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化巨头聚焦科技创新九坤上报指增新产品

本报记者 王宇露

日前，头部量化私募九坤投资成功备案一只跟踪华证A股科技创新 1000指数的指数增强产品。 近几年，跟踪沪深 300、中证500、中证1000的指增产品，已成为量化私募获取收益的利器，而聚焦细分行业或主题的产品则较为罕见。 九坤投资表示，希望此次推出新产品，能够以实际行动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资产配置策略。

跟踪华证 A股科技创新1000指数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显示，九坤投资于上周成功备案一只名为“九坤中国科创精选A期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的新产品。 据渠道人士透露，这是一只跟踪华证A股科技创新 1000指数的产品。

华证A股科技创新 1000指数由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于8月1日发布，旨在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从行业分布来看，华证A股科技创新 1000指数参考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所涉及重点领域，在主营业务归属于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产业等领域的 A股上市公司中，按照研发费用投入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取前1000家公司。

据华证指数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指数成分股均选自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高增长潜力的领域，涵盖了近80%的科技创新公司，科技创新属性明显。 此外 ，该指数还具备一定的宽基表征特征，不同于传统的宽基指数，该指数市值与风格特征均衡，大中小盘都有分布。

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

对于成立该产品的原因，九坤投资表示，公司一直以来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公司计划在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数的基础上，推出相关的私募基金产品，以实际行动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资产配置策略。

通过推出对标该指数的指增产品，有望以金融的方式支持国家重点支持的实业。 这种金融支持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促进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渠道人士分析认为，该指数的研发和推出将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金融机构通过投资该指数，将资本引导到科技创新行业，支持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科技创新企业也能够通过金融市场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加速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

巨头纷纷发力细分领域

近 几 年 来 ， 量 化 私 募 在 国 内 迅 猛 发 展 ， 跟 踪 宽 基 指 数 的 指 增 产 品 以 中 证 500 指 数 增 强 为 主 ， 叠 加 部 分 追 踪 沪 深 300 、 中 证 1000 指 数 的 产 品 ， 已 成 为 量 化 私 募 获 取 收 益 的 利 器 。 而 聚 焦 细 分 行 业 或 主 题 的 产 品 较 为 罕 见 。

2022年7月，幻方量化备案成立四只跟踪行业指数的私募产品，聚焦医疗 、新能源、信息技术、原材料等方向。 不过成立一年以来，四只产品中仅幻方中证信息指数增强研究精选1号获得了正收益，其余三只收益均告负，且第三方平台显示，聚焦医疗行业的产品已清算。

相对于主动投资，量化投资往往喜欢体量更大的市场，对交易量、流动性、投资标的分散性要求更高。 那么聚焦细分领域的指增产品，能否满足以上要求，又是否真的“有利可图” ？

渠道人士表示，进一步研究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数的设置可以发现 ，该指数具有高成长、高流动、高质量、高分散等特点，对于擅长处理大批量数据、持仓分散且深度应用前沿技术的量化投资而言，这显然是更适合指增策略发挥的土壤。 该指数流动性筛选要求为日均成交金额排在沪深 A股前95%的股票，且上市不少于三个月，非ST、*ST、退市整理板块的股票。 该指数成分股数量多、市值分布广泛 、总市值达 25万亿元，是目前可跟踪规模最大的科技创新主题指数之一。 另外 ，该指数覆盖标的风格较为均衡 ，单一

股票权重不超过 1%。 通过对数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的方式，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规模和市场价值，降低风险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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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威资产魏铭三：

以基本面量化打造独特性策略

□本报记者 王辉

近年来，国内量化投资行业蓬勃发展，在头

部机构壮大的同时， 部分独具特色的新锐量化

私募机构也日益受到市场关注和认可。日前，蝶

威资产总经理、 投资总监魏铭三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成立以来，持续以基

本面量化作为差异化发展路径， 并初步建立了

自身的特色化竞争优势。 展望下半年，A股市场

有望迎来偏多头表现， 量化多头产品预计将体

现出较好的投资配置价值。

以基本面量化为起点

以独具特色的财务因子积累为创始基因，

成立于2018年的蝶威资产近两年在国内量化

资管圈崭露头角。 2021年以来，公司多次在中

信建投证券、中金财富证券等机构举办的专业

策略实盘大赛中名列前茅，并获得了国泰君安

资管、华泰资管等逾10家大型头部资管机构的

投资认可。

魏铭三介绍，截至目前，公司员工总数近30

人，其中过半均为投研人员。 从策略线来看，目

前公司重点研发布局了基本面量化多头系列和

平衡对冲系列两大类产品， 两者在公司资管规

模的占比分别为六成和四成。

作为公司的量化策略研发掌舵人， 魏铭三

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并曾就职于CME交易团队；公司另一位核心创

始人费革胜，从1991年就开始参与股票投资，同

时也在多家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有丰富的财务

负责人工作履历。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参考海外

头部量化投资机构的策略演进， 蝶威资产在创

立时就将基本面量化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赛道，

这也有别于国内量化投资行业以量价、 高换手

为策略基础的主流发展路径。

从交易频率看， 蝶威的两大资管产品线分

布在两个极端。 其中公司的基本面量化多头策

略，主要以财务类因子、另类数据因子建模，年

换手率在10倍左右。 蝶威在基本面财务因子的

模型研发上， 进行了业内很少采用的分行业建

模，即根据不同的行业以及考察结果，选取不同

的财务数据、财务因子。

公司的平衡对冲策略则是以量价因子自建

“可以做日内回转交易的大底仓” ， 同时以

“T+0交易” 增厚收益，并以股指期货等工具进

行100%的混合对冲，最终实现更低回撤幅度的

绝对收益，该策略的年换手率在百倍以上。

更具独立特征

魏铭三同时介绍， 对比于行业主流头部量

化机构，公司近三年来的复合超额收益（基准为

中证500指数）并不逊色。 另外，公司的基本面

量化多头策略， 则体现出十分突出的业绩独立

性和策略独特性。

根据公司测算，近三年来，公司基本面量化

多头策略与多家头部量化私募的业绩呈现出了

鲜明的低相关性甚至是负相关性。以2021年9月

到2022年5月全市场主流量化管理人的一轮业

绩低潮期为例， 彼时全行业整体出现了历史上

少有的一轮超额收益深度回撤， 但蝶威的相关

产品的超额收益则一直保持正增长； 随后，在

2022年下半年全行业超额收益的大幅反弹中，

公司产品的超额收益表现反而只是小幅走高。

“这其实就是因为量价因子在我们的量化

模型占比非常低， 主要依靠基本面的因子和另

类数据的贡献来获得超额收益， 因此我们的业

绩表现与市场头部机构的相关性非常低。 从这

一点上说，对于大型资管机构而言，如果他们的

投资组合纳入我们的产品， 大多数情况都能在

夏普比率、 波动率控制等方面得到正向的提

升。 ” 魏铭三称。

下半年A股表现可期

今年以来，A股持续震荡， 市场 “结构为

王” 。 在近期，决策层对于宏观经济、资本市

场的最新政策定调， 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2023年下半年的A股

走势，魏铭三表示，下半年将有望迎来偏多头

的市场表现。他表示，相关政策导向将大大有

利于市场信心和市场表现，国内经济基本面

触底回升可期，下半年的宏观环境预计整体

向好。

此外，魏铭三认为，随着全面注册制的

实施，A股市场的持续扩容，个股流动性和股

价的分化将进一步持续。 这就要求各类市场

参与者更看重上市公司的基本面， 对于量化

策略而言，未来基本面因子、财务方面的价值

类因子，预计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整体而言，

在下半年A股有望进一步回升的背景下，量

化多头产品预计将继续体现出较好的配置

价值。

与此同时，依托于自身的策略独特性，当前

蝶威资产也在进一步发力原有策略的升级和新

策略的研发储备。 魏铭三表示，在平衡对冲策略

上，公司的量化模型在控制对指数跟踪误差、保

持低回撤优势的同时， 进一步丰富了股票底仓

的选择范围， 从而能够跟上策略容量需求的增

长。此外，公司也研发储备了新的股票多空量化

策略，通过市场的价值发现，力争股票投资能够

实现双向收益。

跟踪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数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显示， 九坤投

资于上周成功备案一只名为“九坤中国科创精选

A期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的新产品。据渠道人

士透露， 这是一只跟踪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

数的产品。

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数由上海华证指数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于8月1日发布， 旨在积极响应

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 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

科技创新领域，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从行业分布来看， 华证A股科技创新1000指

数参考国家统计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

荐指引》所涉及重点领域，在主营业务归属于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

物产业等领域的A股上市公司中， 按照研发费用

投入从高到低的顺序选取前1000家公司。

据华证指数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指数成分股

均选自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高增

长潜力的领域，涵盖了近80%的科技创新公司，科

技创新属性明显。此外，该指数还具备一定的宽基

表征特征，不同于传统的宽基指数，该指数市值与

风格特征均衡，大中小盘都有分布。

量化巨头聚焦科技创新 九坤上报指增新产品

□本报记者 王宇露

日前， 头部量化私募九坤投

资成功备案一只跟踪华证A股科

技创新1000指数的指数增强产

品。 近几年，跟踪沪深300、中证

500、 中证1000的指增产品，已

成为量化私募获取收益的利器，

而聚焦细分行业或主题的产品则

较为罕见。九坤投资表示，希望此

次推出新产品， 能够以实际行动

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同

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资产配

置策略。

巨头纷纷发力细分领域

近几年来， 量化私募在国内迅猛发展，

跟踪宽基指数的指增产品以中证500指数

增强为主， 叠加部分追踪沪深300、 中证

1000指数的产品，已成为量化私募获取收益

的利器。而聚焦细分行业或主题的产品较为

罕见。

2022年7月，幻方量化备案成立四只跟踪

行业指数的私募产品，聚焦医疗、新能源、信

息技术、原材料等方向。 不过成立一年以来，

四只产品中仅幻方中证信息指数增强研究精

选1号获得了正收益， 其余三只收益均告负，

且第三方平台显示， 聚焦医疗行业的产品已

清算。

相对于主动投资， 量化投资往往喜欢体

量更大的市场，对交易量、流动性、投资标的

分散性要求更高。 那么聚焦细分领域的指增

产品，能否满足以上要求，又是否真的“有利

可图” ？

渠道人士表示，进一步研究华证A股科技

创新1000指数的设置可以发现， 该指数具有

高成长、高流动、高质量、高分散等特点，对于

擅长处理大批量数据、 持仓分散且深度应用

前沿技术的量化投资而言， 这显然是更适合

指增策略发挥的土壤。 该指数流动性筛选要

求为日均成交金额排在沪深A股前95%的股

票，且上市不少于三个月，非ST、*ST、退市整

理板块的股票。 该指数成分股数量多、市值分

布广泛、总市值达25万亿元，是目前可跟踪规

模最大的科技创新主题指数之一。 另外，该指

数覆盖标的风格较为均衡， 单一股票权重不

超过1%。 通过对数自由流通市值加权的方

式，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规模和市场价值，降

低风险集中度。

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

对于成立该产品的原因，九坤投资表示，公

司一直以来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创新战略， 以服

务实体经济为己任， 公司计划在华证A股科技

创新1000指数的基础上，推出相关的私募基金

产品，以实际行动引导资金流入科技创新企业，

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资产配置策略。

通过推出对标该指数的指增产品， 有望

以金融的方式支持国家重点支持的实业。 这

种金融支持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

领域， 促进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发

展动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实体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

渠道人士分析认为， 该指数的研发和推

出将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金融

机构通过投资该指数， 将资本引导到科技创

新行业，支持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发展。 同时，

科技创新企业也能够通过金融市场获得更多

的融资支持，加速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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