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亿俱乐部扩容 ETF迎来高光时刻

● 本报实习记者 张舒琳

记者 徐金忠

截至2020年年末，全市场非货币ETF规

模达到8480亿元， 规模比前一年增长36%。

其中，278只股票类ETF规模超7500亿元。 越

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使用ETF这一便利化投

资工具，尤其在结构性行情中，行业主题ETF

往往成为捕捉市场机会的重要手段。

百亿俱乐部大扩容

2004年，第一只ETF诞生。 中国ETF市

场迄今已走过十六年发展历程， 数量和规模

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ETF市场已诞生数只

“巨无霸”产品。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

31日，规模超过百亿元的A股ETF共有17只。

其中， 国内第一只ETF产品———华夏上证

50ETF已发展为规模最大的ETF， 达到

565.76亿元； 其次为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规模达457.48亿元；排在第三、第四、第五名

的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 南方中证

50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 规模均超过

300亿元。

尤其明显的变化是， 行业和主题ETF迅

速崛起。过去，各大基金公司主要布局宽基指

数ETF。 自2018年来，各家基金公司竞相在

细分领域布局ETF产品， 行业主题ETF数量

和规模都显著上升。百亿ETF俱乐部里，细分

行业主题ETF已占据半壁江山。 17只百亿A

股ETF中，有8只为行业主题ETF，主要涵盖

券商、芯片、5G等热门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 各类资金迅速涌入相关

细分赛道， 不少行业主题ETF成立后在短时

间内迅速扩容，跻身百亿俱乐部。 例如，成立

于2020年1月20日的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发行份额达53.88亿份，并在一个月后

规模突破百亿元，不到一年时间，规模已增长

至239亿元。成立于2020年2月20日的华夏中

证新能源汽车ETF， 首发募资金额达到

107.63亿元。

ETF需关注流动性

在市场中，不同ETF成交量的差别巨大，

对于一些主流ETF， 日成交额可达到数十亿

元，但一些小众的ETF，成交额甚至只有几千

元。

南方基金指出， 由于ETF的交易机制和

股票类似，都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对

于那些每日成交量大的ETF来说， 方便个人

投资者投资，也可以随时退出。但对于那些每

日成交量比较小的ETF来说， 如果个人投资

者的资金量较大， 那么在卖出的时候可能就

无法顺利一次卖出。所以，小成交量的ETF不

是可以安全交易的对象。

查阅数据发现，ETF在规模上大扩容的

同时，流动性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统计数据

显示， 从流动性来看，2020年前十只流动性

较好的ETF全年成交额超过3万亿元，华泰柏

瑞沪深300ETF、华夏上证50ETF、南方中证

500ETF等老牌宽基指数吸金效应明显。

此外， 抢占先机成立的行业主题ETF更

具优势。由于行业主题ETF产品的特殊性，早

早布局细分行业的细分ETF龙头效应更明

显。 Wind数据显示，2020年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ETF以19.41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居首，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华夏中证5G通信

主题ETF、 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ETF等

日均成交额超10亿元。

基金公司必争之地

除了上述知名ETF以外， 基金公司正在

大力面向市场推介各式各样的ETF产品。

Wind数据显示， 在1月份的基金发行安

排中，就有大量的ETF产品集中推向市场。华

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ETF、 招商国证食品饮

料ETF、华宝智能制造ETF、汇添富国证生物

医药ETF、工银瑞信中证科技龙头ETF、华安

中证新能源汽车ETF等都集中在1月份落地

发行。 而且此前已经发行的一些ETF也将上

市， 如华宝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ETF

即将于1月7日上市，该ETF成立于2020年12

月24日，初始发行规模为8.65亿元；华夏中证

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ETF在2020年12月

30日成立后，预计也将迅速上市交易。

“前两年比拼宽基ETF的基金公司不

少，但是在ETF领域‘马太效应’ 明显，宽基

ETF赛道上能跑出来的胜利者不多。 现在大

家比拼行业和主题类的ETF， 行业和主题的

细分赛道相对更多更丰富， 能够承载的产品

和资金规模也不小， 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但

是，蓝海渐红，竞争也会有白热化的一天。 ”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指数投资部总监说。

截至2020年年末，全市

场非货币ETF规模达到8480

亿元， 规模比前一年增长

36%。其中，278只股票类ETF

规模超7500亿元。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开始使用ETF这一

便利化投资工具，尤其在结

构性行情中，行业主题ETF往

往成为捕捉市场机会的重

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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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是遴选

ETF重要指标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作为便捷化的投资工具，ETF特

别是一些行业和主题类的ETF，已成

为投资者把握市场机遇的利器。

值得一提的是， 从历史情况可

以看出，ETF领域一些关键时间窗

口， 已成为市场情绪和资金布局的

指示牌。 以2018年年末的市场行情

为例，当时市场经历了长时间调整，

很多投资者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那

时，市场上的主流———宽基类ETF迎

来机构资金的大举增持， 部分行业

和主题类ETF同样迎来资金的流入。

随后的市场行情， 印证了当时机构

投资者在ETF投资布局的前瞻性。

不过， 经历2019年的结构分化

行情和2020年的极致结构性行情

后，ETF在市场中的形象却变得复

杂起来。回顾近两年，指数层面的大

投资机会并未凸显， 宽基类ETF作

为资金配置对象， 自然没有出彩的

表现；而行业和主题类ETF，在市场

资金的追捧下， 虽然有一定的指示

意义， 但在指标作用的有效性和持

续性上有一定弱化迹象。 比如被行

业称为“渣男基金” 的半导体ETF，

在资金流动作用下，快涨快跌，弹性

十足， 但是其中却没有显示出有长

线资金布局的明显迹象， 而是成为

资金快进快出的对象。

这提醒投资者， 本质上ETF只

是一种便捷化的投资工具， 特别是

一些行业和主题类的ETF， 更是成

为看好这些行业和主题的资金用来

把握市场机会的工具。 这类资金对

于行业和主题机会的看好， 在时间

限度上千差万别，有长线布局资金，

有短期炒作的博弈型资金。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讲，ETF应该成为投资

者掘金市场机会的工具， 投资者同

时也要随机应变、 因时而异地运用

这一投资工具。

工具化的属性， 决定了投资者

需要在众多的ETF产品中， 寻找称

手的利器。 一般而言，观察ETF，流

动性是遴选的最重要指标。 充足的

流动性， 意味着投资者可以用最小

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 实现在ETF

的买进和卖出。 随着ETF的不断扩

容， 市场必然将看到ETF发展之中

的分化， 一批ETF将失去流动性支

撑，成为不称手的工具。

降价疾风劲刮

新能源车市场酝酿变局

（上接A01版）在客户下单之后

预计要在三到四周后才能拿到现车。

近期该4S店的新车销量较往年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增长。

“作为上海地区最大的比亚迪

4S店之一，2020年11月和12月，我们

店的新车销量大概在600至700多

辆， 而在2019年12月时的销量数据

则是100多辆。 ” 该销售顾问表示，

“可能你对每月销售700辆新车没有

概念，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目前上海

地区一线燃油汽车品牌的一家普通

4S店每月销售也就是100多辆；另

外，如果每月销售700辆，我们单店

每年的销售量就已经接近1万辆。 ”

与此同时， 该比亚迪4S店的定价策

略上也颇令人意外。对于近几年一款

口碑较好的车型 “宋”（SUV），该

4S店在当前新车大卖之际， 仍然给

出了在17.9万元（标准配置款）的官

方指导价之上再降价1.6万的优惠。

而记者在1月5日对蔚来、 理想

等其他一些国产新能源车品牌上海

地区的询购电话沟通中，也同样了解

到，叠加近几年国产新能源车驾乘体

验及品质的持续提升，以及中央和地

方对于新能源车产业的长期扶助，目

前上海地区新能源车的销售， 正在

“芝麻开花节节高” 。

“疾风” 中积极迎战

对于当前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产

销两端的同步井喷， 业内人士指出，

去年以来，随着被称为行业“鲶鱼”

“鲨鱼” 的特斯拉持续掀起“降价狂

潮” ，国内新能源车企在面对新一轮

行业竞争加剧的同时，也在这轮行业

“疾风” 中积极迎战，寻找差异化竞

争和发挥自身优势的着力点。从某种

程度上看，在目前国内新能源车销售

总量依然处于绝对低位的背景下，价

格“乱战” 之后，将会酝酿新的行业

格局。

上汽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上汽将会从多方

面着手，更好地在新能源车行业中迎

战， 把握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

遇。 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努力满

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对于特斯拉

等海外车企未涉足的混动产品方面，

上汽集团方面表示，目前欧洲市场的

插电混动产品与纯电产品销量旗鼓

相当。 在此背景下，上汽集团在“纯

电动、插电混动、燃料电池” 三条技

术路线上持续投入、继续大力度投放

各类新能源产品的同时，也将继续大

力发展插电混动技术和相关产品，进

一步发挥上汽等国产厂商在混动产

品上的研发和技术优势。

此外，多位国内厂商销售人员也

向记者表示， 特斯拉去年以来的畅

销，除了降价之外，固然有其人机接

口、电池管理技术、品牌营销等方面

的优势，但从电池、车型设计、内饰等

产品硬件整体情况来看，国产新能源

车相比并不存在明显劣势。对于国内

厂商而言， 相关产品的差异化优势，

可能仍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积累和发

挥，也同样有待于消费者发掘。

五年平均回报惊人 主动偏股基金表现抢眼

● 本报记者 李惠敏

1月4日，上证指数重回3500点。 1

月5日， 上证指数收于3528.68点，与

2015年12月31日收盘点位3539.18点

相差无几。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

在此五年期间， 有20.53%的个股实现

正收益，有96%的主动偏股型基金获得

正收益，其中有359只基金收益率“翻

倍” ，还有4只基金收益率超300%。

相比较而言，主动偏股型基金的平

均表现远超主流指数与个股平均涨幅，

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凸显。

仅20%个股获正收益

自2016年年初遭遇“熔断” 后，上

证指数呈小幅震荡上行态势，2018年1

月后表现较为平淡， 并于2019年1月4

日跌至五年期间最低点。 在此之后，A

股市场呈现结构性行情，核心资产价值

被挖掘， 各板块间的龙头股机会颇多。

期间上证指数围绕3000点上下波动

（注： 上证指数新编制方案于2020年7

月22日生效）。

从指数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

2016年 1月 4日， 上证指数开盘于

3536.59点 ，2021年 1月 4日开盘于

3474.68点，收盘于3502.96点。 两者相

差较小，2016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4

日期间，上证指数跌幅为1.02%。 在这

1219个交易日中，上证指数于2019年1

月4日盘中跌至2440.91点，在2018年1

月29日盘中升至3587.03点。

除上证指数外，其他主流指数表现

也较为一般。截至2021年1月4日，2016

年1月4日以来的沪深300指数表现最

好，期间涨幅达到41.19%。 深证成指、

中小板指、 创业板指的涨幅分别达到

17.08%、16.54%、13.41%。

从A股个股表现来看，剔除2015年

12月以后上市的新股，截至2021年1月

4日，2016年1月4日以来的2742只个股

平均下跌12.66%，中位数下跌43.37%，

有 563只个股实现正收益 ， 占比

20.53%，同时也出现了5只“十倍股” ，

分别是山西汾酒、恒立液压、隆基股份、

五粮液和牧原股份。

主动偏股基金表现出色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4

日，2016年1月4日以来，145只（A/C

份额合并计算、 剔除2016年1月4日以

后新成立基金） 普通股票型基金平均

净值增长率达到98.16%，1063只偏股

混合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

75.79%。 合计来看，以上主动偏股型基

金五年期间的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

78.44%，1167只基金获正收益，占比超

96%。其中，净值增长率超300%的共有

4只基金， 超200%的有29只基金，超

100%的共有359只基金。

具体来看，近五年表现最好的是易

方达中小盘， 期间净值增长率达到

320.66%， 其次是易方达消费行业和景

顺长城鼎益， 期间净值增长率达到

309.33%、308.77%。 值得注意的是，以

上三只五年期间回报率居前的基金均

夺得过股票型和混合型金牛基金奖项，

尤其是易方达中小盘和易方达消费行

业， 分别夺得过4次和5次金牛基金奖

项。 此外，五年期间净值增长率超300%

的还有前海开源国家比较优势， 达到

304.37%。

权益类资产优势较大

从中长期来看，基金能取得更明显

的超额收益。 一位基金人士提供的数

据显示， 投资者若在2001年到2006年

期间任一时点入市， 不加任何选择、等

权重投资市场中的所有偏股基金，只要

滚动持有十年，组合平均年化收益率近

15%，累计回报更超300%，不仅比绝大

多数理财产品的回报要高，也远超大多

数A股指数涨幅。

对于个人投资者该如何投资基金，

某基金投顾人士指出，对于三年以上不

用的资金， 并能接受10%以上的回撤，

可配置60%以上的股基， 中性对冲、二

级债基等绝对收益基金可配置30%，黄

金类产品则为10%。 随着市场涨幅越

多，配置股基的比例应适当减少，同时

增加二级债基和纯债基仓位； 反之，则

应增加权益基金比例，减少二级债基和

纯债基仓位。

展望2021年，基金人士表示，2021

年基金的收益率会有所降低，但与其他

资产相比， 权益类资产仍有较大优势。

盈米基金研究院院长杨媛春指出 ，

2021年投资者需降低投资基金的收益

预期。 一方面，权益类基金已连续两年

取得较高收益；另一方面，当前A股估

值较高，需要时间消化。“整体来看，普

通投资者应注意选择基金品种的多元

化， 资产配置不拘泥于单一权益资

产。 ”她说。

百亿俱乐部大扩容

2004年，第一只ETF诞生。 中国

ETF市场迄今已走过十六年发展历

程， 数量和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 ETF市场已诞生数只“巨无霸”

产品。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

日， 规模超过百亿元的A股ETF共有

17只。 其中， 国内第一只ETF产

品———华夏上证50ETF已发展为规

模最大的ETF，达到565.76亿元；其次

为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规模达

457.48亿元；排在第三、第四、第五名

的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南方

中证50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规

模均超过300亿元。

尤其明显的变化是，行业和主题

ETF迅速崛起。 过去，各大基金公司

主要布局宽基指数ETF。 自2018年

来，各家基金公司竞相在细分领域布

局ETF产品，行业主题ETF数量和规

模都显著上升。 百亿ETF俱乐部里，

细分行业主题ETF已占据半壁江山。

17只百亿A股ETF中， 有8只为行业

主题ETF，主要涵盖券商、芯片、5G等

热门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资金迅速涌

入相关细分赛道，不少行业主题ETF

成立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容，跻身百

亿俱乐部。例如，成立于2020年1月20

日的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发行

份额达53.88亿份，并在一个月后规模

突破百亿元，不到一年时间，规模已

增长至239亿元。 成立于2020年2月

20日的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首

发募资金额达到107.63亿元。

ETF需关注流动性

在市场中，不同ETF成交量的差

别巨大，对于一些主流ETF，日成交

额可达到数十亿元， 但一些小众的

ETF，成交额甚至只有几千元。

南方基金指出，由于ETF的交易

机制和股票类似，都是在二级市场进

行交易，所以对于那些每日成交量大

的ETF来说， 方便个人投资者投资，

也可以随时退出。 但对于那些每日成

交量比较小的ETF来说，如果个人投

资者的资金量较大，那么在卖出的时

候可能就无法顺利一次卖出。 所以，

小成交量的ETF不是可以安全交易

的对象。

查阅数据发现，ETF在规模上大

扩容的同时，流动性的提升也是显而

易见。 统计数据显示，从流动性来看，

2020年前十只流动性较好的ETF全

年成交额超过3万亿元， 华泰柏瑞沪

深300ETF、华夏上证50ETF、南方中

证500ETF等老牌宽基指数吸金效应

明显。

此外，抢占先机成立的行业主题

ETF更具优势。 由于行业主题ETF产

品的特殊性，早早布局细分行业的细

分ETF龙头效应更明显。 Wind数据

显示，2020年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以19.41亿元的日均成交额居首，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华夏中证

5G通信主题ETF、国泰CES半导体芯

片行业ETF等日均成交额超10亿元。

基金公司必争之地

除了上述知名ETF以外，基金公

司正在大力面向市场推介各式各样

的ETF产品。

Wind数据显示，在1月份的基金

发行安排中，就有大量的ETF产品集

中推向市场。 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

ETF、招商国证食品饮料ETF、华宝

智能制造ETF、汇添富国证生物医药

ETF、 工银瑞信中证科技龙头ETF、

华安中证新能源汽车ETF等都集中

在1月份落地发行。 而且此前已经发

行的一些ETF也将上市，如华宝中证

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ETF即将于1

月7日上市， 该ETF成立于2020年12

月24日， 初始发行规模为8.65亿元；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

ETF在2020年12月30日成立后，预计

也将迅速上市交易。

“前两年比拼宽基ETF的基金公

司不少， 但是在ETF领域 ‘马太效

应’ 明显，宽基ETF赛道上能跑出来

的胜利者不多。 现在大家比拼行业和

主题类的ETF，行业和主题的细分赛

道相对更多更丰富，能够承载的产品

和资金规模也不小，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 但是，蓝海渐红，竞争也会有白热

化的一天。 ”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指数

投资部总监说。

工银瑞信袁芳：

精选个股 从客户需求出发做投资

●本报记者 李惠敏

过去五年，A股市场历经熊市、

震荡市、 结构性牛市等多种行情，公

募基金充分发挥了专业投资能力。银

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

股票基金过去五年平均净值增长率

达57.76%， 显著跑赢沪深300指数。

工银瑞信基金旗下基金经理袁芳所

管理的工银文体产业股票近五年累

计净值增长率更高达274.55%，年化

收益率30.22%。

袁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2021年主要投资策略是

关注阿尔法， 未来重点关注汽车、军

工、新能源等板块投资机会。

基于投资者需求稳健投资

中国证券报： 你从2015年开始管

理工银文体产业， 截至2020年年底已

满5年，该基金收益率不俗且最大回撤

幅度较小，你是如何进行组合管理的？

袁芳： 做投资应该从客户的需求

出发。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

资者，投资需求主要为三点：一是在追

求绝对收益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相对

收益；二是产品的回撤和波动尽量小；

三是各个阶段平稳运作， 配合投资者

的投资久期需要。目前来看，我长期跟

踪100多家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将这

些企业作为基本盘。在此基础上，根据

估值和成长性性价比， 并进行中观层

面行业比较以及宏观层面风险偏好和

流动性等因素构建投资组合。

中国证券报：1月11日，新基金工

银圆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即将发行，这

只产品的投资策略是怎样的？

袁芳：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主要

从三点考量组合构建的最终目标：在

追求绝对收益的基础上力争创造更

多超额收益； 尽可能控制组合的回

撤，降低波动以及了解投资者的投资

习惯，评估投资久期，关注各类区间

表现。 通过科学的组合管理，最大化

满足投资人诉求。

从实现方式来看， 通过自下而

上，精选优质标的并持续追踪，并进

行行业比较确定组合的结构，叠加对

中观及宏观层面因素的分析，对组合

进行动态平衡。

个股选择方面，考量公司质量和

估值因素。积极寻找那些拥有良好治

理、可持续商业模式、稳定较高盈利

能力、现金流较好的公司。 在此基础

上， 深入分析和挖掘公司的特性，以

期紧握具备长期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佳的优质标的。

精选优质个股加强风控

中国证券报：如何控制投资风险？

袁芳：我认为，在A股市场控制

风险比较好的手段是个股选择，而非

仓位管理。 通过对组合中的个股选

择，能有效的控制风险。长期看，资本

市场的最大风险是质量风险。若持有

基本面不佳的“垃圾股” ，波动后的

股价会面临格雷厄姆所说的 “永久

性损失” 。 实际上，在市场出现整体

系统性风险时，由于优质企业有较强

的估值锚，跌幅并不大。

中国证券报：你的投资组合此前

有过汇纳科技。汇纳科技2020年12月

22日公告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张宏俊涉嫌行贿被警方采取强制措

施，其股价于12月23日跌停。 12月23

日汇纳科技的公告显示，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中已没有你所管理的产品，

如何控制个股风险？

袁芳：汇纳科技是客流分析系统

的头部企业， 在购物中心市占率较

高，是细分领域第一梯队企业。

当时买入汇纳科技，在组合管理

层面做过通盘考虑并充分评估了风

险，组合占比控制在1%以下，即便基

本面不及预期，对组合的影响也依然

可控。 在2020年第三季度货币预期

发生边际变化后，我们谨慎对待流动

性不足的小公司，并决定减持，因此

2020年第三季度处于持续减持该股

的过程中，12月22日汇纳科技相关

信息曝光前， 我们已基本完成减持，

对组合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从基金定期报告也可以看出，汇

纳科技一直不属于我的重仓股，对组

合的影响极小。期间因股价波动导致

多只基金合计持股一度达到6.06%，

综合考虑监管规则和行业惯例，没有

进行披露。

●本报实习记者 张舒琳

记者 徐金忠

百亿俱乐部扩容 ETF迎来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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