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新“夭折” 拷问产品竞争力 基金摆脱清盘困境须自救

本报记者 张舒琳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迎来一轮清盘潮，逾300只基金发布触发清盘风险提示公告，136只基金已宣告清盘。 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罕见成为清盘的重灾区。 面对清盘危机，有基金公司主动清理“僵尸基金” ，顺利进入清盘和清算程序，也有基金公司保壳意愿强烈，多次在清盘边缘挣扎。

多只次新基金在诞生不久就遭遇规模困境，面临“夭折” 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背后是部分基金公司产品设计同质化，管理和运营能力欠缺的问题。 不过，加速出清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除了主动清理僵尸基金外，基金公司应在产品设计、策略开发、持营宣传、费率结构等方面共同发力，提升产品竞争力，避免大面积走向清盘命运。

“清盘潮” 来袭

6月30日，南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发布公告称，截至2023年6月27日，该基金已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对基金进行清算，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3年7月4日，将自2023年7月5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同日，中银基金发布提示性公告称，截至2023年6月29日，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已连续5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若截至2023年7月6日日终，该基金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

上述公告只是此轮基金清盘潮中的缩影 。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136只基金清盘，为近五年上半年清盘数量之最。 2019年至2022年，全年基金清盘数量分别为134只、174只、254只、233只。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以往债券基金为清盘大军“主力” 的局面，近两年以来，股票基金、混合基金清盘逐渐成为清盘重灾区。 今年以来，已清盘的基金中，40只为股票型基金，61只为混合型基金，仅有 23只为债券型基金。 2022年，则有93只混合型基金和56只股票型基金清盘，债券基金清盘数量为75只。

指数基金也成为这场清盘风波中难以忽视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清盘的136只基金中，有40只为指数型基金，其中 24只为ETF及ETF联接基金。

“当前全市场的ETF数量已接近800只，不可否认的是，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 由于ETF的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越受投资者关注 ，很多小规模的ETF无人问津 ，最终命运便是走向清盘。 ” 北京某量化基金经理分析说。

上海证券高级分析师池云飞表示，基金清盘受很多因素影响，当前环境下 ，大面积清盘主要是四方面因素导致。 一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市场竞争加剧，使得一些认知度或认可度较低的基金比以往更容易被清盘，这或是最主要原因。 二是权益市场的赚钱效应下降，促使投资者对权益资产的配置意愿降低，导致一些本来规模就小、持营不佳的权益基金被加速清盘。 三是基金投资者在不断成熟，自身的投资需求更为明确，对那些难以适应市场的产品容忍度下降 。 四是清退机制不断优化，基金行业进一步向高质量、结构优化方向发展。

次新基金遭遇夭折风险

除了已清盘基金外，还有大量基金在清盘的路上 。 今年以来，累计有逾300只基金（不同份额分开计算）发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值得关注的是，陷入清盘危机的基金中，出现了许多成立不足一年的次新基金身影。

例如，根据国投瑞银基金近期发布的公告，成立于 2023年1月17日的国投瑞银兴顺 3个月持有混合FOF，截至2023年6月 21日，已经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净资产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也就是说，该基金自4月份起就已出现规模缩水 。 根据该基金一季报，截至一季度末，总份额为2.016亿份 ，基金资产规模为2.016亿元，由此推算，基金规模是在三个月持有期结束后，遭遇投资者大量赎回，沦为迷你基金。 但实际上，该基金业绩并不算差，截至6月29日，该基金单位净值为0.9934元，近三个月以来在同类基金中排名良好 。

另一只次新基金同样如此，成立于 2022年7月28日的光大保德信汇佳混合，该基金成立时的规模约为2.1亿元，有效认购总户数为1014户，但成立后仅两个月，基金规模就大幅缩水 。 根据基金季报，该基金自 2022年三季度末起规模就已不足5000万元。 从业绩来看，该基金成立以来上涨5.50%，跑赢同期同类基金，但仍未逃脱陷入清盘危机的命运。

“近两年以来，权益市场不景气，很多次新基金净值长期低于1元，投资者信心受到很大影响，基金规模逐渐缩水，一旦规模持续小于5000万元，基金公司又未及时寻找到新的资金，就面临清盘风险。 ” 北京某公募基金市场人士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包括次新基金在内的大量基金走向清盘，是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痛点 ” ，同时也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现象。 基金清盘是由于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托管人对于基金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疑问而主动清盘，或者由于基金规模过小无法维持运营而被迫清盘。 通常情况下 ，高质量的基金管理公司和产品会有稳定的投资人群体和良好的业绩表现，不需要清盘。 但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一些基金表现不佳，无法吸引投资人，或者管理公司经营不善，也会加速基金走向清盘。

一家中型基金公司FOF基金经理表示，次新基金陷入清盘危机，实际上是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体现，不仅浪费了基金公司和市场资源，也影响了持有人的体验。归根结底 ，基金公司应该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和创新研发能力等措施，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降低清盘风险。首先是加强创新和研发能力，推出符合市场需求和投资者需求的创新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需求 ，而非一味追逐热点、陷入同质化竞争。其次需要提高产品操盘能力，加强投研部门的建设和人才储备，培养操盘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市场敏感度，

从而提高产品的业绩表现。 此外，还要加强风险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对市场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有效管理，确保产品风险可控。

主动应对清盘危机

在遭遇清盘危机的基金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有基金公司主动清理“僵尸基金” ，顺利进入清盘和清算程序。 今年以来清盘的 136只基金中，有42只为触发合同终止条款，94只为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也有基金公司保壳意愿强烈，在清盘前苦苦挣扎。 例如，2021年就沦为迷你基金的凯石沣混合，在经历20余次清盘边缘徘徊后，才终于走向清算。

实际上，相对于已清盘的基金数量而言，现存的迷你基金数量更为庞大。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全市场10969只公募基金（仅统计主代码）中，有1072只基金规模不足5000万元，其中，更有112只不足1000万元，甚至不乏规模100万元以下的基金，最小的一只基金规模仅有4万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顺应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应加速劣质产品出清。上述FOF基金经理表示，公募基金产品数量已破万只，其中不乏同质化严重的产品，投资者选择起来困难重重，而迷你基金的加快出清有助于构建产品供给侧优胜劣汰、进退有序的生态，推动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目前，市场中有1万余只基金产品，未来的数量可能会更多，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烈，不排除会有更多基金被清盘的可能。 对于大量迷你基金存在市场上的局面，除了主动出清外，基金公司也应多方面探索 ，在产品设计、管理策略、运营销售 、费率优化等方面发力。

池云飞认为，基金公司首先应该发挥好产品布局的前瞻作用，注重开发具有长期生命力的产品，不以热点和眼前利益为导向；其次，优化运营销售机制，加强对特色优质产品的持营宣传；此外，还可以加强客户服务 ，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帮助投资者建立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 。 通过加大投研资源投入、更换更合适的基金经理及投资策略、加强持营宣传等手段，提升基金的业绩及市场认可度，实现规模增长。

上海某基金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基金公司可以从产品布局、投资理念、投资者教育 、费用结构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提升自身的投资价值和市场竞争力，避免基金产品规模大幅缩水 。 首先是进行多元化产品布局，基金公司可以设立多元化的产品，包含不同类型、不同策略的基金，可以更好满足投资者个性化的需求。 同时，可以分散风险，降低因单一产品市场波动而造成的风险。 其次是将基金作为长期投资，保持投资的稳定性，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加强投资者教育，使投资者能够更好了解基金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减少基金产品过度赎回对规模造成的影响。

最后，优化基金产品费率结构，基金公司可以削减一些不必要的费用，降低产品费率，增强产品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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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盘潮” 来袭

6月30日， 南方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

发布公告称，截至2023年6月27日，该基金已连

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出

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

金合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

定对基金进行清算，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3年7

月4日， 将自2023年7月5日起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

同日， 中银基金发布提示性公告称， 截至

2023年6月29日， 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已连

续55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的情形。 若截至2023年7月6日日终，该基金

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的情形， 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

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上述公告只是此轮基金清盘潮中的缩影。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

136只基金清盘， 为近五年上半年清盘数量之

最。 2019年至2022年，全年基金清盘数量分别

为134只、174只、254只、233只。

值得关注的是， 相较于以往债券基金为清

盘大军“主力” 的局面，近两年以来，股票基金、

混合基金清盘逐渐成为清盘重灾区。今年以来，

已清盘的基金中，40只为股票型基金，61只为混

合型基金，仅有23只为债券型基金。 2022年，则

有93只混合型基金和56只股票型基金清盘，债

券基金清盘数量为75只。

指数基金也成为这场清盘风波中难以忽视

的一部分。 今年以来清盘的136只基金中，有40

只为指数型基金， 其中24只为ETF及ETF联接

基金。

“当前全市场的ETF数量已接近800只，不

可否认的是，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 由于ETF的

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越受投资者关注，很多

小规模的ETF无人问津， 最终命运便是走向清

盘。 ” 北京某量化基金经理分析说。

上海证券高级分析师池云飞表示， 基金清

盘受很多因素影响，当前环境下，大面积清盘主

要是四方面因素导致。 一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市

场竞争加剧， 使得一些认知度或认可度较低的

基金比以往更容易被清盘，这或是最主要原因。

二是权益市场的赚钱效应下降， 促使投资者对

权益资产的配置意愿降低， 导致一些本来规模

就小、持营不佳的权益基金被加速清盘。三是基

金投资者在不断成熟， 自身的投资需求更为明

确，对那些难以适应市场的产品容忍度下降。四

是清退机制不断优化， 基金行业进一步向高质

量、结构优化方向发展。

次新基金遭遇夭折风险

除了已清盘基金外， 还有大量基金在清盘

的路上。 今年以来，累计有逾300只基金（不同

份额分开计算）发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

形的提示性公告。值得关注的是，陷入清盘危机

的基金中， 出现了许多成立不足一年的次新基

金身影。

例如，根据国投瑞银基金近期发布的公告，

成立于2023年1月17日的国投瑞银兴顺3个月

持有混合FOF，截至2023年6月21日，已经连续

40个工作日基金净资产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

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也就是说，该基金自4月

份起就已出现规模缩水。根据该基金一季报，截

至一季度末，总份额为2.016亿份，基金资产规

模为2.016亿元，由此推算，基金规模是在三个

月持有期结束后，遭遇投资者大量赎回，沦为迷

你基金。但实际上，该基金业绩并不算差，截至6

月29日，该基金单位净值为0.9934元，近三个月

以来在同类基金中排名良好。

另一只次新基金同样如此，成立于2022年7

月28日的光大保德信汇佳混合， 该基金成立时

的规模约为2.1亿元， 有效认购总户数为1014

户，但成立后仅两个月，基金规模就大幅缩水。

根据基金季报， 该基金自2022年三季度末起规

模就已不足5000万元。从业绩来看，该基金成立

以来上涨5.50%，跑赢同期同类基金，但仍未逃

脱陷入清盘危机的命运。

“近两年以来，权益市场不景气，很多次新

基金净值长期低于1元，投资者信心受到很大影

响，基金规模逐渐缩水，一旦规模持续小于5000

万元，基金公司又未及时寻找到新的资金，就面

临清盘风险。 ” 北京某公募基金市场人士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 包括次新基金在内的大

量基金走向清盘， 是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

“痛点” ， 同时也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正常现

象。 基金清盘是由于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托管

人对于基金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疑问而主动清

盘， 或者由于基金规模过小无法维持运营而被

迫清盘。通常情况下，高质量的基金管理公司和

产品会有稳定的投资人群体和良好的业绩表

现，不需要清盘。 但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因

素可能导致一些基金表现不佳， 无法吸引投资

人，或者管理公司经营不善，也会加速基金走向

清盘。

一家中型基金公司FOF基金经理表示，次

新基金陷入清盘危机， 实际上是产品缺乏竞争

力的体现，不仅浪费了基金公司和市场资源，也

影响了持有人的体验。归根结底，基金公司应该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客户服

务质量和创新研发能力等措施， 提高产品的竞

争力，降低清盘风险。首先是加强创新和研发能

力， 推出符合市场需求和投资者需求的创新产

品， 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需

求，而非一味追逐热点、陷入同质化竞争。 其次

需要提高产品操盘能力， 加强投研部门的建设

和人才储备， 培养操盘人员的专业能力和市场

敏感度，从而提高产品的业绩表现。 此外，还要

加强风险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

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和管控机制， 对市场风险

和预期收益进行有效管理，确保产品风险可控。

主动应对清盘危机

在遭遇清盘危机的基金中， 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情形。 有基金公司主动清理 “僵尸基

金” ，顺利进入清盘和清算程序。 今年以来清盘

的136只基金中， 有42只为触发合同终止条款，

94只为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

也有基金公司保壳意愿强烈， 在清盘前苦

苦挣扎。例如，2021年就沦为迷你基金的凯石沣

混合，在经历20余次清盘边缘徘徊后，才终于走

向清算。

实际上，相对于已清盘的基金数量而言，现

存的迷你基金数量更为庞大。 Wind数据显示，

截至6月末，全市场10969只公募基金（仅统计

主代码）中，有1072只基金规模不足5000万元，

其中，更有112只不足1000万元，甚至不乏规模

100万元以下的基金，最小的一只基金规模仅有

4万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顺应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应加速劣质产品出清。上述FOF基金经理表示，公

募基金产品数量已破万只， 其中不乏同质化严重

的产品，投资者选择起来困难重重，而迷你基金的

加快出清有助于构建产品供给侧优胜劣汰、 进退

有序的生态，推动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目前，市场中有1万余只基金产品，未来的

数量可能会更多，竞争可能会越来越激烈，不排

除会有更多基金被清盘的可能。 对于大量迷你

基金存在市场上的局面，除了主动出清外，基金

公司也应多方面探索，在产品设计、管理策略、

运营销售、费率优化等方面发力。

池云飞认为， 基金公司首先应该发挥好产

品布局的前瞻作用， 注重开发具有长期生命力

的产品，不以热点和眼前利益为导向；其次，优

化运营销售机制， 加强对特色优质产品的持营

宣传；此外，还可以加强客户服务，提升投资者

获得感，帮助投资者建立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

理念。通过加大投研资源投入、更换更合适的基

金经理及投资策略、加强持营宣传等手段，提升

基金的业绩及市场认可度，实现规模增长。

上海某基金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基金公司

可以从产品布局、投资理念、投资者教育、费用

结构等方面进行探索， 逐步提升自身的投资价

值和市场竞争力，避免基金产品规模大幅缩水。

首先是进行多元化产品布局， 基金公司可以设

立多元化的产品，包含不同类型、不同策略的基

金，可以更好满足投资者个性化的需求。 同时，

可以分散风险， 降低因单一产品市场波动而造

成的风险。 其次是将基金作为长期投资，保持投

资的稳定性，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加强投资者

教育， 使投资者能够更好了解基金产品风险收

益特征， 减少基金产品过度赎回对规模造成的

影响。 最后，优化基金产品费率结构，基金公司

可以削减一些不必要的费用，降低产品费率，增

强产品吸引力。

次新“夭折” 拷问产品竞争力

基金摆脱清盘困境须自救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迎来一轮

清盘潮，逾300只基金发布触发清

盘风险提示公告，136只基金已宣

告清盘。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罕见成为清盘的重灾区。面对

清盘危机， 有基金公司主动清理

“僵尸基金” ， 顺利进入清盘和清

算程序，也有基金公司保壳意愿强

烈，多次在清盘边缘挣扎。

多只次新基金在诞生不久就

遭遇规模困境，面临“夭折” 风险。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背后是部分基

金公司产品设计同质化，管理和运

营能力欠缺的问题。 不过，加速出

清是行业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

正常现象，除了主动清理僵尸基金

外，基金公司应在产品设计、策略

开发、持营宣传、费率结构等方面

共同发力，提升产品竞争力，避免

大面积走向清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