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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当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总感觉到修改《证券投资基金学》书稿的必要。
不及时更新书稿，就不能反映变化了的东西方基金业现实，特别是我国基金的发展日新月异。
自己感到惭愧和压力。
我只能每次在课堂的讲稿上进行修改，甚至每天都在更新着讲稿。
但是教材的再版并非能一蹴而就。
　　出版第3版的念头早在2()07年就萌生了，写作断断续续，利用了2008年的寒假时间，终于得以完
稿。
《证券投资基金(第3版)》有以下几个特色：(1)增加了基金产品的创新，如QDII、生命周期基金、ETF
、行为金融基金等，另外关于基金交易、基金投资技术、基金治理、基金法规监管等等的变化也都一
一作了修改。
(2)增加了书稿的理论和研究色彩。
第3版增加了一些基金领域重要研究问题的理论文献和研究进展，使得读者能够对这些重要研究问题
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可以引导他们进入基金研究的殿堂。
(3)第3版对上一版本中的错误进行了更正，同时更新了全书的案例。
(4)增加了“知识扩展”专栏，全书共有15个。
这些“知识扩展”有助于读者更详细、深入地了解基金领域知识，同时对于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探讨。
　　可以说，本书反映了我国基金实践的最新发展变化以及国‘内外基金研究的经典文献成果。
落笔于此，我有了几分轻松。
但是，随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实践的发展、理论和实务界的研究成果不断丰硕、我自身对基金的了解
和研究也在增长等，这些都推动着将来版本的继续修改。
　　在写作序言的时候，我要感谢很多指引、帮助过我走上基金教学研究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德环教授。
感谢很多已经走上了基金从业岗位的学生们。
他们是：于进杰、张可、鲍芸、袁争光、吴天宇、郑颖萍、缪苗等等。
感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任爽和她的同事们。
更多要感谢的朋友和学生无法历数。
　　当我想到许许多多已毕业的学生们和我辅导过的社会各界基金从业人员，他们的笑容还历历在目
：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各具性格特色和优点，让我理解了什么是教学相长；他们的发问和一张张纸条
上的问题，都让我体会到先觉觉后觉、传播知识的愉快。
知识的传承也意味着生命的延续，这让我一直满腔激情地从事着教育工作。
　　屈原在《天问》中有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仰望浩瀚星空，俯首思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教育和研究从无到有的历程，与屈原的天问何其相似!《证
券投资基金学》能走到今天，我慨叹时势造化。
抬眼漫漫征途，唯有继续卜下求索，以诀真知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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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反映了国内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
中的最新变化，全面详尽地介绍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含义、特征、分类、募集、估值定价、营销、费率
、治理结构、投资、选择与评价等内容，相比第2版，增加了基金产品的创新（如QDII、生命周期基
金、ETF、行为金融基金等）、基金投资技术和基金治理及基金法规监管的变化、基金重要研究问题
的进展等，同时对第2版中的错误进行了更正。
并更新了案例，增加了“知识拓展”专栏。
　　全书体系完善、结构合理、文笔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高等院校学生学习基金的理想教
材；也可以作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基金研究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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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200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从事访问研究一年(CCSEP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财务、证券投资基金、养老基金、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等国家课题，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
规划课题等。
曾获得上海财经大学“十大科研标兵”、“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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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3 第三阶段：封闭式基金发展阶段(1998-2002年)　　该阶段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作为基金业主管
机关的地位。
该阶段基金业发展的法律标志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基金的主
流形式是封闭式基金。
　　在对“老基金”发展加以反思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1997年11月14日颁
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是我国首次颁布的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的行政法规，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规范发
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它的颁布实施为中国基金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路径。
从此中国基金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98年3月2713，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新成立的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设
立了规模均为20亿元的两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拉开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试点的序幕。
随后，1998年4月华夏基金公司发起设立了兴华基金，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发起设立了安信基金。
最早发行的封闭式基金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比如基金开元和金泰的申购户数分别达到95.8万户
与119.8万户，中签率不足2.5％。
封闭式基金在发展之初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追捧，一方面与当时供求矛盾突出、国内投资者热衷新投
资品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初期受到监管部门政策的大力扶持有关。
　　为确保证券投资基金试点的成功，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
展受到了政策的大力扶持，主要体现在中国证监会出台的有关基金参与新股申购的政策上，基金可以
不参加公开申购而被准予在一级市场上得到一定比例的新股配售。
该政策在客观上对证券投资基金的初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8年基金试点当年，我国共设立了5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封闭式基金5只(单只基金的规模同
为20亿元)，基金募集规模100亿元，年末基金净资产合计107.4亿元。
　　1999午有5家新的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设立，使基金管理公司的数量增加到10家，这10家基金管理公
司是我国的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也被市场称为“老十家”。
全年共有14只新的封闭式基金发行。
　　在新基金快速发展的同时，证监会开始着手对原有投资基金(老基金)进行清理规范。
1999年10月下旬，9只“老基金”经资产置换后合并改制成为3只证券投资基金，加入到了新基金的行
列。
改制基金的加入使证券投资基金在1999年年底达到了22只，年末基金总份额达到了505亿份，净资产达
到了574.2亿元。
　　2000年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对“老基金”的全面清理规范，全年未发行新的证券投资基
金。
“老基金”的清理规范工作在2000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共有36只“老基金”经资产置换后合并改
制成为11只证券投资基金，使证券投资基金的数量在2000年年底达到了33只。
改制基金的初始规模都在2亿-3亿份之间，规模较小，上市不久就统一扩募为5亿份的新基金。
这样由“老基金”改制并扩募而实现的基金募集规模共计55亿份，使证券投资基金的总份额在2000年
年末达到了560亿份，净资产总值达到了846亿元。
为配合老基金改制，我国新成立了易方达等6家基金管理公司，由它们管理改制后的基金。
截至2001年9月开放式基金推出之前，我国共有46只封闭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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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金业作为一个金融行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人们的重视。
《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的出台并正式实施，使中国基金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证券投资基金学》（第3版）的出版，正逢其时，。
本书内容全面、翔实、系统、贴近市场，对基金业一些问题的讨论极具前瞻性，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
　　——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投资基金学》原起草工作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名
誉所长　王连洲　　李矅的《证券投资基金学》（第3版）即将问世，感觉这本书有四大特点：一是
反映内容全面。
全书从中外基金发展的历史到基金的分类、品种、募集、营销、定价和交易、治理结构、投资策略、
风格和配置、收益分配、信息披露和绩效评价等均有详细论述。
二是理论功底扎实。
作者对书中阐述的各种词汇都有准确的解释，特别是对基金治理结构和投资管理等的论述更体现了扎
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通晓中外前沿，让人感悟到了中美证券投资基金的最新发展信息。
四是贴近中国市场。
以大量的案例讨论了发生在中国市场上的证券投资基金，将人们带入一个特殊的课堂⋯⋯　　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快速发展的实践中，我们要感谢李矅耐得寂寞，为我们写出了这样一本好书。
　　——上海财经大学证券期货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金德环　　详尽而全面、理论
兼顾实务与案例、追踪最新行业动态、占据丰富性的素材，是本书的几个显著特点，显示了作者在这
一领域长期研究的功底与心得。
此书既有对基金一般性理论的介绍，也有对基金发展的动态反映，还有作者在基金领域的一些研究成
果。
在我看来，这些足以使得本书成为近年以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基金领域的好教材，不仅适合高校经济类
学生研读，也是基金从业人员系统学习基金理论的一部好书。
能在基金业发展如火如茶之际读到此书，我深引以为快。
　　——基金研究专家、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博士　刘传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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