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1500亿资金借道A股 ETF进场

中证1000产品成新宠

本报记者 张舒琳

在上证指数徘徊于3000点下方时，部分资金加速抄底。 7月以来，近1500亿元资金借道A股ETF入市，用真金白银践行“越跌越买” 。 除大资金偏爱的沪深 300ETF外，中证 1000、中证500等中小盘指数ETF近期也受到市场追捧。

上周逾400亿资金抄底

7月以来，市场延续震荡走势，在此期间，资金加速流入市场。 Wind数据显示，7月以来，已有合计1478亿元资金借道A股ETF入市，4只沪深300ETF吸引了多数资金。 其中，吸金最多的当属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资金净流入高达 448 .75亿元。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规模一举站上2500亿元大关，成为公募历史上首只规模突破2500亿元的非货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ETF获得资金净流入309 .69亿元。 该ETF规模同样创下新高，达到1691 .11亿元。

拉长时间来看，这两只ETF今年以来获得资金净流入均超11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吸金王” 。 规模创新高的背后，离不开重要机构投资者的频频加仓。 根据 2023年年报披露的前十大持有人，以及 2024年一季报、二季报披露的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来推断，今年二季度，中央汇金共计增持华泰柏瑞沪深300ETF30 .51亿份、易方达沪深300ETF28 .83亿份。 今年一季度，中央汇金分别增持了易方达沪深 300ETF457 .06亿份、华泰柏瑞沪深300ETF263 .56亿份。

此外，华夏沪深300ETF、嘉实沪深 300ETF最新规模分别达到1197 .17亿元、1195 .46亿元，今年以来获得资金净流入均超过7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7月中旬，市场风格一度发生反转，中小盘略优于大盘，中小盘ETF也成为7月资金新宠，跟踪中证1000、中证500、创业板等指数的ETF获资金大幅加仓。 7月以来，南方中证500ETF获净流入99.38亿元；南方中证1000ETF获净流入92.88亿元；华夏中证1000ETF、广发中证1000ETF分别获净流入56.91亿元、46.67亿元；易方达创业板ETF、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富国中证1000ETF获净流入均超过20亿元。

上周，多只沪深300ETF持续出现尾盘放量情况，或代表大资金仍在进一步增持。 整体来看，上周共418 .97亿元资金净流入A股ETF，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易方达沪深300ETF、嘉实沪深300ETF、华夏沪深300ETF合计获净流入283 .85亿元。 此外，华夏上证 50ETF也获资金净流入 46 .63亿元。

近期金价承压下行，上周多只黄金股ETF跌幅超过8%。 不过，黄金ETF跌幅相对较小，有资金大手笔加仓，华安黄金易ETF获资金净流入11.56亿元。 此外，跌幅居前的有色、矿业等ETF上周也吸引了资金小幅净流入。

掘金大盘价值风格

上周，有色金属板块调整明显。 对此，中庚基金认为，一方面黄金、白银期货价格大跌 ，波及二级市场；另一方面 ，受制于未来需求不足的影响，铜 、铝等金属期货价格大幅下跌，此前在二级市场超配的机构进行了减持。

军工板块则成为周内唯一亮点，细分来看，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持续走高。 中庚基金认为，航天军工个股业绩修复逻辑逐渐清晰 ，且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未来可期，叠加目前板块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市场关注度回升，整体景气度也在逐步恢复。

华夏基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五大积极信号：一是股价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二是从行业轮动来看，多数行业均已出现调整，且符合历史轮动规律，行业轮动调整或已接近尾声；三是从分子端来看，经济和企业业绩延续修复趋势；四是从流动性来看，美联储降息预期上升，国内维持宽松，短期外资出现回流；五是市场风险偏好逐渐边际回升。

国泰基金表示，核心资产继续超跌反弹，尤其是电新、医药 、金融等品种，科技方向也相对走强 ，而红利资产较为“受伤 ” 。 长期来看，下半年宏观环境会更为复杂，建议继续关注大盘价值、科技主题 。 在大盘价值的选择上，建议从前期的金融、电力方向逐步转向石油石化 、贵金属、建筑、电信运营商等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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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逾400亿资金抄底

7月以来，市场延续震荡走势，在

此期间，资金加速流入市场。 Wind数

据显示，7月以来，已有合计1478亿元

资金借道A股 ETF入市，4只沪深

300ETF吸引了多数资金。 其中，吸金

最多的当属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资金净流入高达448.75亿元。 华泰柏

瑞沪深300ETF规模一举站上2500亿

元大关，成为公募历史上首只规模突

破2500亿元的非货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ETF获得资金净流入 309.69亿

元。 该ETF规模同样创下新高，达到

1691.11亿元。

拉长时间来看，这两只ETF今年

以来获得资金净流入均超1100亿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吸金王” 。 规模创

新高的背后，离不开重要机构投资者

的频频加仓。 根据2023年年报披露的

前十大持有人， 以及2024年一季报、

二季报披露的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情况来

推断，今年二季度，中央汇金共计增

持华泰柏瑞沪深300ETF30.51亿份、

易方达沪深300ETF28.83亿份。 今年

一季度，中央汇金分别增持了易方达

沪深300ETF457.06亿份、 华泰柏瑞

沪深300ETF263.56亿份。

此外，华夏沪深300ETF、嘉实沪

深 300ETF 最 新 规 模 分 别 达 到

1197.17亿元、1195.46亿元，今年以来

获得资金净流入均超过7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7月中旬， 市场风

格一度发生反转，中小盘略优于大盘，

中小盘ETF也成为7月资金新宠，跟踪

中证1000、中证500、创业板等指数的

ETF获资金大幅加仓。 7月以来，南方

中证500ETF获净流入99.38亿元；南

方中证1000ETF获净流入92.88亿元；

华 夏 中 证 1000ETF、 广 发 中 证

1000ETF分别获净流入56.91亿元、

46.67亿元；易方达创业板ETF、易方

达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 富国中证

1000ETF获净流入均超过20亿元。

上周， 多只沪深300ETF持续出

现尾盘放量情况，或代表大资金仍在

进一步增持。 整体来看， 上周共

418.97亿元资金净流入A股ETF，其

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易方达沪

深300ETF、嘉实沪深300ETF、华夏

沪深300ETF合计获净流入283.85亿

元。 此外，华夏上证50ETF也获资金

净流入46.63亿元。

近期金价承压下行， 上周多只黄

金股ETF跌幅超过8%。不过，黄金ETF

跌幅相对较小，有资金大手笔加仓，华

安黄金易ETF获资金净流入11.56亿

元。此外，跌幅居前的有色、矿业等ETF

上周也吸引了资金小幅净流入。

掘金大盘价值风格

上周， 有色金属板块调整明显。

对此，中庚基金认为，一方面黄金、白

银期货价格大跌， 波及二级市场；另

一方面， 受制于未来需求不足的影

响，铜、铝等金属期货价格大幅下跌，

此前在二级市场超配的机构进行了

减持。

军工板块则成为周内唯一亮点，

细分来看，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板块

持续走高。 中庚基金认为，航天军工

个股业绩修复逻辑逐渐清晰，且商业

航天、低空经济未来可期，叠加目前

板块估值处于相对低位，市场关注度

回升，整体景气度也在逐步恢复。

华夏基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五

大积极信号：一是股价与基本面发生

背离；二是从行业轮动来看，多数行

业均已出现调整，且符合历史轮动规

律， 行业轮动调整或已接近尾声；三

是从分子端来看，经济和企业业绩延

续修复趋势； 四是从流动性来看，美

联储降息预期上升， 国内维持宽松，

短期外资出现回流；五是市场风险偏

好逐渐边际回升。

国泰基金表示，核心资产继续超

跌反弹，尤其是电新、医药、金融等品

种，科技方向也相对走强，而红利资

产较为“受伤” 。 长期来看，下半年宏

观环境会更为复杂，建议继续关注大

盘价值、科技主题。 在大盘价值的选

择上，建议从前期的金融、电力方向

逐步转向石油石化、贵金属、建筑、电

信运营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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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证指数徘徊于

3000点下方时， 部分资

金加速抄底。7月以来，近

1500亿元资金借道A股

ETF入市，用真金白银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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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发展需求 ETF分红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王鹤静

当下，分红成为了ETF应对同质

化竞争的有力手段。 数据显示，截至7

月28日，今年以来ETF以及ETF联接

基金累计分红金额接近70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接近翻倍。

与此同时，无论是新成立还是存

量的ETF以及ETF联接基金，都积极

加大分红力度，“月月分红” 逐渐成

为业内常态。 业内人士认为，ETF加

大分红力度响应了投资者转向追求

稳定现金流的需求，未来此类产品数

量和规模或持续攀升，以满足投资者

需求的新变化和多样性。

规模同比接近翻倍

Wind数据显示， 截至7月28日，

今年以来ETF以及ETF联接基金分

红金额累计高达67.70亿元。 2023年、

2022年同期，ETF以及ETF联接基金

的分红总额分别为34.23亿元、23.66

亿元。

仅7月以来， 就有国泰上证国有

企业红利ETF及其联接基金、汇添富

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ETF、南方标

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50ETF及其

联接基金、富国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

波动ETF发起式联接、万家中证红利

ETF、广发中证红利ETF、华泰柏瑞

中证红利低波ETF联接、 博时中债

0-3年国开行债券ETF联接、 摩根中

证A50ETF等宣布分红。

值得注意的是，国泰上证国有企

业红利ETF及其联接基金、汇添富中

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ETF、万家中证

红利ETF、广发中证红利ETF、摩根

中证A50ETF均于2024年年内成立。

其中，万家中证红利ETF、国泰上证

国有企业红利ETF分别成立于今年3

月6日、4月30日，目前均完成了3次分

红，位居ETF年内分红次数前列。

ETF联接基金方面，华泰柏瑞中

证红利低波ETF联接今年以来已经

进行了7次分红，实现了从1月至7月

的“月月分红” ，年内分红次数在所

有指数型基金 （包括被动指数型基

金、指数增强型基金）中位居第一，

累计分红金额近4000万元。 此外，博

时中债0-3年国开行债券ETF联接、

南方标普中国A股大盘红利低波

50ETF联接也在年内完成了3次分

红， 分红规模分别为178.54万元、

8633.18万元。

基金合同聚焦分红频率

ETF慷慨分红离不开背后收益

分配机制的保障。 7月以来，多只新成

立的ETF就在基金合同中对于分红

频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国泰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

资ETF成立于7月23日。 根据基金合

同，基金管理人可每月对基金相对业

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率以及基金

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评价，收益评价

日核定的基金净值增长率超过业绩

比较基准同期增长率，或者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金额大于零时，即可进行收

益分配。 在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该基金可每月进行收益分配。

7月2日成立的华夏中证红利低

波动ETF发起式联接同样积极谋划

分红。 基金合同显示，在符合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该基金每年收

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

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

的20%。

与此同时，存量ETF产品也在积

极转型，加大分红力度。 比如在今年6

月底， 华安基金宣布召开持有人大

会， 审议对2006年4月成立的华安上

证180ETF调整收益分配原则， 由原

来的 “在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

下，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1次，最多

分配4次” ，修改为“在符合有关基金

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

年最多分配12次” 。

帮助投资者落袋为安

作为被动指数基金，ETF之所以

能够实现分红，超额收益主要来自跟

踪指数的成分股分红。 并且，ETF的

收益分配原则往往不须以弥补浮动

亏损为前提，当ETF净值跑赢基准指

数， 同时满足其他基金合同条款之

后，即可进行分红。

虽然ETF分红看似是把资金“从

左口袋放入右口袋” ， 但广发基金认

为， 这对于持有人来说具有积极的意

义。一方面，基金分红能够提前锁定部

分收益，直接回馈给投资者，帮助投资

者“落袋为安” ；另一方面，持续的分

红也能满足投资者获得稳定现金流的

需求，有利于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站在基金管理人的角度，广发基

金表示， 分红有助于减少冗余资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于ETF产品而

言，有利于更加贴近标的指数的收益

表现。 通过分红适当降低基金规模之

后，基金操作也会更加灵活，从而进

一步提升投资体验。

相比意义不大的临时性分红，业

内人士认为，基金公司向投资者传递

稳定分红的预期，反过来也会要求基

金管理人更加努力做大超额收益，在

日常的投资管理中追求更加精细化

的运营。 分红只是超额收益的部分来

源，基金管理人还可以通过投研输出

等其他更加积极的方式来获取超额

收益。

“随着投资者平均年龄增加，社

会老龄化程度加深，部分投资者逐渐

从追求绝对的高回报，慢慢转向关注

永续经营，并且乐于获得较为平稳的

现金流反馈，来补充养老日常所需。 ”

在业内人士看来，ETF加大分红力度

其实是响应了这类市场需求。 未来随

着这类需求的不断提升，类似产品的

数量和规模或将快速上升，以满足投

资者需求的新变化和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