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氢能时代加速来袭

氢能主题基金密集“回血”

本报记者 刘伟杰

近日，氢能源概念反复活跃，自2月初以来该板块触底反弹后强势走高，相关主题基金亦“水涨船高” ，而日前政策的发布更为氢能源打开广阔市场空间。 不少投资者热议，今年该板块能否走出低谷，再创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市场新高。

多位基金人士称，氢能源能够解决我国新能源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前仍需通过相关的政策扶持和技术保障，以解决经济性和运输的难题。 随着利好政策的落地，氢能源车产业链将进入放量提速期。 如果有利条件能够继续保持，氢能源概念股的上涨趋势大概率会延续，氢能时代正加速到来。

氢能源概念触底反弹

3月22日，氢能源概念反复活跃，多股涨停。 自2月 6日以来，氢能源板块累计上涨近 32%，不少概念股在此期间大涨超50%。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氢能产业链的上市公司涵盖了氢气生产设备制造商、氢存储和输送技术企业、燃料电池制造商和氢能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等，而氢能源电池制造环节的个股涨势更佳。

一些布局氢能源概念股的相关主题基金亦表现不俗。 同花顺数据显示，泰康新锐成长混合、宝盈新锐混合、博时创新经济混合、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申万菱信碳中和智选混合、诺安优势行业混合、天弘低碳经济混合、鹏华成长价值混合等产品对氢能源个股的持仓比例均超 15%，而这些产品近期均大幅“回血” 。

具 体 来 看 ， 韩 庆 管 理 的 泰 康 新 锐 成 长 混 合 超 9 亿 元 规 模 ， 其 对 氢 能 源 的 持 仓 比 例 最 高 ， 超 过 28 % ， 去 年 四 季 度 末 重 仓 持 有 多 只 氢 能 源 概 念 股 ， 而 该 产 品 自 2 月 初 以 来 累 计 攀 升 33 % ； 此 外 ， 陆 彬 管 理 的 汇 丰 晋 信 智 造 先 锋 股 票 对 该 板 块 个 股 的 持 仓 比 例 接 近 20 % ， 而 其 近 期 表 现 也 较 为 出 色 。

有 公 募 基 金 人 士 称 ， 氢 能 具 有 高 能 量 密 度 和 可 再 生 的 特 点 ， 其 产 业 发 展 可 以 解 决 新 能 源 时 代 的 难 题 。 一 是 我 国 风 光 资 源 的 空 间 分 布 不 均 匀 ， 氢 能 可 实 现 能 源 尤 其 是 新 能 源 的“西 氢 东 送 ” ； 二 是 绿 氢 替 代 传 统 灰 氢 ， 看 好 其 应 用 空 间 巨 大 ， 包 括 氢 化 工 、 氢 冶 金 、 氢 交 通 全 面 替 代 成 环 保 的 绿 氢 ， 涉 及 经 济 活 动 范 围 和 需 求 潜 力 十 分 庞 大 ； 三 是 氢 能 可 通 过 燃 料 电 池 等 技 术 转 换 为 电 能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能 量 ， 广 泛 应 用 于 交 通 、 工 业 、 电 力 等 多 个 领 域 。

正圆投资表示，由于当前制氢成本偏高，主要应用场景和技术路径并不清晰。 氢能的降本需借助上游清洁能源的成本下行 ，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的消纳途径之一，具备长时储能的潜力。 制氢环节的技术突破，尤其是降本路径的明确，将能够使得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加速，而行业的核心技术环节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政策助力氢能源加快发展

3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应编制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有序推进氢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稳步开展氢能试点示范，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拓展氢能应用场景 。

“一方面氢能产业前景广阔；另一方面该产业仍处在前期阶段，商业闭环尚未形成。 政策支持有助于凝聚行业信心 ，加快产业发展速度。 ”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表示，当前氢能源发展仍需解决经济性和运输的问题，这两者分别需要政策扶持和技术保障。

在袁华明看来，当前国内在氢能的“制” 和“用” 上具备相关技术储备和产业能力，但是高效安全的“储和运” 仍然面临技术难点和产业化困难。 如果能在资金和政策引导支持下形成技术创新突破，我国有望率先成为大规模氢能应用推广国家之一。

根据2022年3月出台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其中制定了中国氢能产业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氢燃料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部署建设一批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10万-20万吨 /年。 此外 ，据中汽协数据，2023年，我国氢能源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55%、72%。

在黑崎资本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兴文看来，随着政策的落地，氢能源车产业链将进入放量提速期。 预计到2025年，我国五大城市群将有超过3 .5万辆氢能源车上路，这一里程碑将进一步加速氢能产业的商业化进程。 氢能的零排放特性和高能效使其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动力，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

“反攻” 能走多远

近 年 来 ， 光 伏 、 储 能 等 新 能 源 赛 道 自 2022 年 三 季 度 触 顶 后 加 速 走 软 ， 而 氢 能 源 的“登 顶 ” 时 间 更 早 ， 其 在 2021 年 四 季 度 步 入 行 情 高 峰 期 ， 但 随 后 也 跟 其 他 新 能 源 赛 道 一 样“跌 跌 不 休 ” 。

从 过 去 3 年 的 走 势 来 看 ， 氢 能 源 板 块 曾 在 2021 年 和 2022 年 上 半 年 掀 起 较 长 时 间 的 涨 势 ， 而 今 年 2 月 初 以 来 的 触 底 反 攻 似 乎 跟 前 两 次 相 比 ， 呈 现 出 一 些 新 特 点 。 那 么 今 年 的 “反 攻 ” 走 势 能 走 多 远 ， 引 发 投 资 者 热 议 。

安 爵 资 产 董 事 长 刘 岩 表 示 ， 与 前 两 轮 涨 势 相 比 ， 当 前 氢 能 源 市 场 的 走 势 展 现 出 了 新 的 风 貌 。 一 是 政 策 效 应 愈 发 凸 显 ， 随 着 一 系 列 政 策 的 出 台 和 落 地 ， 氢 能 源 市 场 的 发 展 动 力 愈 发 强 劲 ； 二 是 技 术 进 步 和 成 本 降 低 不 断 拓 展 着 氢 能 源 的 应 用 领 域 ， 市 场 规 模 有 望 迎 来 新 的 增 长 点 ； 三 是 投 资 者 的 信 心 在 逐 渐 增 强 ， 市 场 参 与 度 显 著 提 高 ， 共 同 推 动 了 氢 能 源 市 场 的 强 势 走 高 。

袁华明则认为，氢能源板块继续走出独立行情有困难。 这是因为2021年和2022年，新能源系国内外市场关注的热点方向。 而近期全球热点更多集中在Sora、英伟达等引导的AI方向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处于调整期。 氢能源是新能源板块子方向，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新能源板块的牵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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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热潮席卷至场外 新成立联接基金数量翻倍

□本报记者 张韵

在ETF热潮的持续发酵下，基金

公司逐渐从场内ETF“卷” 到了场

外ETF联接基金， 布局热情骤然升

温。 随着ETF市场的快速发展，ETF

产品线布局已经比较全面，因此，基

金公司会选择为已有的ETF配上联

接基金。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调研中

了解到，将联接基金作为ETF发展新

思路的基金公司并不在少数。 Wind

数据显示，截至3月20日，今年以来，

全市场成立的ETF联接基金接近90

只， 几乎是去年同期成立数量的2倍

以上。 ETF联接基金也从过去的小众

产品，慢慢走进大众视野。

头部基金公司势头强劲

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22日，

以基金成立日为统计口径， 今年以

来，全市场新成立的ETF联接基金接

近90只（不同份额分开计算），几乎

是去年同期成立数量的2倍以上，合

计发行规模超过50亿元。

首发规模居前的主要是中证国

新央企股东回报ETF联接基金、红利

指数ETF联接基金和上证科创板

100ETF联接基金等类型产品。 其中，

汇添富中证国新央企股东回报ETF

联接以14.12亿元的发行规模暂居首

位；鹏扬中证国有企业红利ETF联接

以8.74亿元发行规模紧随其后； 华夏

上证科创板100ETF联接、 南方中证

国新央企股东回报ETF联接发行规

模均超7亿元。

从布局联接基金的公司来看，头

部基金公司发力势头强劲。 在今年以

来成立的近90只ETF联接基金中，易

方达、华夏、南方、富国、汇添富等五

家基金公司合计新成立基金数量占

比超过50%。 易方达基金更是一举成

立20只ETF联接产品，覆盖中证国新

央企科技引领、 中证红利低波动、深

证50、沪港深300等多个指数产品。

在一众基金公司纷纷加码为旗

下ETF配置联接基金的同时， 也有

一些基金公司开始在常规的A、C份

额之外， 为联接基金增设各类新份

额。 例如，南方基金3月19日为旗下

南方中证银行ETF发起式联接基

金、 南方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

ETF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上海金

ETF发起式联接基金、 南方沪深

300ETF联接基金等多只联接基金

新增I类份额；工银瑞信基金为旗下

工银科创板50ETF联接、 工银黄金

ETF联接增设E类份额。

除了陆续补齐既有ETF的联接

基金产品外，发行联接基金似乎已成

为不少基金公司新基金发行的配套

动作。 此前，首批10只中证A50ETF

刚刚成立后不久，10家基金公司便

“马不停蹄” 地申报相关产品的联接

基金。

开拓场外规模增长点

基金公司为何开始热衷布局

ETF联接基金？ 它与ETF产品有何

不同？

据了解，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

而言，两种基金最大差异在于交易方

式的不同。 ETF产品更多是在二级市

场进行场内交易， 如同股票交易一

样， 通过证券交易账户在A股交易时

间内进行买卖；没有证券交易账户的

投资者无法参与ETF的场内交易，而

参与ETF场内申赎的门槛又相对较

高，此时，可以场外申赎的ETF联接

基金就成为这部分投资者间接参与

ETF投资的重要渠道。

一位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表示，在

相关规定要求下，他们无法购买具有

场内交易性质的产品，想要购买某些

ETF性质的产品，只能通过联接基金

的形式参与。

此外，ETF联接基金也成为基金

公司借助银行和第三方代销渠道做

大规模的重要方式。 据悉，ETF独有

的二级市场交易属性特征，使得其往

往只能通过券商进行销售。 银行、互

联网基金销售平台等都无法上架销

售ETF产品，在市场对ETF投资热情

较为高涨的情况下，这往往难以满足

一众场外投资者的需求。 因此，许多

基金公司都会选择配套发行ETF联

接基金。

有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开拓场外

配置市场需求， 实现规模新增长外，

ETF联接基金也有助于丰富场内

ETF客户结构， 实现场内外联动，提

升基金流动性。 随着ETF投资工具属

性特征愈益被市场重视，以及ETF热

潮的持续演绎，ETF联接基金也将迎

来新的发展阶段。

氢能源概念触底反弹

3月22日，氢能源概念反复活跃，

多股涨停。 自2月6日以来，氢能源板

块累计上涨近32%，不少概念股在此

期间大涨超50%。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氢能产业

链的上市公司涵盖了氢气生产设备

制造商、 氢存储和输送技术企业、燃

料电池制造商和氢能应用解决方案

提供商等，而氢能源电池制造环节的

个股涨势更佳。

一些布局氢能源概念股的相关

主题基金亦表现不俗。 同花顺数据显

示，泰康新锐成长混合、宝盈新锐混

合、博时创新经济混合、汇丰晋信智

造先锋股票、申万菱信碳中和智选混

合、诺安优势行业混合、天弘低碳经

济混合、鹏华成长价值混合等产品对

氢能源个股的持仓比例均超15%，而

这些产品近期均大幅“回血” 。

具体来看， 韩庆管理的泰康新

锐成长混合超9亿元规模，其对氢能

源的持仓比例最高，超过28%，去年

四季度末重仓持有多只氢能源概念

股，而该产品自2月初以来累计攀升

33%；此外，陆彬管理的汇丰晋信智

造先锋股票对该板块个股的持仓比

例接近20%， 而其近期表现也较为

出色。

有公募基金人士称，氢能具有高

能量密度和可再生的特点，其产业发

展可以解决新能源时代的难题。一是

我国风光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氢

能可实现能源尤其是新能源的 “西

氢东送” ； 二是绿氢替代传统灰氢，

看好其应用空间巨大， 包括氢化工、

氢冶金、氢交通全面替代成环保的绿

氢，涉及经济活动范围和需求潜力十

分庞大；三是氢能可通过燃料电池等

技术转换为电能或其他形式的能量，

广泛应用于交通、工业、电力等多个

领域。

正圆投资表示，由于当前制氢成

本偏高，主要应用场景和技术路径并

不清晰。 氢能的降本需借助上游清洁

能源的成本下行，同时也是清洁能源

的消纳途径之一，具备长时储能的潜

力。 制氢环节的技术突破，尤其是降

本路径的明确，将能够使得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加速，而行业的核心技术环

节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政策助力氢能源加快发展

3月22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提出，

应编制加快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相关政策，有序推进氢能技术创

新与产业发展，稳步开展氢能试点示

范，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拓展

氢能应用场景。

“一方面氢能产业前景广阔；另

一方面该产业仍处在前期阶段，商业

闭环尚未形成。 政策支持有助于凝聚

行业信心，加快产业发展速度。” 华辉

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表示，当前氢

能源发展仍需解决经济性和运输的

问题，这两者分别需要政策扶持和技

术保障。

在袁华明看来，当前国内在氢能

的“制” 和“用” 上具备相关技术储

备和产业能力，但是高效安全的“储

和运” 仍然面临技术难点和产业化困

难。 如果能在资金和政策引导支持下

形成技术创新突破，我国有望率先成

为大规模氢能应用推广国家之一。

根据2022年3月出台的《氢能产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2021-2035

年）》， 其中制定了中国氢能产业阶

段性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氢燃料

车辆保有量约5万辆， 部署建设一批

加氢站，可再生能源制氢量达到10万

-20万吨/年。 此外， 据中汽协数据，

2023年，我国氢能源车产销量同比分

别增长约55%、72%。

在黑崎资本首席投资执行官陈

兴文看来，随着政策的落地，氢能源

车产业链将进入放量提速期。 预计到

2025年， 我国五大城市群将有超过

3.5万辆氢能源车上路，这一里程碑将

进一步加速氢能产业的商业化进程。

氢能的零排放特性和高能效使其成

为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动力，为环境

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目标的实现提

供了坚实支撑。

“反攻” 能走多远

近年来，光伏、储能等新能源赛

道自 2022年三季度触顶后加速走

软，而氢能源的“登顶” 时间更早，其

在2021年四季度步入行情高峰期，

但随后也跟其他新能源赛道一样

“跌跌不休” 。

从过去3年的走势来看，氢能源

板块曾在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掀

起较长时间的涨势，而今年2月初以

来的触底反攻似乎跟前两次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 那么今年的

“反攻” 走势能走多远，引发投资者

热议。

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表示，与

前两轮涨势相比， 当前氢能源市场

的走势展现出了新的风貌。 一是政

策效应愈发凸显， 随着一系列政策

的出台和落地， 氢能源市场的发展

动力愈发强劲； 二是技术进步和成

本降低不断拓展着氢能源的应用领

域，市场规模有望迎来新的增长点；

三是投资者的信心在逐渐增强，市

场参与度显著提高， 共同推动了氢

能源市场的强势走高。

袁华明则认为，氢能源板块继续

走出独立行情有困难。这是因为2021

年和2022年，新能源系国内外市场关

注的热点方向。 而近期全球热点更多

集中在Sora、 英伟达等引导的AI方

向，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处

于调整期。 氢能源是新能源板块子方

向，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新能源板块的

牵引。

氢能时代加速来袭

氢能主题基金密集“回血”

□本报记者 刘伟杰

近日， 氢能源概念反复活

跃， 自2月初以来该板块触底反

弹后强势走高，相关主题基金亦

“水涨船高” ， 而日前政策的发

布更为氢能源打开广阔市场空

间。 不少投资者热议，今年该板

块能否走出低谷， 再创2021年

四季度以来的市场新高。

多位基金人士称，氢能源能

够解决我国新能源市场发展不

平衡的问题，当前仍需通过相关

的政策扶持和技术保障，以解决

经济性和运输的难题。随着利好

政策的落地，氢能源车产业链将

进入放量提速期。如果有利条件

能够继续保持，氢能源概念股的

上涨趋势大概率会延续，氢能时

代正加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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