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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新年伊始“火力全开”

养老投顾业务成重点

●本报记者 张凌之 万宇

2023年第一个工作日的傍晚， 位于

北京金融街英蓝国际中心16层的建信基

金灯火通明， 投研和市场部门的工作人

员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即将推出的一只新

基金准备材料。 该基金内部人士表示：

“2023年，在权益产品的细分子行业上，

公司将重点推进电子和新材料方向的产

品布局。 ”

2023年投资的号角已经吹响， 中国

证券报记者近期调研了多家基金公司投

研、产品、渠道等部门，基金公司已经“火

力全开” ，公募基金2023年的“小目标”

也已浮现。“今年公司在产品布局上的核

心策略是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产品线”

“个人养老金和投顾是公司今年的重点

业务” ……各家基金公司纷纷在完善产

品线、发展养老金等方向上发力，并多方

面采取措施改善投资者的投资体验。

权益产品布局瞄准战略新兴产业

主动管理能力历来是基金公司最为

看重的能力， 基金公司在权益和固收投

研能力方面的建设从未停歇。

“我们公司近两年内部提拔和引进

了多位基金经理，丰富的人才储备将支

撑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品布局，在主动权

益产品的布局上，公司旗下基金产品风

格将更加细化，覆盖的行业领域也将更

加完善，在固收产品上，基金产品在不

同风险和收益类型上的布局也将更为

丰富。 ” 一位头部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

介绍。

“权益产品方面，市场精选与行业基

金齐布局，积极挖掘战略新兴产业。固收

方面， 进一步完善固收类产品风险收益

特征，完善低波动、中低波动、中高波动、

高波动系列‘固收+’ 产品。 工具类产品

方面， 推动被动指数、 指数增强产品做

强、做大，积极开发债券ETF，发挥公司

固收投资优势。” 建信基金相关业务负责

人表示。

在权益产品的细分子行业布局上，

上述建信基金负责人介绍，将重点推进

电子和新材料方向的产品布局。 “电子

行业股票数量多，市值占比高，子领域

差异大，周期性与成长性并存，具备长

期投资机会，并可有效完善核心赛道体

系布局。 新材料赛道沿产业链向上延

伸，以新能源基金为抓手，向下带动应

用端、向上带动设备端，对智能汽车、高

端装备等重点行业基金持续精耕细作，

对全产业链布局思路形成有效补充。 ”

他解释说。

金鹰基金表示，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

积累， 金鹰基金的产品线已基本完备，

2023年在产品的布局上， 公司核心策略

是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丰富产品线，

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工具，以

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个人养老业务成“必争之地”

2022年底， 个人养老金业务扬帆

起航，这一“蓝海” 也成为“兵家必争

之地” 。

“个人养老金业务将会是公司2023

年的重点业务。”银华基金相关业务负责

人介绍，个人养老金业务推出后，中石化

产融养老公司联合银华基金、 中国工商

银行，在“石化金融” App上开发了企业

版的个人养老金服务专区， 为百万中国

石化职工提供专属的综合养老金融服

务。 该专区依托于银华基金等金融机构

的专业能力， 根据员工的年龄、 投资偏

好、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帮助员工选出

适合自己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并制定长

期的定期投资计划。 据介绍，2023年，银

华基金将与更多的企业合作， 为更多消

费者提供综合的养老金融服务。

“公司将在今年重点发展指数基金、

FOF（基金中基金）以及养老金业务。 ”

某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表示， 公募基金行

业马太效应更加明显， 公司将在上述业

务的投研、营销等方面持续发力，力图在

各业务条线上都保持领先优势。 无独有

偶， 另一家头部基金公司渠道人士也透

露， 他所在的公司今年在营销方面的重

点也放在指数产品和养老业务上。

不仅头部公司， 中型基金公司也纷

纷剑指养老业务，金鹰基金表示，公司在

积极筹备相关业务，“未来我们计划循序

渐进布局不同退休日的养老目标日期基

金， 满足不同年龄段客户的养老投资诉

求， 也同步着手布局锚定不同风险等级

的养老目标风险基金， 为投资者提供不

同风险偏好的养老配置工具” 。

华安基金表示，2023年，华安基金将

继续布局养老基金产品线， 力争将目标

风险基金和“2030-2050” 目标日期基

金布局完整。 同时，将在基金投顾方面加

大布局力度，继续增加华安养老-安鑫养

老系列组合的布局。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有62

只FOF开始发行， 在个人养老金业务落

地的下半年， 基金公司发行养老FOF的

脚步明显加快，2022年下半年有80只

FOF开始发行， 其中不少是养老目标基

金， 涵盖众多公司旗下不同持有期和不

同目标年份的产品。 比如中欧基金2022

年12月发行了中欧预见平衡养老三年持

有、中欧预见积极养老目标五年持有、中

欧预见养老2055五年持有等多只养老

FOF。 英大基金2022年12月1日一口气

发行了3只养老目标基金， 覆盖2035年、

2055年、2060年三个目标年份。 2023年1

月， 又有多家基金公司开始发行养老

FOF， 其中不乏在上个月已发行多只养

老目标基金的公司。 此外，还有超过100

只养老目标FOF已经上报等待审批。

聚焦客户关系管理

2022年以来，“投资者获得感” 成为

基金行业一大热词， 也成为各家基金公

司的发力重点。

建信基金将2023年定位为“客户关

系管理年” 。“今年公司将启动‘客户关

系管理年’的年度工作方案，围绕客户价

值提升，推动产品销售向综合服务转型，

用‘有温度’ 的持有体验陪伴投资者一

路同行， 用长期可持续的收益表现提升

投资者的获得感，为解决‘基金赚钱，基

民不赚钱’ 的行业难题贡献力量。 ” 上述

建信基金负责人表示。

作为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必由之

路，基金公司也十分重视投顾业务。“投

顾无疑是公司今年的重点业务。” 一家大

型基金公司投顾业务负责人说：“2021

年底公司投顾业务刚刚起步， 我们对这

一业务有很多规划。 比如，投研方面，将

原来与FOF团队共用的组合经理独立出

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进一步扩充

团队规模， 招聘更多的人来做客户服务

工作；系统方面，希望搭建一个客户服务

平台，通过中心化的方式，由银行各个营

业部的客户经理将我们提供的基金研究

工具、 配置模型等与终端客户的需求进

行匹配，为客户制定出最佳方案。 ”

还有一家头部基金公司今年会在投

顾业务上重点布局。 “基金投顾是改变

‘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 的重要抓手，

是改善基金投资者持基体验的重要方

式。” 该公司一位高管表示。他指出，投顾

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陪伴服务和更

充分的沟通， 比如投顾周报每周更新一

次，相比基金产品每季度出一次季报，提

供的信息更频繁、更充分。

规模大比拼

“巨无霸” ETF份额激增

●本报记者 张舒琳

刚刚落幕的2022年，市场行

情整体较为震荡， 股票ETF规模

之争十分激烈。 随着宽基指数

ETF被资金频繁“抄底” ，市场上

规模超过500亿元的 “巨无霸”

ETF达到4只， 规模最大的一只

更是突破775亿元。 此外，华夏上

证科创板50成份ETF规模迅猛

增长，份额暴增365.49亿份。

在公募人士看来， 宽基指数

ETF比较好的行业生态是市场集

中度不断提升， 最后留下头部几

只ETF有序竞争； 窄基指数ETF

较好的行业生态则应是“遍地开

花” ，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纯粹的

配置工具。

科创50ETF份额暴增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022

年末， 市场上规模最大的股票

ETF 为 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ETF，规模高达775.02亿

元，可谓是“巨无霸” ETF。

这只ETF在2022年份额增

长了83.51亿份。 与此同时，

该ETF也是市场上交易最活

跃的股票ETF，2022年成交

额高达5112.57亿元。

与此同时， 另一只宽基

指数ETF迎来了规模暴增。

2022年，华夏上证科创板50

成份ETF份额增长365.49亿份，

一举步入五百亿规模区间。 截至

2022年末， 市场上共有4只规模

超过500亿元的股票ETF。 分别

为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南方

中证500ETF、华夏上证50ETF、

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规

模分别达到775.02亿元、603.45

亿元、582.97亿元、508.26亿元。

尽管2022年市场行情震荡，

但上述宽基指数ETF规模仍然迎

来了大幅扩容，背后究竟是哪些资

金的配置需求？ 对此，北京某公募

基金量化投资部负责人表示：“长

期来看，以沪深300为代表的大盘

指数配置需求比较稳定，因为其指

数成份股都是经过多年市场验证

的蓝筹大市值品种，整体风格偏向

大盘价值，受到比较长投资久期机

构资金的青睐。 ”

他表示， 对不同市值特征的

宽基指数而言， 套利需求和配置

需求都是共存的， 这由不同投资

者自身的策略模型、 收益风险偏

好、投资久期决定，也会受到市场

自身的涨跌周期影响。

窄基指数ETF“遍地开花”

在2022年结构化的市场行

情中， 两只医药ETF也迎来份额

大增，2022年，易方达沪深300医

药卫生ETF份额增长150.36亿

份， 华宝中证医疗ETF份额增长

134.53亿份。 此外， 多只半导体

ETF份额增长迅速， 国联安中证

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ETF份额

增长99.88亿份，华夏国证半导体

芯片ETF份额增长91.73亿份，国

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ETF份额

增长60.04亿份。

从成交活跃度来看， 光伏、券

商、半导体、医药等领域出现了多

只流动性较强的行业主题ETF。

2022年， 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业

ETF成交总额达到1783.59亿元，

华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达

1556.14亿元，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

导体产品与设备ETF、鹏华中证酒

ETF、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ETF、国

泰中证军工ETF、 华宝中证医疗

ETF等成交额均超过1000亿元。

此外， 同类产品之间出现了

激烈的“厮杀” 。 2022年，多只中

证1000ETF交投极为活跃，南方

中证1000ETF全年成交额达到

2181.28 亿 元 ， 华 夏 中 证

1000ETF达到2005.06亿元。

对于ETF行业的生态，上述

量化投资部负责人表示，参考发

达市场经验，宽基指数ETF比较

好的产品生态是市场集中度不

断提升，最后留下头部几只ETF

供投资者选取。“集中度的提升

是为了降低无意义的同质化竞

争和尾部管理人的无效资源投

入， 同时降低投资者的选择成

本。而留下头部几只ETF的原因

是为了保留竞争的空间， 让投

资者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对拥

有不同特点的产品做取舍。 ” 他

表示。

对于行业主题ETF而言，他

认为， 比较好的产品生态应该是

“遍地开花” ，管理人应基于自己

对行业或者风格主题的理解，和

指数公司密切合作， 共同开发有

不同布局侧重、业绩特征的指数，

并落地对应产品。最后，在各细分

赛道， 成绩最佳的头部产品自然

会胜出，让投资者拥有更丰富、更

纯粹的配置工具。

布局两条主线

向伊达擅长投资科技板块。 她

表示，2022年科技板块全年表现出

“投资项好于消费项” 的特征，与

“大安全” 相关的投资需求较为确

定和坚挺， 比如和能源安全相关的

光伏储能、 和科技安全相关的国产

半导体， 这些领域的公司股价相对

坚挺。 整体来看，尽管有诸多公司取

得了不错的业绩增长， 但是估值回

落较多， 已经回到历史上估值很便

宜的位置。

展望2023年，向伊达认为，科技板

块的投资机会可以总结为“以大安全

打底，增配顺周期” 。 她表示看好电子

和机械领域，“从中长期来看，‘大安

全’ 方向是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

择，其中包括半导体、新能源等。 此外，

尤其看好其中的技术迭代新方向，新

技术有超额收益窗口期” 。

向伊达与苏静然表示， 认同科技

板块与消费板块在存量资金的市场环

境中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两者长期来

看都是成长前景广阔的行业。 向伊达

提到， 国内对科技领域的支持确定性

十足，科技强国是未来若干年的方向，

今年春节后是一个观察政策变化的窗

口期。

科技板块与消费板块的互补性之

外，苏静然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科技关注的是变化， 需要不断抓住最

好、最快的边际变化；消费核心是抓住

不变，试图从产品、渠道、品牌等不断

外在变化的东西中抓住企业核心竞争

力这个不变的因素。

在大消费赛道中， 苏静然看好白

酒、啤酒以及小食品和餐饮供应链。她

认为，无论是经济的复苏，还是短期消

费场景的复苏， 都会拉动整体白酒板

块需求的复苏； 啤酒板块量价齐升的

逻辑仍在持续； 而小食品和餐饮供应

链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明显表现。

她提到今年消费板块将有两个重

要时点：“一是春节前后，2023年一季

度将是未来4个季度的低点，面临的高

基数、高成本的问题，往后几个季度会

逐步改善；二是中秋国庆假期前后，这

是经济触底回升之后第一个消费大节

点， 也是检验很多公司这两年变化和

改革的重要时间点。 ”

对于两人共同管理的银华动力领

航混合基金的建仓节奏， 向伊达和苏

静然表示， 会争取在基金发行完毕后

根据市场行情尽早建仓， 跟随消费板

块在经济复苏期、成长期、繁荣期的各

阶段配置不同的子板块和公司以控制

节奏。

机构判断A股今年有望走出独立行情

大消费和大安全或成最强主线

1月5日晚，在“基金服务

万里行之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巡讲” 线上直播活动中，

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向伊达、 苏静然

和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总量研究负责人张继强围绕

“核心矛盾逐步改善，2023

能否万象更新” 主题展开精

彩对话，金句频现。

在三位嘉宾看来，2023

年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股市

投资都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在稳中求进的市场主基调

下，大消费、大安全等领域或

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见习记者 张一雪

股票资产性价比较高

苏静然对2023年市场的态度十分

乐观，她认为，今年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

股市投资都迎来了复苏的时刻。 防疫政

策的优化和调整对于很多优秀企业来说

迎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

“对于投资者来讲， 找到并投资这些优

秀的企业，相信能带来很好的回报。 ”

但是， 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并未

在2023年散去， 在海外市场预期低迷

的背景下， 向伊达认为A股今年有望

走出独立行情。 在她看来，A股向来是

“以我为主” ，国内庞大的人口和市场

足够企业深耕，更何况在“大安全” 的

方向下，内循环是主要投资逻辑，同时

需要密切观察出口型企业的压力。

在张继强看来， 稳中求进将是

2023年市场的主基调，经济增长、疫情

优化、美联储政策预期、地产相关政策

着陆等影响市场的几个核心因素目前

都出现变化。在此背景下，张继强看好

今年的股票市场， 无论是宏观环境还

是性价比都对股票市场更有利。 与之

相比， 张继强认为债券市场今年或难

有大机会，但短端利率、高等级信用短

端票息和息差机会仍在。

内需修复将成为2023年市场的投

资主线，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抓手， 并给出

了三个方向：房地产改善需求、新能源

汽车和养老服务。 张继强认为，今年消

费场景的修复最为重要， 居民储蓄在

过去几年有所增加， 经济循环畅通后

服务行业和就业机会增加， 也会提升

消费倾向。在他看来，消费是永恒的主

题，但是“消费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愿

消费、敢消费、能消费” 。

视觉中国图片

力争“开门稳” 外贸企业赶工忙

（上接A01版） 公司通过成

立研发中心， 成功开发系列浪涌

保护插座、电压保护器、智能自动

转换器等新产品， 远销南美、中

东、欧洲等市场，以优良的生产工

艺和经久耐用的品质， 赢得海外

客户青睐。

同样，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

司也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方

面下大功夫。 “持续完善主导产

品全产业链条，拥有2000多个品

种牌号； 打造 ‘涂料用原料超

市’ ， 海外客户可一站式购齐所

需；积极打通日本及东南亚市场，

申领多份RCEP原产地证书。”江

苏三木集团出口部负责人周根良

谈起公司业务发展底气十足。

企业自身苦练内功，政策也在

积极跟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日前表示，当前，外贸形势复杂

严峻，商务部将继续指导各地方从

三方面发力，包括帮助外贸企业获

取海外市场信息、便利商务人员往

来等，支持广大外贸企业开展贸易

促进和供采对接，更大力度推动外

贸稳规模、优结构。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

萍认为， 我国外贸规模大、 韧性

强、 活力足， 外贸政策腾挪空间

大。在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的政策支持下， 进出口有

望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蓄势加力 多地按下稳经济快进键

（上接A01版）“我们这个

工区正在进行预制箱梁架设施

工。目前，标段首榀预制箱梁已精

准落位。为加快进度，我们加大了

人员和机械设备的投入， 机器不

停工，人员两班倒，确保24小时

不间断施工。” TJ2标项目梁场负

责人余志远说。

当前，全国多地吹响开工“冲

锋号” 。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

统计，截至1月4日，已有福建福州、

安徽芜湖、海南三亚、南京江宁区

分别宣布集中开工项目177个、一

季度开工项目79个、集中开工项目

54个、开工41个重大产业项目，总

投资分别达983亿元、1057.1亿元、

100.5亿元、280亿元。此外，四川省

2023年一季度重大项目现场推进

活动共推介了423个重大项目，总

投资7483.7亿元。

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河南提

出在产业转型、基础设施等四大领

域启动100个左右百亿级重大项

目，同时要求实施扩大有效投资重

大项目攻坚计划， 力争2023年完

成投资2万亿元以上；重庆表示，已

初步形成2023年市级重大项目名

单，预计投资将达4000亿元，可带

动投资1万多亿元；山东明确，对不

同组别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规模以上工业技术改造投

资增速排名首位的市给予最高

50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 从各

地1月政府投资推进情况看，早

谋划、早投资、早见效的靠前投资

作用明显， 为实现今年一季度经

济“开门稳” 和全年经济稳定增

长打下良好基础。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2022

年

末，市场上规模最大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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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在

2022

年份

额增长了

83.51

亿份。

775.02亿元

机构判断A股今年有望走出独立行情

大消费和大安全或成最强主线

本报记者 张凌之 见习记者 张一雪

1月5日晚，在“基金服务万里行之建行·中证报金牛基金巡讲”线上直播活动中，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向伊达、苏静然和华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总量研究负责人张继强围绕“核心矛盾逐步改善，2023能否万象更新”主题展开精彩对话，金句频现。

在三位嘉宾看来，2023年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股市投资都是值得期待的一年，在稳中求进的市场主基调下，大消费、大安全等领域或将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股票资产性价比较高

苏静然对2023年市场的态度十分乐观，她认为，今年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股市投资都迎来了复苏的时刻。防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对于很多优秀企业来说迎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对于投资者来讲，找到并投资这些优秀的企业，相信能带来很好的回报。”

但是，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并未在2023年散去，在海外市场预期低迷的背景下，向伊达认为A股今年有望走出独立行情。 在她看来，A股向来是“以我为主” ，国内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足够企业深耕，更何况在“大安全”的方向下，内循环是主要投资逻辑，同时需要密切观察出口型企业的压力。

在张继强看来，稳中求进将是2023年市场的主基调，经济增长、疫情优化、美联储政策预期、地产相关政策着陆等影响市场的几个核心因素目前都出现变化。 在此背景下，张继强看好今年的股票市场，无论是宏观环境还是性价比都对股票市场更有利。 与之相比，张继强认为债券市场今年或难有大机会，但短端利率、高等级信用短端票息和息差机会仍在。

内需修复将成为2023年市场的投资主线，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消费是内需的重要抓手，并给出了三个方向：房地产改善需求、新能源汽车和养老服务。 张继强认为，今年消费场景的修复最为重要，居民储蓄在过去几年有所增加，经济循环畅通后服务行业和就业机会增加，也会提升消费倾向。 在他看来，消费是永恒的主题，但是“消费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 。

布局两条主线

向 伊 达 擅 长 投 资 科 技 板 块 。 她 表 示 ， 2022 年 科 技 板 块 全 年 表 现 出 “投 资 项 好 于 消 费 项 ” 的 特 征 ， 与 “大 安 全 ” 相 关 的 投 资 需 求 较 为 确 定 和 坚 挺 ， 比 如 和 能 源 安 全 相 关 的 光 伏 储 能 、 和 科 技 安 全 相 关 的 国 产 半 导 体 ， 这 些 领 域 的 公 司 股 价 相 对 坚 挺 。 整 体 来 看 ， 尽 管 有 诸 多 公 司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业 绩 增 长 ， 但 是 估 值 回 落 较 多 ， 已 经 回 到 历 史 上 估 值 很 便 宜 的 位 置 。

展望2023年，向伊达认为，科技板块的投资机会可以总结为“以大安全打底，增配顺周期” 。 她表示看好电子和机械领域，“从中长期来看，‘大安全’方向是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其中包括半导体、新能源等。 此外，尤其看好其中的技术迭代新方向，新技术有超额收益窗口期” 。

向伊达与苏静然表示，认同科技板块与消费板块在存量资金的市场环境中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两者长期来看都是成长前景广阔的行业。 向伊达提到，国内对科技领域的支持确定性十足，科技强国是未来若干年的方向，今年春节后是一个观察政策变化的窗口期。

科技板块与消费板块的互补性之外，苏静然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科技关注的是变化，需要不断抓住最好、最快的边际变化；消费核心是抓住不变，试图从产品、渠道、品牌等不断外在变化的东西中抓住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个不变的因素。

在大消费赛道中，苏静然看好白酒、啤酒以及小食品和餐饮供应链。 她认为，无论是经济的复苏，还是短期消费场景的复苏，都会拉动整体白酒板块需求的复苏；啤酒板块量价齐升的逻辑仍在持续；而小食品和餐饮供应链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明显表现。

她提到今年消费板块将有两个重要时点：“一是春节前后，2023年一季度将是未来4个季度的低点，面临的高基数、高成本的问题，往后几个季度会逐步改善；二是中秋国庆假期前后，这是经济触底回升之后第一个消费大节点，也是检验很多公司这两年变化和改革的重要时间点。 ”

对于两人共同管理的银华动力领航混合基金的建仓节奏，向伊达和苏静然表示，会争取在基金发行完毕后根据市场行情尽早建仓，跟随消费板块在经济复苏期、成长期、繁荣期的各阶段配置不同的子板块和公司以控制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