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条图表

今年以来ETF份额及数量月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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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ETF份额及数量月度变化

股票型ETF份额增长

医药半导体板块获青睐

8月以来， 股票型ETF

整体份额增加， 一些行业

ETF份额增长较多，医药、半

导体等行业ETF份额在近期

创出历史新高。 公募基金

人士表示， 当前市场处于

震荡整理阶段， 权益类资

产相对而言更具有长期增

长的潜力， 近期ETF份额增

长较多的医药、半导体、高

端制造等板块或具备较好

的中长期投资价值。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万宇

多只ETF份额创历史新高

Wind数据显示，8月以来，截至8

月19日，593只可统计的股票型ETF

份额总体增加37.16亿份。

具体来看，份额增加最多的是嘉

实中证高端装备细分50ETF，该基金

8月以来份额增加27.38亿份；华夏上

证科创板50ETF、 易方达沪深300医

药卫生ETF、华宝中证医疗ETF份额

增加也都超过20亿份。 此外，华夏上

证50ETF、鹏华中证酒ETF、易方达

上证科创板50ETF份额增加均超过

10亿份。

多个行业的ETF被资金大举买

入。 其中，多只医药行业相关ETF份

额创下历史新高。8月19日，易方达沪

深300医药卫生ETF、 华宝中证医疗

ETF、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ETF份额

分别达到221.89亿份、299.77亿份、

21.98亿份，均创下历史新高。

半导体、 酒、 养殖等行业也有

ETF产品份额在近期创出历史新高。

例如，8月19日，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

体ETF份额达到128.99亿份，国泰中

证畜牧养殖ETF份额达到53.90亿

份，均创出历史新高；另外，鹏华中证

酒ETF份额在8月18日创出历史新

高，达到122.16亿份。

在份额减少较多的股票型ETF

中， 多只中证1000ETF份额减少居

前。8月以来，截至8月19日，份额减少

超过10亿份的ETF有4只， 其中两只

是中证1000ETF，另外两只分别是证

券ETF和芯片ETF。 另外， 中国

A50ETF、银行ETF、光伏ETF等份

额也减少较多。

长期结构性牛市不改

对于ETF份额近期的变化，一位

公募基金人士表示，这或许是机构资

金逢低布局。 他分析称，近期以中证

1000指数为代表的小盘股表现较好，

但多只中证1000ETF份额减少，份额

减少超过10亿份的股票型ETF8月以

来净值均出现增长，而份额增加较多

的股票型ETF8月以来净值多数出现

下跌，医药、半导体等行业得到了资

金逆势布局。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圆信永

丰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监胡春霞表示，

预计市场仍将处于分化调整的过程

中。 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一些行业和

企业在全球竞争力持续增强，对长期

结构性牛市的判断并未改变。当前或

是市场中继调整阶段，未来五年到十

年，权益类资产相对而言更具有长期

增长的魅力。

鑫元基金表示，近期的行情还是

以结构性为主，同一行业内部的不同

产业链环节会出现分化，甚至同一环

节也会因为产品结构的差异，出现不

同的走势。鑫元基金将继续立足行业

发展的趋势，尽可能地拆细不同上市

公司的优势和劣势，找到未来几个季

度业绩环比有较好增速的细分行业

和上市公司，努力寻找市场的机会。

“‘金九银十’ ，消费和开工旺季

即将来临，部分具有旺季预期且有国

家政策支持的低估值板块如食品饮

料、可选消费等，有望迎来阶段性轮

动机会。 ” 农银汇理基金认为，目前

市场仍处在半年报密集披露期，可关

注半年报业绩可能超出预期的偏冷

门行业。景气赛道的拥挤度虽处于阶

段性高位并伴随高波动，但在短期流

动性较为宽松、行业高景气延续的背

景下，包括新能源车在内的热门赛道

短期仍有望持续强势。

医疗半导体板块机会显现

对于份额增长较多的行业ETF，

比如医药、高端制造、半导体等，在不

少基金经理看来，这些行业在当前确

实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兴证全球基金基金经理谢书英认

为， 未来的机会可能由优秀的制造业

企业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共同创造。 芯

片、 半导体等中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将

逐渐展现，同时看好新能源、医疗器械

等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抢占能力和以

光伏技术、 智能驾驶为代表的创新成

长能力， 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将带来持

续消费升级的机会。

广发国证半导体芯片ETF基金

经理罗国庆认为，芯片板块近期反弹

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增长，产能扩张

可能超预期。 长期来看，在内外部发

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看好我

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成长空间。 半导

体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的 “粮食” ，

是信息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基础性部

件。 在信息化时代，半导体作为经济

增长的引擎，行业基本面与全球经济

周期相关性较强。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ETF基

金经理霍华明介绍，医药板块持续下

跌，截至8月22日收盘，中证全指医药

卫生指数动态市盈率为27.33倍，处

于2.92%的历史分位数。他认为，当板

块处于历史估值低位时，未来有可能

赚到估值提升与板块盈利增长的钱。

特别是像医药这类“长坡厚雪” 的赛

道，在具有较高安全边际时，值得长

期投资者关注。

永赢医疗器械ETF基金经理万

纯也认为， 对于股价调整较为充分、

基本面改善的医药板块，可关注其左

侧投资机会。 此外，近年来，国内医疗

器械公司IPO数量提升明显，IVD、医

疗设备等细分领域龙头频出，预计未

来会有更多的医疗器械龙头登陆A

股市场，板块整体投资价值将进一步

凸显。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赵伟捷：

医药板块投资机会凸显

●本报记者 余世鹏

历经前期回调后， 医药板块再次

成为基金经理关注的重点。 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权益投资团队的基金经理

赵伟捷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从行业分析、估值性价比等

方面综合来看， 目前医药板块投资环

境比较好，而且机构配置比例较低，是

底部布局的好时机。 基于行业发展趋

势分析， 重点关注创新药、 医药外包

（CXO）等细分赛道。

与普通消费品行业不同

赵伟捷曾在金鹰基金担任研究

员，2017年8月加入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曾任研究管理部研究员、基金

经理助理， 现任权益投资部基金经

理，2021年3月起管理摩根士丹利华

鑫优悦安和混合基金。

赵伟捷对记者表示， 从入行开

始，医药赛道是他从研究员到基金经

理持续聚焦的主要领域。“医药行业

虽然也有消费属性，但其核心的决策

因素和普通消费品行业不一样。 普通

消费品行业消费的决策者、支付者都

是消费者自身。 消费品分析最核心的

是产品给消费者提供了什么价值。 而

医药行业消费决策者是医生，支付者

主要是医保基金。 ”他表示。

赵伟捷认为，在对医药行业进行

分析时，首先，要从医生的角度出发，

医生做处方决策时，会看药能否解决

患者的问题，同时医生的利益也可能

影响决策。 其次，要了解医保基金背

后的支付意图，会基于哪些规则来影

响医院和医生。

“从目前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趋

势下，医保基金总量扩容的趋势应该

是确定的，药品价格（包括耗材的价

格） 是我们判断医药行业景气度和

估值时，很看重的考量因素。 ” 他举

例说，当前医保基金运行健康，结余

在稳健增长。 此外，目前仿制药集采

政策已常态化，市场也已充分预期。

看好细分赛道

谈及后续投资机会， 赵伟捷表

示，从行业框架、医保基金结余、筹码

估值结构等方面综合来看，目前医药

板块投资环境比较好，整个医药行业

估值再度大幅走低的可能性不大。 截

至目前，剔除债基、指数基金、医药相

关主题基金后，全市场基金的医药板

块持仓比例仅有7%左右； 加上医药

主题基金，全部基金配置医药板块的

比例约11%。 因此，整体上看，当前机

构的医药股筹码相对较少。

在布局上，赵伟捷表示，看好创

新药、CXO等细分赛道。

创新药方面， 他认为，2022年创

新药降价边际放缓，续约规则有利于

稳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预期。 对创新

药企业及产业而言， 规则更加明确、

细化， 预期价格将更加有迹可循，价

格波动幅度有望显著下降，创新药盈

利预期将更加稳定，有利于上游创新

药投融资，也有利于创新药产业稳健

持续健康发展。

CXO方面，赵伟捷认为，这是医

药细分行业中弹性相对较大的赛道，

中长期较有潜力，同时符合基金经理

选择赛道的框架。 其中，CXO赛道可

以进一步分为CDMO和CRO两个细

分赛道。CDMO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工

程师红利。 这一逻辑持续被验证，且

是中长期的逻辑，预计三五年内不会

有大的改变。CRO的投资逻辑实质是

看好中国的创新药市场。 目前，创新

药占中国医药市场的比重仅为9%

（还包括进口创新药）， 而多数发达

国家的占比在20%以上，美国、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更是超过了50%，其

中美国接近80%。 因此，中国的创新

药市场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

逾百只基金降费 债基成主力军

●本报记者 余世鹏

见习记者 张韵

近日，招商优势企业、招商信用

增强、前海联合智选、中海惠裕纯债、

南华丰淳等多只基金发布调低基金

费率公告， 有产品的托管费率降至

0.05%， 还有产品的管理费率大幅下

调。 今年以来，实施降费的基金产品

数量已超过100只， 其中有60多只为

债券型基金。

业内人士表示， 降低管理费，

一般是基于让利投资者、提升产品

竞争力、 机构客户要求等方面的

考虑。

多只基金竞相降费

Wind 数 据

显示，截至8月22

日，8月以来共有

8只基金陆续发

布降低管理费公

告。 其中，嘉实货

币市场基金公告，

自8月9日起，该

基金的管理费率

由 0.33% 降 至

0.27%，托管费率

由 0.10%降低至

0.05%。

天弘同利债券型基金、 诺安聚

利债券型基金、 中海惠裕纯债债券

型基金的管理费率均降至0.3%。 公

告显示，8月8日起，天弘同利债券型

基金的基金管理费率由0.35%调低

为0.30%；诺安聚利债券型基金自8

月12日起将基金管理费率由0.7%

调整为0.30%、 托管费率由0.2%调

整为0.05%； 中海惠裕纯债债券型

基金日前宣布， 基金管理费率由

0.7%调整为0.3%，并将托管费率由

0.2%降低为0.1%，调整于9月1日起

生效。

此外，新疆前海联合智选3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FOF、 南华丰淳混合

型基金、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基

金近日也接连表示降费， 管理费率

分别降至0.5%、1.0%、0.6%、0.5%。

其中，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基金降幅最大， 从1.5%调低至

0.6%。

债券型基金数量最多

Wind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已有

138只基金下调了管理费率， 半数以

上基金管理费率降幅超过35%， 降低

后的管理费率以0.3%和0.15%居多。

其中，易方达优选多资产三个月C、国

泰融丰外延增长A两只基金的管理费

率调整幅度最大， 均由0.5%下调至

0.15%，降幅达到70%。

在基金分类上， 百余只降费基金

涵盖了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股票

型、QDII、FOF等多种类型。 其中，债

券型基金数量最多， 成为今年以来降

低基金管理费率的主力军，超过60只

债券型基金下调管理费率， 调整后的

费率从0.15%到5%不等，大部分基金

将费率调至0.3%。 另外，货币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下调管理费率的数量也

较多， 货币型基金普遍将费率由

0.33%下调至0.15%，混合型基金全部

调整至1.0%及以下。

大势所趋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今年以

来还有不少私募基金公司通过减免管

理费等方式应对市场剧烈波动带来的

净值下跌。 下调管理费率成为减少投

资者成本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

业内人士表示， 在基金产品同质

化竞争的环境下， 降低管理费率将是

大势所趋。 管理费率下调有利于提升

产品竞争力，吸引投资者。

某公募基金经理表示，今年以来权

益市场赚钱难度有所加大，降低管理费

率或是一种主动让利投资者的行为。

某公募基金的市场部总监表示，

主动权益类基金降费还与机构资金要

求有关， 基金客户结构若以少数或个

别机构投资者为主， 那么核心客户的

话语权较高， 降费有利于满足客户需

求。 另外，基金投资策略发生改变，资

产管理难度下降，管理成本降低，也会

导致降低管理费率的情况发生。

目前，创新药占中国医药市

场的比重仅为9%（还包括进口

创新药），而多数发达国家的占

比在20%以上。

9%

资金持续涌入“橱窗基金”频现

●本报记者 李岚君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知名“橱窗基金” 金元顺安元启灵

活配置混合基金（简称“金元顺安元

启” ）近三年业绩表现优异，从去年

开始持续收紧限购政策，限购金额从

10万元一路降低到100元。 8月22日，

该基金暂停了申购业务， 闭门谢客，

成为名副其实的“橱窗基金” 。

保证基金稳定运作

所谓的“橱窗基金” ，一般指业

绩较好，但限购严苛的基金。 有如展

示在橱窗里的商品，看得到买不到。

8月22日， 金元顺安基金暂停金

元顺安元启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的业务。 事实上，在本次暂

停大额申购前不到一个月，该基金刚

调整了大额申购限额。 该基金于8月1

日将申购金额调整为单日单户限购

50元。

数据显示， 金元顺安元启成立

于2017年11月，基金经理为缪玮彬。

2022年以来，该基金频繁限购，而其

规模则快速增长。 在互联网销售平

台上， 金元顺安元启也是定投的热

销基金。

截至6月30日， 该基金的基金份

额为3.96亿份， 最新规模12.44亿元。

截至一季度末，该基金的份额和规模

分别为2.71亿份和7.73亿元。 而在

2021年末，该基金的份额、规模分别

仅为1.93亿份、4.34亿元。

既然业绩这么好， 为何不借机大

卖呢？ 对此，金元顺安基金在公告中表

示，限购原因是“为保证该基金的稳定

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有相关业内人士分析称：“金元

顺安元启持仓非常分散，前十大重仓

股的持仓占比只有8%，而且全部是小

盘股，股票仓位占比75%。这也是其限

购的原因，毕竟小盘股指数增强的策

略容量有限。 ”

阵容逐渐庞大

近期，还有多只基金下调大额申

购限额至50元、100元不等，看得到买

不到的“橱窗基金”阵容逐渐庞大。

比如，宝盈盈润债券基金2021年

12月前的限购额度为单日单户限购1

万元。 自8月4日起，其大额申购限制

金额调整为单日单户限购10元。 不

过，自8月16日起，该基金的大额申购

额度又调整为单日单户限购100元。

此外， 同为第三方平台销售的热门

“橱窗基金” 鹏华丰禄申购上限为

100元。

8月22日， 知名基金经理丘栋荣

管理的中庚小盘价值基金将暂停1万

元以上大额申购。 事实上，这已经是

该基金8月以来第二次调整大额申购

限额。 8月8日，该基金恢复申购，这时

距离其2021年9月暂停申购业务已接

近一年。 8月15日，该基金调整大额申

购限额，上限为100万元。

据悉，中庚小盘价值再度调整大

额申购限额主要是因为该基金在一

周左右的时间内获得了超过30亿元

资金申购。

“不难看出， 最近暂停大额申购

甚至是直接闭门谢客的基金，在投资

风格方面多为中小盘风格，产品近期

业绩大多表现突出， 规模增长也很

快。 然而，资金持续涌入对于基金经

理进一步挑选优秀标的提出更高的

要求， 因此为了保持投资风格的稳

定，避免基金净值大幅波动，这些基

金有限购的措施也十分符合常理。 ”

一位基金分析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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