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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只千亿非货基金诞生

宽基ETF成资金“蓄水池”

数据显示，截至

8月7日，华泰柏瑞沪

深300ETF的最新规

模 约 为 1016.36 亿

元，成为我国公募市

场首只规模超千亿

元的非货基金。与此

同时，7月以来宽基

ETF整体吸金显著，

沪深300ETF、 科创

50ETF的净流入金额

均在100亿元以上。

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在市场波动较

大、投资主题相对不

明朗的情况下，宽基

ETF能够更好地分散

投资风险，相对适合

用来进行权益资产

的提前布局和配置。

与此同时，部分宽基

ETF还具有一定的流

动性优势，以及相较

于部分行业主题ETF

的低估值优势。

●本报记者 王鹤静

宽基指数ETF吸金表现突出

8月7日晚间， 上交所网站显

示，公募市场最大的非货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最新份额

数量约为250.15亿份，根据其8月7

日的最新单位净值4.063元估算，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最新规模

约为1016.36亿元， 不仅创下了非

货ETF规模的最高纪录，更是一举

成为我国公募市场首只规模超千

亿元的非货基金。

从华泰柏瑞沪深300ETF今年

以来的表现可以发现， 今年前4个

月， 该ETF规模整体呈回落态势，

从1月最高的860多亿元降至4月最

低的630多亿元。此后，该ETF开始

持续发力，规模一路增长到了如今

的超千亿元，7月以来的净流入金

额超过了200亿元。

此外，截至8月4日，华夏上证

科创板 50成份ETF、 华夏上证

50ETF、南方中证500ETF、易方

达创业板ETF等宽基ETF的最新

规模均突破400亿元。 其中，华夏

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近期同样

吸金显著，7月以来的净流入金额

约为138.08亿元，位居非货ETF第

二名。

另一只追踪科创50指数的易

方达上证科创板50ETF，以及追踪

沪 深 300 指 数 的 易 方 达 沪 深

300ETF 发 起 式 、 嘉 实 沪 深

300ETF、华夏沪深300ETF，近期

也都受到了资金的青睐，截至8月4

日，7月以来上述ETF的净流入金

额均在30亿元以上。

整体来看， 相较于行业主题

ETF，7月以来宽基指数ETF的吸

金表现更加突出， 截至8月4日，以

沪深300指数、 科创50指数、 中证

1000指数为标的指数的ETF分别

获得 356.15 亿元 、197.50 亿 元 、

65.61亿元资金的净流入。 并且，沪

深300ETF的整体收益表现相对较

好，7月以来的平均收益率均在5%

以上。

已成投资者基础性配置

对于近期宽基ETF持续吸金

的情况，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认为，

近期资本市场利好政策不断推出，

市场上涨时， 由于市场容量大、交

易流动性好，宽基ETF自然成为了

投资者，特别是持有大量资金的机

构投资者把握市场上涨机会的配

置工具。

汇成基金研究中心表示， 宽基

ETF反映的是市场基准投资收益，

即通常所说的贝塔收益。 市场快速

上涨时， 主动权益基金的收益率通

常较难跑赢指数基准收益率。因此，

在看好市场走势的情况下， 宽基

ETF一般作为投资者的基础性配

置。由于不同行业的景气度、政策受

益程度不同，市场波动情况下，投资

者更愿意投资波动程度更低的宽基

ETF。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高级分析师孙桂平认为，宽基ETF

持有的股票品种较多，能够更好地

分散风险，在市场波动较大、投资

主题相对不明朗的情况下，通过宽

基ETF进行权益资产的提前布局

和配置相对来说比较适合。

今年以来，权益市场整体表现

一般，但是结构化行情持续、热点

频繁切换。 在孙桂平看来，借助行

业主题ETF或许能够快速地抓住

市场行情，可是错判的风险也相对

较大。宽基ETF规模的提升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投资者趋

向理性投资，更加看重宽基ETF的

配置价值，而非借助行业主题ETF

频繁交易、追逐市场热点。

“从流动性和估值方面的表

现来看， 宽基ETF的规模较大、集

中度较高，特别是头部的宽基ETF

产品具有更突出的流动性优势。同

时， 相较于行业主题ETF， 宽基

ETF今年以来的平均涨幅相对较

小， 可能还具备一定的低估值优

势。 ” 孙桂平补充说。

ETF发展空间较大

近年来，ETF规模频频创下新

高，公募市场不断涌现出较大规模

的ETF产品。 沪上某公募人士表

示，这反映了我国ETF市场经过近

二十年耕耘所呈现出的向上发展

态势。随着今年资本市场信心有所

修复、 结构性投资主线纷至沓来、

券商财富管理转型加速推进、机构

配置需求显著抬升， 今年7月末

ETF总规模推高至1.68万亿元，较

2022年末增长超25%。

但该公募人士也认为， 目前

ETF的渗透率仍相对较低，个人养

老金制度刚刚起步，长久期资金入

市也才刚刚开始形成趋势。 截至今

年7月末，全市场沪深300ETF规模

合计不足1900亿元，相对沪深300

指数超过50万亿元的市值，未来还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的日

益丰富， 业内分析人士表示，ETF

将更多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 一

方面， 作为资金方，ETF可以为资

本市场提供坚实稳定的长期资

金， 当市场承压时， 有效发挥

“锚” 和“缓冲垫” 的作用；另一

方面， 作为资产方，ETF以一篮子

证券的形式创设出非系统性风险

显著降低、 风险收益特征更为优

化的可交易资产， 拓展了投资者

的配置和交易选项。

展望未来， 业内人士预计，

ETF的发展空间或将通过供需两

端来体现。 在产品供给方面，科技

变革带来的新行业或主题以及还

未覆盖到的海外新兴市场都是未

来ETF的重点布局方向，并且部分

优质赛道ETF需要从 “有 ” 向

“优”进行转变。 在投资需求方面，

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市场动态更

新、投资观点输出、择时交易建议、

配置方案定制等方式为投资者提

供全方位服务，在产品同质化发展

的趋势下，借助服务打造差异化竞

争优势。

最高年化收益率9%

养老目标FOF交出稳健成绩单

●本报记者 张舒琳 王宇露

2018年8月初，首批养老目标FOF（基

金中基金）正式拿到 “准生证” ，在行业

期待的目光中，这批FOF陆续面市；如今，

距离集体获批已满五周年，首批14只产品

均取得了亮眼业绩。 尽管产品规模有所分

化，但整体仍实现了大幅增长。随着个人养

老金政策落地， 基金公司更加注重个人养

老产品布局， 积极打造养老目标日期基金

和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全矩阵。

整体业绩稳健

2018年8月，14家基金公司旗下养老

目标FOF宣布获批，意味着公募基金助力

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这14

只基金包括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南方

养老2035三年、华夏养老2040三年、嘉实

养老2040五年、工银养老2035三年、宏利

泰和平衡养老目标三年、 易方达汇诚养老

2043三年、银华尊和养老2035三年、中银

安康稳健养老一年、 鹏华养老2035三年、

广发稳健养老目标一年、 万家稳健养老目

标三年、富国鑫旺稳健养老一年、博时颐泽

稳健养老一年。 其中，9只基金采用目标日

期策略，5只基金采用目标风险策略。

尽管中间经历了牛熊转换，但如今，5

年过去，14只首批养老目标FOF全部取得

了3.5%以上的年化收益率，最高年化收益

率甚至达到9%。收益最高的是桑磊管理的

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A， 截至8月7日，

成立以来收益率达到52.19%，年化收益率

9.08%；其次是黄俊、鲁炳良管理的南方养

老2035三年A， 成立以来收益率达到

50.67%，年化收益率9%。 许利明管理的华

夏养老2040三年A、 张静和唐棠管理的嘉

实养老2040五年A、 蒋华安管理的工银养

老2035三年A等， 成立以来收益率也均在

30%以上。

从规模来看，首批养老目标FOF整体

规模实现增长，上述14只FOF于2018年下

半年至2019年上半年发行时，总规模约49

亿元，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总规模已达

87.16亿元，比发行规模增长约77%。 分产

品来看，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既有产

品规模增长大幅飙升的例子， 也有3只产

品规模缩水至2亿元以下。

截至目前， 全市场共有250只养老目

标基金（只统计初始基金，下同），二季度

末总规模突破800亿元。 其中，规模最大的

养老目标FOF是交银安享稳健养老一年，

规模达90.33亿元；汇添富添福盈和稳健养

老目标一年、 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一年

规模也突破27亿元。

“货架” 不断上新

当前， 基金公司仍在积极布局养老

FOF产品。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陆

续有华安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国泰民

享稳健养老一年、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60

五年、中欧预见平衡养老三年等46只养老

FOF成立。

目前，南方康乐养老目标日期2045三

年、华泰柏瑞祥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富国

鑫旺积极养老目标五年三只产品正在发行

阶段，还有鹏扬平衡养老目标三年、中银养

老目标日期2045三年等11只养老目标

FOF上报等待审批。

一位大型基金公司FOF基金经理表

示：“拉长时间来看，养老第三支柱的政策

对中国养老的第一、第二、第三支柱的结构

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相较于海外第三支柱

比例，我国本身第三支柱的比例较低。随着

个人养老金政策落地，大家都会通过FOF

的形式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 未来增量资

金可期， 或对公募基金以及资本市场的整

体格局产生影响。 ”

建信基金表示， 公募基金的长期赚钱

效应以及在养老投资方面积累的专业优

势， 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的养老投资需

求，赋能养老金体系建设。建信基金不仅高

度重视个人养老产品布局， 积极打造养老

目标日期基金和养老目标风险基金全矩

阵，更注重养老领域的投资者教育工作，以

生动有趣的内容和形式引导投资者合理规

划养老投资。

华夏基金表示， 公司一直在积极为公

募基金助力个人养老金业务发展做准备，

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20年养老投资管理

经验， 建立了适合养老金管理的制度框架

和人才队伍， 并借鉴国际先进的资产配置

理念、积累了丰富的FOF管理经验，搭建

了完善的产品线。接下来，华夏基金将持续

提升投研能力，丰富产品供给与创新。

丰富全球投资能力 私募加速布局海外业务

●本报记者 朱涵

私募机构出海“淘金” 的浪潮

持续汹涌。

根据香港证监会网站披露，百

亿级私募敦和资管、 金戈量锐和仁

桥资产等均已通过香港关联公司获

颁发9号牌（资产管理业务），得以

在香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由香港

证监会颁发的9号牌，即在港开展资

产管理业务的资格牌照， 香港作为

“桥头堡” ，9号牌一直是内地私募

布局海外市场的主流方式。

业内人士表示， 私募机构出海

布局不仅能在募资端获取更长线资

金，还能丰富自己的全球投资能力，

在设立新的投融资平台过程中，同

时对接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拓

展投资视野并吸引国际化人才，为

企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以香港为“桥头堡”

自首批私募机构出海以来，内

地私募持续以香港为“桥头堡” ，拓

展海外业务。例如，景林资产于2005

年就获得了香港9号牌；保银资产管

理于2010年获9号牌，淡水泉香港于

2011年获9号牌。

据香港证监会网站消息， 敦和

国际基金管理6月获批香港证监会

颁发4号牌（就证券提供意见）和9

号牌；同月，金戈量锐资产管理（香

港）、仁桥资产管理（香港）获香港

证监会颁发9号牌。 上述三家机构

分别为境内知名百亿级私募敦和

资产、金戈量锐、仁桥资产的香港

子公司。

事实上， 不少知名私募机构都

在香港申请了9号牌，其中典型代表

之一就是润晖投资。 截至目前，润晖

投资是管理海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最

多的中国私募机构之一。 润晖投资

于2007年获9号牌。 截至目前，三位

香港牌照负责人为李刚、闵昱、裴愔

愔 。 另一重要的中国私募机构

“Red� Gate� Asset� Manage-

ment”于2012年获香港证监会颁发

4号牌、9号牌；碧云资产管理于2017

年获香港证监会颁发4号牌、9号牌。

仁桥资产管理（香港）的牌照

负责人之一薛有为表示， 看好香港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香港作

为国际金融中心， 是亚洲私人财富

管理首选地。 香港市场有着成熟法

规，云集了众多金融机构，能够为全

球投资者提供多样的投资选项及途

径。 谈到仁桥资产拓展离岸市场战

略考量时，薛有为表示，主要想突破

目前同质化的主观股票多头策略，

运用香港或其他国际资本市场多元

对冲工具扩充投资策略条线， 香港

公司的成立对于公司扩充策略方向

及接触更多海外机构投资者具有重

要的意义。

头部私募纷纷出海

过去，内地私募机构出海展业，

主要是成立美元基金面向离岸客户

募资， 投资标的仍以境内外上市的

中资公司为主。 近些年来，私募机构

越来越重视宏观研究的投入， 同时

不断审视、 探索全球资产配置的价

值和可行性。

据私募排排网不完全统计，当

前内地已有超20家私募存在持有香

港9号牌的关联公司。 此外，这些私

募大都为头部机构， 其中头部量化

私募机构整体行动更早，可谓“绩优

则出海” 。

私募频频加速布局出海， 在设

立更大投融资平台的同时，也同样

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东英资管高级

副总裁吴珊表示， 在出海的过程

中，会受到一些来自于监管、风控、

管理等方面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机构会选择与海外基

金平台合作。

吴珊表示， 内地私募机构出海

目前主要存在五方面难题。

第一，在监管方面，内地私募基

金管理人对海外监管框架熟悉度不

够， 管理人需要依托海外基金平台

了解其所选司法管辖区的海外监管

框架及可预期的海外监管框架标准

差异。

第二，在成本方面，运行成本通

常会随着基金运营成本走高而提

升， 基金产品落地时需要进行相应

的预算筹划。

第三， 在基金运营和风险管理

方面， 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内地发行

基金产品时，很多运营事务会依赖

于托管外包，但是境外行政管理人

承担的角色多专注在基金层面，与

内地托管外包有相当区别，而内地

大多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运营团

队不太熟悉美元基金运作，需要进

一步去了解海外基金的运营和风控

要求。

第四， 在市场营销方面， 内地

很多私募基金销售依赖于金融机

构等代销渠道， 但境外的营销体

系、募资环境则完全不同，常见的

情况为直接面对合资格投资人，如

果依赖代销渠道在海外市场无法

有效打开募资渠道，需要采用海外

惯常的做法。

第五，在投资方面，不管是募集

海外资金从事北向交易， 还是纯粹

从事于美股等外盘产易， 都需要熟

悉境外的交易工具， 必要的话还要

组建有海外交易经验的投资团队。

海外市场风头正劲

QDII基金规模创新高

●本报记者 葛瑶 赵若帆

今年以来，以美股为代表的海外股市

持续走高， 华夏纳斯达克100ETF等QDII

基金表现也水涨船高，定投纳指一时间成

为不少基民挂在嘴边的“梗” 。 在持续申

购和净值上涨的双重推动下，QDII基金规

模刷新历史纪录。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2023年二季度末 ，QDII基金规模合计

360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助力中国机构投

资者“走出去” 的重要工具，近年来QDII

基金重要性日渐凸显，也成为了基金公司

谋篇布局的重要产品线。

QDII基金成香饽饽

今年以来，定投纳指已成为不少基民

挂在嘴边的“梗“。 Wind数据显示，基民

们不只是说说而已， 而是真金白银砸向

QDII基金。 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QDII基

金规模达360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纳斯

达克指数相关ETF在短短三个月内规模迅

速膨胀，推高了QDII基金整体规模。 其中，

国泰纳斯达克100ETF、 广发纳斯达克

100ETF二季度规模增长均超22亿元，华

安纳斯达克100ETF规模增长近7亿元。

中信证券表示，投资于美国与其他发

达市场股票的QDII基金规模持续扩大，海

外股票资产持续上涨；与此同时，净申购也

带动QDII基金规模上涨。

二季度，日经225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赚钱效应爆棚， 相关ETF一时间成为投资

者关注焦点。 工银瑞信大和日经225ETF、

华夏野村日经225ETF两只产品， 从规模

不足亿元的“迷你基” 成功翻身，二季度期

间规模分别获净申购3.97亿份、2.83亿份，

规模增长均超3.6亿元。

此外， 投资于港股的QDII基金规模增

长不落下风。 二季度，广发中证香港创新药

ETF、博时恒生医疗保健（QDII-ETF）规

模分别增长19.72亿元、18.56亿元， 广发恒

生科技(QDII-ETF)�规模也增长近8亿元。

基金公司加速布局

QDII基金赚钱效应明显，不少公司趁

势加速布局。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7

日， 今年以来全市场共成立35只QDII基

金， 仅4月单月便有10只QDII基金成立，

为近三年来QDII基金成立数量最多的单

月。 华宝基金今年以来共发行并成立7只

新QDII基金，摩根资产管理、景顺长城基

金、 嘉实基金今年以来均成立了5只新

QDII基金。

“新发QDII基金重点布局新能源、消

费医药等方向。 ”中信证券在研报中称，未

来产品布局预计以高端制造、消费医药等

产业主题类权益基金为主。 此外，指数细

分赛道化、 主动全球优选预计成为新发

QDII基金的两个主要趋势。

把时间维度拉长来看，QDII基金近年

来的发展势头喜人。 从基金份额的增长来

看，2023年二季度末QDII基金份额同比增

37%，与2021年二季度末相比，份额增长

超2.2倍。

助力机构投资者“走出去”

作为助力中国机构投资者“走出去”

的重要工具，近年来QDII基金重要性日渐

凸显。 Wind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共253

只QDII基金。 此外，共40家公募基金公司

（含券商资管）旗下拥有QDII基金，其中

既包括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华夏基金等

规模居前的头部公司，也有中信保诚基金

等规模不足2000亿元的中小型公司。

具体来看，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华

夏基金3家头部公司拥有的运作中QDII基

金数量累计占比超五成， 分别为59只、42

只、36只，规模分别达1044.25亿元、951.90

亿元、654.49亿元，累计规模占比超八成。

此外，证监会网站显示，西部利得基金

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批复。 与此

同时， 目前还有7家公司排队等待QDII业

务资格批准，包括信达澳亚基金、睿远基金

和财通证券资管等。

值得一提的是，公募基金公司对QDII

基金的热情也推动QDII额度需求提高。 国

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易方达基金、华夏

基金、南方基金等19家基金公司共计新增

18.4亿美元的QDII投资额度。 此外，摩根

士丹利基金、汇丰晋信基金和上银基金还

首次获批QDII投资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