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资金出手 半年逾4000亿涌入A股ETF

本报记者 张舒琳

上证指数3000点作为A股市场关键点位，向来备受关注。 6月下旬以来，随着上证指数回到3000点附近，大资金迅速出动。 近日，沪深300ETF多次出现盘中异动，成交持续大幅放量。 加上今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大资金入市潮，今年以来A股ETF获资金净流入已经超过4000亿元，已接近2023年 全

年的资金净流入规模。

关键点位迎来巨量资金

神秘大资金又有新动向。 Wind数据显示，6月21日至6月28日，已有511亿元资金借道A股ETF入市，主要流向大资金较为偏好的沪深300ETF，包括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易方达沪深300ETF、嘉实沪深300ETF、华夏沪深 300ETF等。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获资金净流入154.7亿元，成为本轮被“加仓” 最多的基金品种。 大资金抄底，也让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这只全市场规模最大的非货公募基金规模率先突破2200亿元，达2218.24亿元。 其余三只大型沪深300ETF获资金净流入均超过50亿元，此外，中证500、中证 1000、

“双创” 相关中小盘ETF也获得部分资金加仓。

这已是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资金加仓潮。 今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市场快速调整期间，大资金就开启了加仓模式，数千亿资金入市。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股ETF合计获资金净流入已高达4026亿元，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向多只宽基指数ETF，包括沪深300ETF、中证 500ETF、中证1000ETF等。

今年以来，沪深300ETF成为吸金王。 仅易方达沪深 300ETF一只就获资金净流入869.3亿元，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获净流入775.99亿元，嘉实沪深300ETF、华夏沪深300ETF获净流入均超过500亿元。

以沪深300、上证50、中证 500为代表的宽基ETF，成为资金抄底的主要选择。 从历史数据来看，底部买宽基是更为简单有效的布局策略。 华夏基金认为，今年以来，在A股市场走势偏弱的大背景下，大量资金入场增持宽基ETF，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有效提振了市场情绪和风险偏好。

科创板有望迎增量资金

回顾2023年10月以来的ETF加仓潮，沪深300ETF始终是资金心头好。 华夏基金表示，沪深300作为宽基指数代表，一方面覆盖行业够“宽” ，风格均衡。 中长期资金入市首要任务是树信心，选择足够“宽” 的指数，覆盖行业多且均衡，同时包含权重龙头股在内，能够起到带动整个市场投资情绪的作

用。 另一方面，宽基品种容量大，风险相对可控，拉长时间看，最大回撤和波动性都相对行业主题类窄基更小。 此外，宽基品种能分享经济向上的贝塔收益，在小市值、题材抱团等风格演绎到极致后，目前A股大盘宽基指数的估值已调整至历史相对低位，性价比高，同时有一定的修复预期。

相较沪深300ETF，近日双创ETF的资金净流入并不算多，但与以往相比，也出现积极变化。 6月21日以来，多只创业板、科创板ETF获资金净流入均超过5亿元。 华泰柏瑞基金认为，近期科创板表现强势，一方面是权重行业电子短期呈现强势；另一方面，相关政策预期提升了投资者的预期，监管层对科创板表现出鼓励和呵护态

度。 从增量资金的角度来看，机构网下申购需科创板底仓以及科创板ETF纳入基金通等举措都可能带来正向反馈，其中前者的影响或更大。

分红蔚然成风 重磅宽基ETF入局

□本报记者 王鹤静

近年来， 红利资产持续走强，高

分红策略逐步从资产端传导至投资

工具端，特别是ETF的分红规模相比

以往出现明显提升。 近期，华安上证

180ETF公告将召开持有人大会，审

议将分红次数由每年最多分配4次提

升至12次。并且，招商中证红利ETF、

工银中证A50ETF、汇添富中证港股

通高股息投资ETF等均在今年调整

了分红评估周期。

随着投资者对资产配置需求的

多样化， 业内人士表示， 公募基金

在分红模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尝试， 不断优化分红机制设置，提

升投资者持有体验。 在ETF同质化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今年以来各家

基金公司开始“卷” 分红。 在增量

难寻的市场里， 和过去的复利再投

资“背道而驰” 的月度分红机制，或

将成为境内基金、 理财产品设计的

新趋势。

商议提升分红次数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 为更好地满

足投资者需求，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6月26日， 华安上证180ETF

宣布将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

议修改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收益分配

原则的议案。

对比基金合同和拟修改后的表

述，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此次该ETF

的收益分配原则将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调整。

第一，该ETF的分红条件由“基

金当年收益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方

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改为“基金收

益分配不须以弥补浮动亏损为前提，

收益分配后有可能使除息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低于面值” ；第二，在符合基金

分红条件下， 该ETF的分红次数由

“每年至少分配1次， 最多分配4次”

改为“每年最多分配12次” 。

华安上证180ETF成立于2006年

4月，是目前境内市场上唯一跟踪上证

180指数的ETF。 截至6月28日，该

ETF的最新规模为191.86亿元， 在股

票型ETF中排名第16位。自成立以来，

该ETF共计进行了9次分红，最近一次

分红发生在2020年11月，分红金额约

为3.78亿元。

除华安上证180ETF外， 今年以

来，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ETF联

接、 招商中证红利ETF、 工银中证

A50ETF、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ETF等均调整了收益分配原则。 其

中，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ETF联

接、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ETF

将分红评估周期缩短至月度，其余两只

产品将分红评估周期缩短至季度。

优化ETF分红机制

在基金分红蔚然成风的市场环境

下，ETF也纷纷加入分红大军。 Wind

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 股票型

ETF累计分红金额达到51.30亿元，远

超 2021年 、2022年 、2023年同期的

17.74亿元、19.80亿元、29.87亿元。

今年以来， 公募市场上规模最大

的 非 货 基 金 ———华 泰 柏 瑞 沪 深

300ETF贡献了24.94亿元的分红规

模， 在年内已分红的股票型ETF中位

居首位。

此 外 ， 规 模 最 大 的 中 证

500ETF———南方中证500ETF更是

在2013年成立后首次进行分红，并以

12.67亿元的分红规模位居股票型

ETF第二名；2019年成立的工银沪深

300ETF、2020年成立的国泰上证综

合ETF，也都在今年进行了首次分红，

分红规模分别为1.97亿元、0.74亿元。

为顺应市场趋势、 满足投资者需

求， 部分今年刚成立的股票型ETF就

已经进行了多次分红。 例如，今年3月

成立的工银中证A50ETF、 万家中证

红利ETF以及今年4月成立的国泰上

证国有企业红利ETF， 目前均已完成

两次分红， 累计分红金额分别为

2368.71万元、44.54万元、135.62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

ETF由于以净价指数（不考虑分红和

分红再投资）为业绩基准，因此相对

于指数业绩， 其稳定的超额收益主要

来源于成分股分红以及分红再投资。

招商基金介绍，ETF分红不仅可以为

投资者提供较为可预期的现金流回

报，提升持有人投资体验及获得感，还

可以暂免征收所得税、 免收分红手续

费， 一定程度可让投资者享受税收优

惠。 通过分红将成分股股息派发给持

有人， 也有利于ETF更紧密跟踪标的

指数。 此外，平安基金表示，投资者通

过分红可以先锁定一部分收益， 规避

行情下跌时投资资金缩水的风险。

随着投资者对资产配置需求的多

样化， 中信建投金工及基金研究团队

表示， 公募基金在分红模式上进行了

一系列的创新尝试， 不断优化分红机

制设置，提升投资者持有体验，例如设

置强制分红条款、降低分红门槛、增加

分红频率等。 部分ETF约定在有超额

收益的前提下强制每季度甚至每月进

行分红， 给投资者提供了可预期的稳

定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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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资金净流入

（亿元）

易方达沪深

300ETF 869.30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775.99

嘉实沪深

300ETF 578.72

华夏沪深

300ETF 576.39

南方中证

500ETF 301.40

华夏上证

50ETF 283.82

南方中证

1000ETF 145.63

易方达创业板

ETF 134.85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ETF 96.71

嘉实中证

500ETF 65.08

今年以来资金净流入居前的部分宽基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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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金出手 半年逾4000亿涌入A股ETF

上证指数3000点作

为A股市场关键点位，向

来备受关注。 6月下旬以

来， 随着上证指数回到

3000点附近，大资金迅速

出动。近日，沪深300ETF

多次出现盘中异动， 成交

持续大幅放量。加上今年1

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大资

金入市潮， 今年以来A股

ETF获资金净流入已经

超过4000亿元， 已接近

2023年全年的资金净流

入规模。

关键点位迎来巨量资金

神秘大资金又有新动向。Wind数据显示，

6月21日至6月28日，已有511亿元资金借道A

股ETF入市，主要流向大资金较为偏好的沪深

300ETF，包括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易方达

沪深300ETF、 嘉实沪深300ETF、 华夏沪深

300ETF等。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获资金净流

入154.7亿元，成为本轮被“加仓” 最多的基金

品种 。 大资金抄底 ， 也让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这只全市场规模最大的非货公募基

金规模率先突破2200亿元， 达2218.24亿元。

其余三只大型沪深300ETF获资金净流入均

超过50亿元，此外，中证500、中证1000、“双

创” 相关中小盘ETF也获得部分资金加仓。

这已是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资金加仓潮。今

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市场快速调整期间，大

资金就开启了加仓模式， 数千亿资金入市。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A股ETF合计获资

金净流入已高达4026亿元， 源源不断的资金

流向多只宽基指数ETF， 包括沪深300ETF、

中证500ETF、中证1000ETF等。

今年以来，沪深300ETF成为吸金王。 仅

易方达沪深300ETF一只就获资金净流入

869.3亿元，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获净流入

775.99亿元， 嘉实沪深300ETF、 华夏沪深

300ETF获净流入均超过500亿元。

以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为代表的宽

基ETF，成为资金抄底的主要选择。 从历史数

据来看，底部买宽基是更为简单有效的布局策

略。华夏基金认为，今年以来，在A股市场走势

偏弱的大背景下， 大量资金入场增持宽基

ETF，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有效提振了市场

情绪和风险偏好。

科创板有望迎增量资金

回顾2023年10月以来的ETF加仓潮，沪深

300ETF始终是资金心头好。华夏基金表示，沪

深300作为宽基指数代表， 一方面覆盖行业够

“宽” ，风格均衡。 中长期资金入市首要任务是

树信心，选择足够“宽” 的指数，覆盖行业多且

均衡，同时包含权重龙头股在内，能够起到带

动整个市场投资情绪的作用。 另一方面，宽基

品种容量大，风险相对可控，拉长时间看，最大

回撤和波动性都相对行业主题类窄基更小。 此

外， 宽基品种能分享经济向上的贝塔收益，在

小市值、题材抱团等风格演绎到极致后，目前

A股大盘宽基指数的估值已调整至历史相对

低位，性价比高，同时有一定的修复预期。

相较沪深300ETF， 近日双创ETF的资金

净流入并不算多，但与以往相比，也出现积极

变化。 6月21日以来，多只创业板、科创板ETF

获资金净流入均超过5亿元。 华泰柏瑞基金认

为，近期科创板表现强势，一方面是权重行业

电子短期呈现强势；另一方面，相关政策预期

提升了投资者的预期，监管层对科创板表现出

鼓励和呵护态度。 从增量资金的角度来看，机

构网下申购需科创板底仓以及科创板ETF纳

入基金通等举措都可能带来正向反馈，其中前

者的影响或更大。

□本报记者 张舒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