 0.05 -0.13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 0.00 1.00 0.00 0.02 

长期滚动索提诺比率 0.05 0.00 1.00 0.01 

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 -0.13 0.02 0.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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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选基效果较强，市场转折下行时表现略差

●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在该基金池中有较强的选基效果，RankIC均值高达0.13，胜率74%，五
分组年化超额收益单调性很强。

● 多头组全时段年化超额收益为3.64%，在绝大部分年份有正超额收益，因子动量属性较强，
2016年和2022年等行情转折下行时期表现略差。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均值 标准差 ICIR 胜率

IC 0.12 0.25 0.46 71%

RankIC 0.13 0.26 0.51 7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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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中期相对强度指标高成长风格基金分组
年化超额收益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第五组各年份收益风险统计

时间区间 超额年化收益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信息比
2014 10.13% 16.11% -9.47% 3.24 
2015 3.51% 38.05% -39.60% 1.42 
2016 -4.06% 23.20% -21.61% -0.25 
2017 5.40% 11.68% -7.78% 3.71 
2018 -0.23% 20.55% -27.47% -1.01 
2019 5.03% 19.28% -11.79% 2.97 
2020 4.10% 20.43% -13.17% 3.00 
2021 7.12% 18.77% -14.26% 0.91 
2022 -0.84% 18.36% -22.83% -0.91 
2023 8.26% 12.63% -13.49% -0.23 

2024(1-4月) 1.76% 13.02% -4.26% 1.68 
全样本时期 3.64% 20.94% -39.60%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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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五分组年化超额收益单调性显著，更注重下行风险

● 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五分组年化超额收益单调性极强，Rank IC均值为0.13，胜率高达
79%。

● 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多头组年化超额收益率为3.06%，在2018年和2021年表现略差。
2021年市场风格变化，更偏向于小盘成长股，尤其是科技和新能源行业股票。而长期滚动
索提诺因子更注重下行风险的调整，可能没有充分捕捉到成长股中的上行潜力。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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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 第五组

长期滚动索提诺指标高成长风格基金分组
年化超额收益

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第五组各年份收益风险统计

时间区间 超额年化收益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信息比
2014 15.28% 16.75% -13.11% 3.56 
2015 1.73% 33.19% -33.69% 1.53 
2016 3.11% 19.74% -19.13% 0.10 
2017 4.14% 10.95% -6.42% 3.80 
2018 -2.33% 20.94% -28.77% -1.06 
2019 0.71% 18.47% -11.59% 2.76 
2020 1.78% 18.76% -13.04% 3.09 
2021 -3.21% 16.43% -13.82% 0.34 
2022 4.85% 18.77% -20.51% -0.64 
2023 3.93% 12.29% -15.75% -0.55 

2024(1-4月) 11.39% 11.83% -3.80% 2.81 
全样本时期 3.06% 19.35% -33.69% 0.98 

　 均值 标准差 ICIR 胜率

IC 0.12 0.17 0.75 81%

RankIC 0.13 0.16 0.79 79%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20
14

/1

20
15

/1

20
16

/1

20
17

/1

20
18

/1

20
19

/1

20
20

/1

20
21

/1

20
22

/1

20
23

/1

20
24

/1

长期滚动索提诺指标高成长风格基金第五组、多空
组累计超额收益

第五组累计超额收益 多空组累计超额收益

注：第五组指因子值从小到大排序的后20%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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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HM择时选股因子：选基效果良好，在市场波动影响较大时略差

● 计算240个工作日H-M模型的Alpha与择时Beta，分别计算截面分位数后求和得到HM择时选
股因子。该因子与基金经理的择时选股能力有直接关联，代表基金经理在不同市场条件下选
择合适投资时机和股票的能力。该因子Rank IC均值为0.12，胜率69%，五分组年化超额收益
单调性很强。

● HM择时选股因子全时段年化超额收益率为2.59%，在2015年、2018年和2021年表现略差。
择时选股能力属于判断市场时机的特质指标， 2015年和2018年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较难
发挥优势。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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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择时选股指标高成长风格基金分组
年化超额收益

HM择时选股因子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第五组各年份收益风险统计

时间区间 超额年化收益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信息比
2014 9.13% 15.57% -11.64% 3.29 
2015 -3.50% 34.52% -37.35% 1.19 
2016 7.67% 21.12% -16.77% 0.31 
2017 9.13% 12.18% -8.18% 3.94 
2018 -3.25% 21.90% -30.16% -1.07 
2019 6.73% 18.51% -10.45% 3.22 
2020 6.31% 20.92% -13.71% 3.12 
2021 -3.41% 16.82% -15.06% 0.37 
2022 -1.91% 18.68% -25.86% -0.93 
2023 0.74% 11.56% -17.48% -0.83 

2024(1-4月) 2.79% 12.41% -5.21% 1.88 
全样本时期 2.59% 20.01% -37.35% 0.92 

　 均值 标准差 ICIR 胜率

IC 0.11 0.20 0.56 69%

RankIC 0.12 0.20 0.6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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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五组指因子值从小到大排序的后20%组别



请务必阅读报告附注中的风险提示和免责声明 16

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重仓市值抱团股：抱团行为一定程度代表偏好稳定和预测性较高的投资

● 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Rank IC为0.08，胜率为62%，五分组年化超额收益具有一定单调性。

● 抱团程度较高时，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反而表现较好。这是因为抱团行为一定程度上意
味着基金经理更偏好稳定且预测性较高的投资，这与其投资逻辑契合。

● 2021年小盘风格崛起，该因子表现较差，重仓市值抱团股多头组所重仓的行业为食品饮
料、银行、家电等消费和金融赛道，容易忽视小盘成长股的潜力。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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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年化超额收益

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第五组各年份收益风险统计
时间区间 超额年化收益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信息比

2014 -7.76% 16.37% -12.72% 1.70 
2015 2.59% 34.73% -35.48% 1.49 
2016 -1.30% 21.41% -19.67% -0.11 
2017 10.47% 13.06% -8.41% 3.84 
2018 4.58% 21.50% -25.29% -0.78 
2019 4.89% 18.93% -10.74% 3.02 
2020 3.29% 20.69% -14.80% 2.91 
2021 -4.89% 17.81% -15.91% 0.21 
2022 2.72% 19.34% -25.41% -0.71 
2023 -1.89% 12.89% -20.15% -0.93 

2024(1-4月) 1.86% 16.19% -6.28% 1.35 
全样本时期 1.24% 20.45% -37.27% 0.83 

　 均值 标准差 ICIR 胜率

IC 0.08 0.27 0.31 64%

RankIC 0.08 0.28 0.30 62%

2021年重仓市值抱团股多头组重仓比例前五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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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五组指因子值从小到大排序的后20%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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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p 选择有效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构建策略

● 综合考虑因子Rank IC均值，五分组超额收益单调性以及因素之间相关性，本文筛选了四个有效的超额收益驱动因素：中期相对强度因子，长期滚动索提诺
比率、HM择时选股因子和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这四个因子等权构造综合因子，以综合因子为依据构建选基策略。

资料来源：国海证券研究所

中期相对强度因子 HM择时选股因子 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

综合多因子

等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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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红利风格基金的盈利质量探讨

基金超额收益驱动因素有效性

03.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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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TOP15优选组合业绩稳定，长期持有体验佳

● 基于中期相对强度因子，长期滚动索提诺比率、HM择时选股因子和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等权构造综合因子。选择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池中每期综合因子
得分排名前15的基金等权买入，构建高盈利质量+红利TOP15优选组合。

● 下图为组合净值曲线及历年表现。该策略业绩稳定，全时段年化超额收益率为8.50%，年化波动率19.77%，最大回撤-34.20%。在绝大部分年份策略相对
偏股基金指数有正超额收益，仅在市场波动较大的2015年收益落后于基准，在2017年获得了亮眼的29.40%超额收益，长期持有体验佳。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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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TOP15优选组合净值及超额收益

超额累计收益-右轴 TOP15组合净值-左轴 偏股基金指数-左轴

日期 收益率 年化波动率 最大回撤 夏普比率 收益回撤比 超额收益率

2014 32.18% 14.88% -11.32% 2.36 3.11 13.56%

2015 38.49% 33.96% -34.20% 1.12 1.11 -4.67%

2016 -1.80% 21.10% -23.24% -0.08 -0.08 11.23%

2017 43.52% 11.99% -8.16% 3.60 5.28 29.40%

2018 -22.15% 20.83% -28.70% -1.06 -0.77 1.43%

2019 54.09% 18.83% -11.41% 2.84 4.69 9.07%

2020 61.36% 20.72% -14.59% 2.95 4.18 5.46%

2021 8.95% 17.78% -15.34% 0.50 0.58 1.27%

2022 -15.22% 17.58% -23.40% -0.87 -0.65 5.81%

2023 -7.46% 12.31% -16.43% -0.61 -0.45 6.06%

2024(1-4月) 8.54% 12.22% -4.74% 2.37 6.11 9.64%

全时段 16.06% 19.77% -34.20% 0.81 0.47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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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大盘价值投资风格显著，今年以来重仓银行、煤炭、食品饮料行业

● TOP15优选组合在2017年相对偏股基金指数取得了亮眼的29.40%超额收
益，右图展示了在2017年该组合各行业重仓比例，组合主要重仓食品饮料、
家电、医药等行业。2017年，市场整体表现较为平稳，大盘价值风格领涨，
蓝筹股在这一年中表现突出，尤其是消费行业受益于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
持续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2015年市场小盘成长风格占优，该组合则表
现略差，具备较好盈利能力和稳定发展前景的大盘价值风格与该策略的投
资逻辑更契合。

● 组合在今年以来重仓的行业有食品饮料、银行和煤炭，覆盖消费、金融和
周期三大赛道类型。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2024年TOP15组合重仓行业比例2017年TOP15组合重仓行业比例

               收益率
   区间

市场整体
中证全指

大盘风格
沪深300

小盘风格
中证2000

价值风格
国证价值

成长风格
国证成长

2014 47.68% 60.44% 46.22% 72.65% 36.27%
2015 32.56% 5.58% 109.78% 8.42% 26.86%
2016 -14.41% -11.28% -7.63% -8.10% -15.63%
2017 2.34% 21.78% -24.10% 20.62% 6.84%
2018 -29.94% -25.31% -33.34% -21.66% -33.97%
2019 31.11% 36.07% 21.96% 23.69% 45.35%
2020 24.92% 27.21% 15.39% 4.87% 48.57%
2021 6.19% -5.20% 25.89% -1.39% 5.43%
2022 -20.32% -21.63% -14.77% -13.99% -27.47%
2023 -7.04% -11.38% 5.57% -2.50% -18.95%

2024(1-4月） -1.54% 5.05% -13.65% 11.84% -1.36%
全时段 4.18% 4.90% 6.83% 6.70%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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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5组合红利暴露和盈利质量得分均值

红利暴露均值-左轴 盈利质量得分均值-右轴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组合持仓偏向大市值、高动量风格，近年来红利风格显著

● 右图是TOP15优选组合最近一年和表现突出的2017年持有各风格类型基金的数量。可见
组合持有的基金有明显的大市值和高动量风格，较少持有高成长风格基金。

● 该策略投资逻辑的两大支撑点：红利风格+高盈利质量，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侧重。自
2023年以来，组合持仓的红利风格暴露均值不断提升，相比高盈利质量，组合更重视红
利风格。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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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红利和高盈利质量结合后有提升收益、抵抗风险效果

● 在之前发布的《高盈利质量多维评价体系下的权益基金选择——基金产品研究系列报告（十一）》报告中我们构建了高盈利质量选基策略，本文结合红
利风格之后的策略相比之前的高盈利质量策略，在绝大多数年份收益有所提升，年化波动率和最大回撤（绝对值）有所下降。红利风格和高盈利质量在
投资思维上有相通之处，二者结合之后有提升收益、抵抗风险的效果。

● 同时，在红利风格业绩表现较差的2016年、2018年和2022年，加入高盈利质量的考虑后的策略相比偏股基金指数能获得正超额收益。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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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5优选组合基金持有期间赔率均值

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TOP15优选组合持有基金的赔率表现优于胜率表现

● 计算TOP15优选组合持有基金在持有期间的胜率和赔率，胜率为持有期间每日收益跑赢基准的概率，赔率为持有期间跑赢基准的相对收益均值/跑输基准的相
对损失均值。胜率>50%意味着基金大概率跑赢基准，赔率>1则说明基金的收益损失比较高。下图可见，组合所持有的基金赔率均值在大多数持有区间>1，而
胜率均值一般在45%-50%，赔率表现优于胜率。

● TOP15组合从2024年1月31日持有至2024年4月30日的基金胜率和赔率如下表，大成核心价值甄选A和华夏消费升级A胜率较高，易方达消费行业赔率较高。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

2024年1月31日TOP15组合基金持有期间胜率和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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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15优选组合基金持有期间胜率均值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经理 胜率 赔率
001382.OF 易方达国企改革 郭杰 40% 1.20 
519191.OF 万家新利 黄海 54% 1.03 
010929.OF 大成核心价值甄选A 刘旭 58% 1.33 
006921.OF 南方智诚 李锦文 53% 0.96 
001927.OF 华夏消费升级A 黄文倩 58% 0.79 
001623.OF 兴业国企改革A 刘方旭 49% 1.13 
000619.OF 东方红产业升级 王延飞 54% 1.20 
007959.OF 方正富邦天恒A 吴昊 47% 0.62 
001473.OF 建信大安全 王东杰 45% 1.39 
110009.OF 易方达价值精选 包正钰 49% 1.32 
160627.OF 鹏华策略优选 袁航 34% 0.84 
161706.OF 招商优质成长 贾成东 51% 0.77 
360016.OF 光大行业轮动 詹佳 45% 1.09 
017043.OF 汇添富品质价值 温宇峰 46% 0.57 
110022.OF 易方达消费行业 萧楠,王元春 44% 1.40 

注：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1/31 注：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1/31 注：统计时间2024/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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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今年以来TOP15优选组合持有基金各因子得分

● 今年以来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TOP15优选组合持有的基金各因子得分明细如下，长期滚动索提诺因子得分普遍较高，重仓市值抱团股因子得分方差较大。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统计时间：2014/01/31-2024/04/30

2024年1月31日TOP15组合持有基金因子得分明细 2024年4月30日TOP15组合持有基金因子得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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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选基策略

p 最新一期持仓推荐

● 根据最终的高盈利质量+红利基金TOP15优选方案，计算的2024年04月30日的基金组合构成以及权重如下。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研究所；规模统计时间：2024/03/31，今年以来收益统计截止至2024/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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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来源：国海证券研究所

因子类型 因子名称 基本算法定义

特质收益因子

单因子调整Alpha 计算240个工作日CAPM的Alpha与残差标准差SE，取Alpha/SE

三因子调整Alpha 计算240个工作日Fama-French三因子的Alpha与残差标准差SE，取Alpha/SE

四因子调整Alpha 计算240个工作日Carhart四因子的Alpha与残差标准差SE，取Alpha/SE

结构化风险模型Alpha 计算240个工作日行业风格多因子模型的Alpha与残差标准差SE，取Alpha/SE
HM择时择股 计算240个工作日H-M模型的Alpha，与择时Beta，分别计算截面分位数后求和

TM择时择股 计算240个工作日T-M模型的Alpha，与择时Beta，分别计算截面分位数后求和

收益风险因子

20日动量 最近20个工作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的涨幅

120日动量 最近120个工作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的涨幅

中期相对强度 先计算60个工作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的涨幅，再推迟60个工作日

长期相对强度 先计算180个工作日基金复权单位净值的涨幅，再推迟60个工作日

120日夏普率 最近12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120个工作日的年化标准差

120日卡玛比 最近12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120个工作日的最大回撤
120日索提诺比率 最近12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120个工作日的年化下行标准差

240日夏普率 最近24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240个工作日的年化标准差

240日卡玛比 最近24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240个工作日的最大回撤

240日索提诺比率 最近240个工作日的年化收益率/最近240个工作日的年化下行标准差

长期滚动夏普率 先计算最近4个月的240日夏普率，再取4个指标的均值/4个指标的标准差

长期滚动卡玛比 先计算最近4个月的240日卡玛比，再取4个指标的均值/4个指标的标准差

长期滚动索提诺比率 先计算最近4个月的240日索提诺比率，再取4个指标的均值/4个指标的标准差

持仓能力刻画因子

持仓交易能力 基金季报公布一个月内的收益相对于披露重仓股票收益的差异

重仓换手率 基金最近季度重仓股相对上个季度重仓股持仓比例的变动之和

重仓数量抱团股 最近季度基金重仓的股票在全部主动权益基金重仓股次数的加权和
重仓市值抱团股 最近季度基金重仓的股票在全部主动权益基金重仓市值占股票流动市值比例的加权和

规模类因子

最新规模 基金最近季度披露的资产净值净值

短期规模变化 基金最近季度的资产净值截面分位数相对上个季度的变动

长期规模变化 基金最近季度的资产净值截面分位数相对4个季度前的变动

p 因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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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 本报告所有分析均基于公开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 报告中采用的样本数据有限，存在样本不足以代表整体市场的风险，且数据处理统计方式可能存在误差；

● 报告中结论均基于对历史客观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过往数据并不代表未来表现。 



请务必阅读报告附注中的风险提示和免责声明 28

金融工程小组介绍

李杨，金融工程及金融产品首席分析师，8年证券投资、研究经验。复旦大学本硕，曾先后就职于方正证券，银河基金，易方达基金。
熊颖瑜，金融工程分析师，6年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中国人民大学本硕，目前主要负责量化资产配置、选股研究。
熊晓湛，金融工程分析师，5年卖方金融工程工作经验，爱丁堡大学硕士，目前主要负责可转债、固收+策略、衍生品研究。
郑文睿，金融工程及金融产品分析师，帝国理工统计学硕士，4年工作经验，目前主要负责基金产品研究。
何欣洋，基金产品及财富管理分析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上海财经大学本科，5年工作经验，目前主要负责基金产品市场、资管市场及财富管理研究。
何佳玮，金融工程及金融产品分析师，哥伦比亚大学硕士，2年工作经验，目前主要参与资产配置、基金产品研究。
赵馨，金融工程研究助理，3年金融行业工作经验，马里兰大学硕士，目前主要负责量化资产配置等方面的研究。
蔡雯倩，金融工程及金融产品研究助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目前主要负责可转债、固收+策略、衍生品研究。
许紫薇，基金产品研究助理，英国杜伦大学公司与国际金融专业，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基金产品市场。

研究小组介绍

李杨, 郑文睿, 本报告中的分析师均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的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的反
映了分析师本人的研究观点。分析师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取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分析师承诺

行业投资评级

国海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推荐：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领先沪深300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沪深300指数；

回避：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落后沪深300指数。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相对沪深300 指数涨幅20%以上；

增持：相对沪深300 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相对沪深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卖出：相对沪深300 指数跌幅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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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和风险提示

免责声明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自己的判断。在决定投资前，如有需要，投资者务必向本公司或其他专业
人士咨询并谨慎决策。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务必注意，其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
构无关。

若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以下简称“该机构”）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通过此途径获得本报告的投资者应自行联系该机构以要求获悉更详细信息。本报告
不构成本公司向该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本公司、本公司员工或者关联机构亦不为该机构之客户因使用本报告或报告所载内容引起的任何损失
承担任何责任。

风险提示

本报告版权归国海证券所有。未经本公司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或协议约定，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的任何内容进行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或
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本报告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否则均构成对本公司版权的侵害，本公司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郑重声明

本报告的风险等级定级为R4，仅供符合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客户（简称“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客户及/或投资者应当认识到有关本报告的短信提示、电话推荐等只是研究观点的简要沟通，需以本公司的完整报告为准，本公司接受客户的后续问询。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及合法获得的相关内部外部报告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
保证其中的信息已做最新变更，也不保证相关的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
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和征价。本公司及其本公司员工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所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头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服务。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依法合规地履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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