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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中考”：AI异军突起 传统赛道“失意”
回顾2023年上半年，A股走势

跌宕起伏，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
的题材股异军突起，成为市场最
大主线，如申万一级行业中的通
信、传媒和计算机上半年涨幅分
别高达 50.66%、42.75%和 27.57%。
反观近年来重仓的新能源、医药
和消费等板块的基金产品，今年
表现持续低迷，均跑输大盘指数。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2023年上半年基金业绩排行榜出
炉，重仓AI的基金霸屏涨幅榜前
列。当一部分基金持有人沉浸在
大幅跑赢市场的喜悦之中时，不
少基民正承受着连续3年基金亏
损的苦恼。

2023上半年A股行情收官，在数字经济等因
素催化下，TMT板块（计算机、通信、传媒、电子）行
情表现亮眼，其中通信、传媒、计算机年内累计涨
幅稳坐行业前三。在ETF市场中，同样是以TMT、
AI（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的基金回报率居前；且
上半年资金借道ETF入市的热情未减，ETF资金
净流入额合计1478亿元。

游戏ETF上半年回报率独占鳌头

从单只基金来看，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华
泰柏瑞中证动漫游戏ETF和国泰中证动漫游戏
ETF上半年回报率居前，净值增长率均为90%以
上；多只追踪云计算与大数据指数的ETF也表现
优异，年内累计净值涨幅均超45%。此外，4只追
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基金净值增长率也进入前20名，净值增长率
均超40%。

医药生物行业则遭遇“滑铁卢”。证券时报?
数据宝统计，上半年，A股市场共计29只ETF跌
幅超过15%，医药生物主题相关ETF多达25只，
占比超八成。其中，追踪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
新指数、国证生物医药指数的4只股票型ETF净
值跌幅居前，累计跌幅均在20%以上。

多数券商对下半年行情展现出积极态度，
TMT、AI、中特估等板块获得多家券商看好。川
财证券表示，今年以来，国内数字经济政策的持
续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发展，带动相关
TMT行业走强；中特估板块整体市盈率估值相
对较低、业绩稳定，具备较高安全边际。东北证
券也表示，下半年TMT和中特估双主线行情有
望延续。

ETF管理规模上半年增长16.9%

数据宝统计，截至6月30日，A股上市ETF共
计798只，基金总份额达1.69万亿份，较2022年底
的1.45万亿份增加2444.68亿份，增幅高达16.9%。

份额增长前10的ETF中，包含医药生物、白
酒、创业板指等相关ETF，其中8只上半年回报率
为负，资金抄底意向明显。目前，净值跌幅居前的
医药生物、白酒ETF，对应板块估值已进入底部区
间；此外，当前创业板指市盈率跌回至32.55倍，十
年分位点值为4.49%。

具体到单只基金，华宝中证医疗ETF、华夏恒
生互联网科技业ETF、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
ETF拿下份额增长前三名，份额依次增加195.56
亿份、169.5亿份、167.92亿份，3只ETF年内回报率
均跌逾10%。

目前3只基金最新份额超过500亿份，分别
为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ETF、华夏上证科创板
50ETF和华宝中证医疗ETF，份额依次为702.33亿
份、639.52亿份、538.04亿份；易方达沪深300医药
卫生ETF、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易方达中
证海外互联ETF、华夏恒生科技ETF最新份额突
破300亿份。

资金借道ETF入市热情高涨

上半年，资金借道ETF入市的热情未减。数
据宝统计，ETF资金净流入额合计1478亿元。其
中，易方达创业板ETF的吸金能力居首，上半年资
金净流入190.75亿元；华夏上证科创板50ETF随
后，资金净流入132.94亿元；华宝中证医疗ETF和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吸金额度也均在90
亿元以上。

在资金净流入前10的股票型ETF中，仅嘉实
上证科创板芯片ETF和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最
新份额不足100亿份，但这2只ETF规模增势迅
猛，在TMT板块集体飙涨和半导体芯片市场回暖
的大背景下，这2只ETF规模较2022年底分别增
长2030.31%、484.25%；同时其净值表现也较为优
异，分别增长21.42%、93.25%。

净流出方面，多只小规模的宽基ETF资金
离场态势明显。南方中证500ETF上半年资金
净流出额居首，高达149.7亿元；基金规模也跌
落百亿级别，最新份额79.49亿份。此外，景顺
长城创业板50ETF、鹏华创业板50ETF、广发中
证1000ETF、嘉实中证500ETF等多只宽基ETF
净流出额均在20亿元以上，且最新规模不足30
亿份。 综合

半年ETF成绩单出炉 近1500亿元资金净流入

最新数据显示，公募基金总规模年内第三次
站上27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6月29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基协”）发布5月份公募基金市场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5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43家，其中，外商投资基金管理公司47家（包括
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内资基金管理公司96家；
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子公司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家。
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7.77万
亿元。

具体来看，封闭式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
3.70万亿元，开放式基金资产净值合计为24.07
万亿元。

开放式基金中，具体包括股票基金、混合基
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QDII基金五大类。基金
规模方面，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规模增长较快，
截至5月底，货币基金资产净值规模为11.89万亿
元，较4月底增加了4134.2亿元；债券基金规模实
现“四连增”，资产净值规模为4.63万亿元，较4月

底增加了2579.49亿元；混合基金、股票基金、QDII
基金规模则有所减少。基金份额方面，除混合基
金外，其他类型基金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
货币基金份额为11.88万亿份，较4月底增加了
4112.69亿份；债券基金份额为4.08万亿份，较4月
底增加了2229.23亿份。

对于公募基金总规模创历史新高，德邦基金
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从5月份数据来看，货币
基金和债券基金合计新增规模6713.69亿元。在
理财产品净值化、存款利率下行、地产市场低迷
的背景下，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转向行业相对
成熟的公募固收类基金。另外，权益指数基金在
市场震荡筑底期成为逆势布局工具，近期份额也
有明显增长。”

“在这一轮基金规模创新高的过程中，货币
基金是主导力量。相比年初，货币基金规模增加
了1.43万亿元，增长率达到13.7%。”金鹰基金FOF
投资与金融工程部总经理助理唐研然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权益市场
表现相对低迷，资金避险情绪浓厚，投资者风险

偏好有所下降，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流动性
较好的货币基金。市场环境和投资者心理预期
共同推动了货币基金规模快速增长，使其成为推
动基金资产净值创新高的主力军。

展望后市，多数受访机构对公募基金下半年
的表现和发展预期相对乐观。

唐研然表示，尽管当前含权基金的新发面临
一些困难，但根据历史经验，基金新发艰难之时，
后续往往可能会有较为亮眼的表现。这是因为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权益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
通常会进入到相对舒适的区间，这为基金经理提
供了逢低布局的机会，从而有可能实现优秀的业
绩表现。

诺安基金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梁亮对记者
表示：“2023年是基金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的重要一年，行业核心竞争力将持续聚焦于主
动管理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与之相匹配的是投
研体系、业务模式、系统架构、绩效体系和管理运
作的优化升级，体现了新的高质量发展特征和新
的时代主题。” 据《证券日报》

公募基金总规模创历史新高 货币基金“挑大梁”

上市公司跨界“创投圈”的热情仍在升温。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超50家上市公司
设立或参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近日茅台集团参
与出资设立私募基金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在私募股权投资迎来大量“活水”的同时，行
业出清也明显加速，一些上市公司注销了旗下的
私募。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跨界“创投圈”为
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注入了活力，但在把握投资机
会的同时也要做好风险防控，上市公司参与私募
基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有待进一步明确。

6月29日，鼎捷软件和浙江东方两家上市公
司发布公告称，共同成立东方鼎捷绿色智造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规模为5亿元。
该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将重点投资与碳中和相关
的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与新制造领域的高成长性
项目。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贵州省结
构调整国资贰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于6月25日成立。该基金的合伙人分别
为茅台集团和贵州黔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出资额为14亿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至少55家
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公告，基金投资方向包括医药、新能源、半
导体等行业。拉长时间来看，2022年，上市公司
发布参与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告的数量超过
120个。

畅力资产董事长宝晓辉表示，上市公司跨界
“创投圈”为私募股权行业注入了活力，同时私募
基金也能为上市公司融资起到一定的帮助作
用。另外，参与成立产业基金的上市公司，大多
是行业内的标杆企业，对所处行业更为了解，也
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提高私募基金的专
业投资能力。

在上市公司纷纷跨界“创投圈”的同时，跨界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值得探讨。

今年3月，上市公司南京公用发布公告称，
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南京公用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关
注函提出，需要南京公用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投
资金额、拟投资项目等安排，说明本次设立基金
管理公司的原因及必要性，是否符合公司经营
战略及目标。

从公开资料来看，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关于终
止参与私募基金计划的公告数量显著增加。据记
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关于终止参
与私募基金计划的公告数量达11个，而去年全年
相关公告数量为16个。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股权投资是实业公司完
善自身商业生态、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不过，上市公司设立或参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时
应考虑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避免可能导致的利益
输送、关联交易和内幕交易等问题，强化内控管理
制度，真正做到跨界但不越监管红线。

据《上海证券报》

狂飙的AI盛宴

今年上半年，极端化行情极致演绎。高仓位运
作模式的指数型基金在极端行情下业绩表现突出，
上半年业绩涨幅前20的权益基金中，超半数为指数
型基金。

极致上涨的通信、传媒和计算机板块均可归类
为AI题材。随着AI题材的狂飙，今年上半年一度
有5只AI主题基金收益率翻倍，截至6月30日，涨
幅超50%的19只基金均为重仓AI板块的主题基
金，如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华泰柏瑞中证动漫游
戏ETF和国泰中证动漫游戏ETF分别上涨93.25%、
90.89%和90.81%。

沾上AI题材而股价上涨的公司，又被分为CPO
（共封装光学）、算法、液冷、服务器等细分领域，板块之
间的轮动此起彼伏。AI的火爆一度点燃A股，对股市
反弹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上证指数一度站上3400点。

不过，AI狂飙却只是少数人的盛宴。涉及AI
题材的通信、传媒和计算机，恰恰是过去几年中市
场表现相对沉闷的板块。

从规模角度来看，今年业绩涨幅前100的基金
总规模仅有600多亿元，与近7万亿元的权益基金
相比，比例不到1%。业绩百强中规模超10亿元的

基金数量只有12只，主动权益基金数量仅有2只，
无一只百亿基金，规模不足亿元的迷你型基金数量
占比近三成。

纵然AI概念股有数百只，涉及十多类概念，但
仅有极少数公司才是基金的重仓股，能够进入基金
候选池、供基金经理选择的标的并不多。

百亿基金接连失守

有人欢喜有人愁。一部分基金产品因重仓AI
板块一跃成为黑马基金，而坚守新能源、医药和消
费等赛道的基金却损失惨重。例如，摩根士丹利基
金基金经理王大鹏管理的大摩沪港深精选今年以
来净值下跌了27.34%，是主动权益类基金中亏损幅
度最大的产品。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均为医药股，
属于医药主题基金。

不仅是这些规模“相对小”的基金产品，因错失
“AI”赛道遭遇大面积亏损的基金中，不乏百亿明星
基金的身影。Wind统计显示，55只规模超百亿的
主动权益基金中，今年平均年收益-4.56%，跑输偏
股混合型基金指数；其中，13只基金年内跌幅超
10%，39只基金年内未能实现正收益。不难发现，
在经历去年的大幅回撤后，百亿主动权益基金今年

上半年的日子仍不好过。
记者梳理发现，806只基金已经连续3年亏损，

涉及总规模高达1.59万亿元，其中有30只基金规模
超百亿元，以医疗和新能源主题基金居多。可见，
不少基民仍承受着连续3年基金亏损带来的苦恼。

不少业绩亏损严重的基金都是押注单一赛道，
这一现象在百亿基金中十分常见。如中欧基金葛兰
管理的中欧医疗创新A年内收益为-20.41%，该基金
今年一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清一色为医药股，重仓股
占基金净值比重为57.96%；钟情于消费和医药行业
的刘彦春，管理的2只百亿级基金景顺长城新兴成长
A、景顺长城鼎益A年内收益为-14.97%和-14.93%。
事实上，上述3只百亿级基金均已连续3年亏损。

“船大难掉头。”近几年来，市场风格明显切换，
重仓押注单一赛道的基金，都不得不面临“涨幅大，
跌幅也大”的现实。

基金经理再次站在十字路口

毫无疑问，投资AI的基金经理是今年上半年的
最大赢家。一度有投资人喊出“AllinAI”的口号，
站在当下，是否参与到AI投资中，正成为不少基金
经理面临的抉择。

不少基金经理认为，A股当下的AI投资以题材
炒作为主，风险不小。不过，逐渐形成的共识是，AI
是可以和人类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并列的重大技
术变革，底层核心技术的突破带来了生产效率、商
业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对产业趋势的影响巨大，属
于投资空间很大的范畴。

从去年底至今，在是否投资AI的抉择中，不同
的基金经理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基金经理早在
2022年就完全抛弃其他领域，全面拥抱AI投资，有
基金经理在AI板块出现右侧投资机会后，更加坚定
拥抱AI投资，大多数基金经理仍在观望。

目前来看，较早介入AI的基金已经取得了明显
的超额收益，如刘元海的东吴移动互联A、东吴新
趋势价值线在去年底最先调转方向，抛弃新能源，
将大量计算机公司调进投资组合之中，今年分别收
获71.64%和66.41%的投资收益，在主动权益基金半
年业绩榜中排名第二、三位。

但后续将仓位调整至AI且业绩暂时未能实现
大涨的基金却饱受争议。“AI大模型还在以超预期
的速度在持续迭代，产生的投资机会很多，投资空
间还很大。”不少基金经理对AI未来投资机会有着
上述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迟迟未能下手。

有基金经理表示，一是团队过往在AI相关公司
的研究上较少，很难给予较多支持，基金经理能力
圈的拓展也需要时间；二是A股可选的AI公司较
少，更多是主题炒作，为数不多关联密切的公司股
价并不低，高位接盘会引起更多争议。

多元选股策略受重视

比较有意思的是，基金经理在是否参与AI投资
上犹豫不决时，基金公司和基民对待AI主题基金的
兴趣却比较冷淡。

上半年基金排名往往是基金公司用来宣传产
品、提升规模的一个时机，但今年基金公司却纷纷
冷处理，对极致行情带来的极致业绩保持着谨慎心
态。而基民对于AI主题基金的兴趣也大不如往年
对白酒、医药、新能源等赛道基金那样热情。

多元选股策略反而逐渐受到市场的重视。行
情进一步分散，机会向全行业个股发散，基金经理
通过多元选股策略降低相对回撤的幅度和几率，借
以追求长期稳健的超额回报。

可见，相较于以往对极致业绩的追求，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基金业绩的稳健和持续更加重要。

据《证券时报》

上市公司青睐私募投资
跨界更需强化合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