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具箱” 创新不断 ETF份额逆势大增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被动指数投资的ETF“工具箱” 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日前，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正式获批，是国内首只投资韩国股票市场的ETF。 此前，还有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上证科创板新材料和中证机床三大指数的6只硬科技ETF落地发行。

与 此 同 时 ， 虽 然 市 场 持 续 震 荡 ， 但 是 ETF 份 额 增 长 较 为 明 显 。 Wind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9 月 30 日 ， 最 近 一 个 季 度 ETF 总 份 额 增 加 超 过 1200 亿 份 ， 其 中 ， 股 票 型 ETF 份 额 增 加 近 650 亿 份 。 ETF 成 为 投 资 者 布 局 市 场 机 会 的 重 要 投 资 工 具 。

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日前，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获批，成为市场首只获批的可投资于韩国股票市场的ETF。 证监会官网显示，华泰柏瑞基金于8月9日提交了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的申请材料，该申请已于9月6日被受理，并于近期获批。

资料显示，作为集结中韩两国半导体龙头的ETF，该产品有望直接受益于两国半导体产业的迅猛发展。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所跟踪的中韩半导体指数由中证半导体15指数和KRX半导体15指数按照等权重合并组成，反映的是沪深市场和韩国市场半导体产业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对于中韩半导体市场的投资价值，华泰柏瑞基金认为，一方面，韩国半导体市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增速水平均在全球具备领先优势。 另一方面，半导体设备如果能在供应链上实现占有率提升，国内公司股票或迎来一轮“戴维斯双击” 。

此前，还有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上证科创板新材料和中证机床三大指数的6只硬科技ETF落地发行。 在科创芯片、新材料ETF推介会上，上交所副总经理刘逖指出，此次ETF产品获批为市场投资科创硬科技企业提供了有效工具，不仅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布局科创板芯片与新材料行业的主题投资，也有利于增强科创板服务国家战略与实体经济的功能。 科创板开市3年多来，已成为拥有上市公司超460家、总市值近6万亿元的重要投融资市场，汇聚了一批市场认可度高、研发实力雄厚、盈利能力突出的科技创新企业。

目 前 ， 部 分 硬 科 技 ETF 的 发 行 成 果 不 断 显 现 。

基金公告显示，南方上证科创板新材料ETF在9月23日至9月27日期间发行，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10610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6.91亿元；同期发行的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ETF，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6711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4.33亿元。 嘉实上证科创板芯片ETF同样在9月23日至9月 27日期间发行，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7948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 3.67亿元；同期发行的华安上证科创板芯片ETF，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9134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3.61亿元。

此外，还有部分创新的ETF也已经顺利发行成立，交出了较好的募集成绩单。 例如，华安中证数字经济主题ETF在9月 13日至9月 21日期间发行，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23977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15.38亿元；汇添富中证中药ETF在7月 19日至9月 21日期间发行，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2876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4.30亿元；富国国证疫苗与生物科技ETF在9月1日至9月9日期间发行，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6913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10.60亿元 。

“借基” 布局

一方面，创新ETF产品不断落地，“工具箱”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ETF这一投资工具的运用也更加娴熟，特别是在市场震荡之际，ETF成为投资者逆市布局的重要“武器” 。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最近一个季度ETF总份额增加超过1200亿份，其中，股票型ETF份额增加近650亿份。

具体来看 ，在全部类型的ETF产品中，广发纳斯达克100ETF、华宝现金添益A、银华交易货币A、华宝中证医疗ETF、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ETF、华夏上证50ETF、华夏上证科创板50ETF、招商财富宝E、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华宝中证全指证券ETF等在最近的一个季度内份额增加较多。 其中，广发纳斯达克100ETF的基金份额增加约为143.59亿份，份额变动率高达431.33%。

从股票型ETF来看，截至9月30日的最近一个季度，华宝中证医疗ETF、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ETF、华夏上证50ETF、华夏上证科创板50ETF、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华宝中证全指证券ETF、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鹏华中证酒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等份额增加较多。 其中，华宝中证医疗ETF在此期间的份额增加约85.24亿份，份额变动率为33.91%。

具体到9月份，光大证券研究报告称 ，股票型ETF9月收益率中位数为-8.32%，资金净流入586.88亿元。 宽基ETF方面，大盘主题ETF资金净流入较多，合计流入281.77亿元 。 行业ETF方面，TMT、医药、金融地产、新能源主题ETF均有资金净流入 。

ETF的份额变化，对于市场的下一阶段走势，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四大蓝筹ETF的净申购份额的高点对市场有一定预示作用。 从历史上看 ，每当A股大幅调整时，投资者往往会增加申购以华夏上证50ETF、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华安上证18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为代表的蓝筹ETF，而随着这四只ETF申赎份额逐渐达到阶段性高点后，市场大概率也将迎来回升。

兴业证券研究发现，7月以来，四大蓝筹ETF的申赎份额加速上行，当前已处于历史极高水平。 截至9月30日，四大蓝筹ETF申赎份额（30日滚动平均口径）从7月初的-0.94亿份飙升至当前2.77亿份，处于 2013年以来96.5%的历史分位数水平，且上升幅度显著超过今年3月至4月底时期申赎份额的升幅，或代表A股当前已处于底部区域。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指数和量化投资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ETF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接受，这一投资工具已经成为市场情绪的重要指标。 “可以看到 ，此前ETF的投资者以顺趋势投资为主 ，即什么上涨就冲进来，然后做短线操作。 近年来，ETF的投资者逆市操作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景气赛道的ETF，被很多投资者越跌越买，投资行为越来越理性 ，持有的周期也相应出现了拉长。 ”

ETF乘风破浪

此前，深交所发布的2021年ETF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提到，随着境内ETF市场不断完善和发展，2021年境内ETF产品规模达到1.4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 30.55%，产品数量和规模均创近十年来新高。

其中，股票型ETF的发展，更呈现“大步流星” 的趋势。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股票型ETF每年的上市数量持续上升，且规模不断增长，从2011年末至2021年末，十年增长近 14.02倍。

在取得明显的发展后，基金机构表示，ETF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

海富通基金总经理任志强表示，ETF产品具有“高透明度、高便捷性、低费率” 的特性，对于国内个人投资者天然具有吸引力，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其配置作用也在凸显。 再加上沪深交易所、基金公司、销售渠道以及媒体的持续科普，ETF的工具属性已深入人心。 同时，基金公司积极开发优质的差异化产品，不断完善ETF产品供给体系 。 投资需求和供给两相促进，推动了ETF市场的高速发展。

华宝基金董事长黄孔威认为，与美国等发达资本市场相比，我国ETF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未来大有可为。 从中长期视角看，我国处于资本市场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机构投资者崛起，证券市场有效性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基金投顾兴起 ，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等，都有望为指数基金及ETF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驱动力。 ETF市场的不断发展，相关制度、机制的完善以及交易策略、投资策略的不断丰富，都将为包括公募基金在内的各方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ETF投资总监王乐乐认为，当市场处在底部区域时，ETF是资本市场最好的布局品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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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日前，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ETF获批， 成为市场首只获批的可投资于韩国

股票市场的ETF。 证监会官网显示，华泰柏瑞基

金于8月9日提交了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

的申请材料，该申请已于9月6日被受理，并于近

期获批。

资料显示， 作为集结中韩两国半导体龙头

的ETF， 该产品有望直接受益于两国半导体产

业的迅猛发展。 华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

体ETF所跟踪的中韩半导体指数由中证半导体

15指数和KRX半导体15指数按照等权重合并

组成， 反映的是沪深市场和韩国市场半导体产

业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

对于中韩半导体市场的投资价值， 华泰柏

瑞基金认为，一方面，韩国半导体市场无论在体

量上还是增速水平均在全球具备领先优势。 另

一方面， 半导体设备如果能在供应链上实现占

有率提升，国内公司股票或迎来一轮“戴维斯

双击” 。

此前，还有跟踪上证科创板芯片、上证科创

板新材料和中证机床三大指数的6只硬科技

ETF落地发行。 在科创芯片、新材料ETF推介会

上，上交所副总经理刘逖指出，此次ETF产品获

批为市场投资科创硬科技企业提供了有效工

具， 不仅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布局科创板芯片与

新材料行业的主题投资， 也有利于增强科创板

服务国家战略与实体经济的功能。科创板开市3

年多来，已成为拥有上市公司超460家、总市值

近6万亿元的重要投融资市场，汇聚了一批市场

认可度高、研发实力雄厚、盈利能力突出的科技

创新企业。

目前， 部分硬科技ETF的发行成果不断

显现。

基金公告显示， 南方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ETF在9月23日至9月27日期间发行， 最终募集

有效认购总户数为10610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

金额约为6.91亿元； 同期发行的博时上证科创

板新材料ETF， 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6711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4.33亿元。嘉

实上证科创板芯片ETF同样在9月23日至9月27

日期间发行， 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7948

户，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3.67亿元；同期发

行的华安上证科创板芯片ETF， 最终募集有效

认购总户数为9134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

为3.61亿元。

此外， 还有部分创新的ETF也已经顺利发

行成立，交出了较好的募集成绩单。 例如，华安

中证数字经济主题ETF在9月13日至9月21日期

间发行， 最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23977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约为15.38亿元；汇添富中

证中药ETF在7月19日至9月21日期间发行，最

终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2876户， 募集期间净

认购金额约为4.30亿元； 富国国证疫苗与生物

科技ETF在9月1日至9月9日期间发行， 最终募

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6913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

金额约为10.60亿元。

“借基” 布局

一方面，创新ETF产品不断落地，“工具箱”

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ETF这一投资

工具的运用也更加娴熟， 特别是在市场震荡之

际，ETF成为投资者逆市布局的重要“武器” 。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最近一个季

度ETF总份额增加超过1200亿份，其中，股票型

ETF份额增加近650亿份。

具体来看，在全部类型的ETF产品中，广发

纳斯达克100ETF、华宝现金添益A、银华交易

货币A、华宝中证医疗ETF、易方达沪深300医

药卫生ETF、华夏上证50ETF、华夏上证科创板

50ETF、招商财富宝E、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

ETF、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ETF等在最近的一个

季度内份额增加较多。 其中， 广发纳斯达克

100ETF的基金份额增加约为143.59亿份，份额

变动率高达431.33%。

从股票型ETF来看，截至9月30日的最近一

个季度，华宝中证医疗ETF、易方达沪深300医

药卫生ETF、华夏上证50ETF、华夏上证科创板

50ETF、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华宝中证

全指证券ETF、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鹏华

中证酒ETF、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国泰中证

全指证券公司ETF等份额增加较多。 其中，华宝

中证医疗ETF在此期间的份额增加约85.24亿

份，份额变动率为33.91%。

具体到9月份，光大证券研究报告称，股票

型ETF9月收益率中位数为-8.32%， 资金净流

入586.88亿元。 宽基ETF方面，大盘主题ETF资

金净流入较多，合计流入281.77亿元。 行业ETF

方面，TMT、医药、金融地产、新能源主题ETF

均有资金净流入。

ETF的份额变化， 对于市场的下一阶段走

势，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兴业证券研究报告认

为， 四大蓝筹ETF的净申购份额的高点对市场

有一定预示作用。 从历史上看，每当A股大幅调

整时， 投资者往往会增加申购以华夏上证

50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华安上证

180ETF和华夏沪深 300ETF为代表的蓝筹

ETF， 而随着这四只ETF申赎份额逐渐达到阶

段性高点后，市场大概率也将迎来回升。

兴业证券研究发现，7月以来， 四大蓝筹

ETF的申赎份额加速上行， 当前已处于历史极

高水平。 截至9月30日，四大蓝筹ETF申赎份额

（30日滚动平均口径） 从7月初的-0.94亿份飙

升至当前2.77亿份，处于2013年以来96.5%的历

史分位数水平，且上升幅度显著超过今年3月至

4月底时期申赎份额的升幅，或代表A股当前已

处于底部区域。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指数和量化投资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随着ETF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接

受， 这一投资工具已经成为市场情绪的重要指

标。 “可以看到，此前ETF的投资者以顺趋势投

资为主， 即什么上涨就冲进来， 然后做短线操

作。 近年来，ETF的投资者逆市操作的情况越来

越多，甚至有些景气赛道的ETF，被很多投资者

越跌越买，投资行为越来越理性，持有的周期也

相应出现了拉长。 ”

ETF乘风破浪

此前， 深交所发布的2021年ETF行业发展

年度报告提到， 随着境内ETF市场不断完善和

发展，2021年境内ETF产品规模达到1.4万亿

元，较上一年增长30.55%，产品数量和规模均创

近十年来新高。

其中，股票型ETF的发展，更呈现“大步流

星” 的趋势。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股票型ETF

每年的上市数量持续上升，且规模不断增长，从

2011年末至2021年末，十年增长近14.02倍。

在取得明显的发展后，基金机构表示，ETF

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海富通基金总经理任志强表示，ETF产品

具有“高透明度、高便捷性、低费率” 的特性，对

于国内个人投资者天然具有吸引力， 对于机构

投资者来说其配置作用也在凸显。 再加上沪深

交易所、基金公司、销售渠道以及媒体的持续科

普，ETF的工具属性已深入人心。 同时，基金公

司积极开发优质的差异化产品， 不断完善ETF

产品供给体系。 投资需求和供给两相促进，推动

了ETF市场的高速发展。

华宝基金董事长黄孔威认为， 与美国等发

达资本市场相比， 我国ETF市场仍有较大增长

空间，未来大有可为。 从中长期视角看，我国处

于资本市场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机构投资者崛

起， 证券市场有效性提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推

进，金融科技发展，基金投顾兴起，银行理财产

品净值化转型等， 都有望为指数基金及ETF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驱动力。 ETF市场的不

断发展，相关制度、机制的完善以及交易策略、

投资策略的不断丰富， 都将为包括公募基金在

内的各方机构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富国基金量化投资部ETF投资总监王乐乐

认为，当市场处在底部区域时，ETF是资本市场

最好的布局品种之一。

“工具箱” 创新不断 ETF份额逆势大增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被动指数投资的ETF

“工具箱” 创新产品不断

涌现。

日前， 华泰柏瑞中证

韩交所中韩半导体ETF正

式获批， 是国内首只投资

韩国股票市场的ETF。 此

前， 还有跟踪上证科创板

芯片、 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和中证机床三大指数的6

只硬科技ETF落地发行。

与此同时， 虽然市场

持续震荡，但是ETF份额

增长较为明显。Wind数据

显示，截至9月30日，最近

一个季度ETF总份额增

加超过1200亿份， 其中，

股票型ETF份额增加近

650亿份。 ETF成为投资

者布局市场机会的重要投

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