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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型ETF市值占A股总市值2%

2023年对于全球指数化投资和ETF发展而言
是波澜壮阔的一年。《报告》显示，全球ETF市场规
模再创新高，首次突破11万亿美元，2023年全年
资金净流入接近万亿美元。

回顾境内市场，指数化投资已成为境内公募
基金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
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ETF数量达889只，较
2022年底增长18.06%；总规模达2.05万亿元，创历
史新高，较2022年底增长28.13%。其中，权益型
ETF市值达到1.73万亿元，约占A股总市值的2%。

2023年境内股票ETF净流入4485亿元

2023年，境内ETF市场资金净流入创历史新
高，全年净流入高达5009.36亿元，较2022年增长
71.11%，充分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分类型来
看，股票ETF净流入最高，达4485.41亿元。除此
之外跨境ETF净流入926.14亿元、债券ETF净流
入238.45亿元、商品ETF净流入50.76亿元、货币
ETF净流出691.40亿元。

2023年，境内ETF规模增长4508.82亿元，其
中新发产品贡献了778.96亿元的规模增量，占比
17.28%；存量产品规模实现了3729.86亿元的增
长，占比82.72%。

截至2023年末，境内ETF的投资标的涵盖了
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境外股票等大类资产，产
品布局较为完善。其中，股票ETF规模1.45万亿
元，占比70.86%；跨境ETF规模2792.75亿元，占比
13.66%；货币ETF规模2067.94亿元，占比10.11%；
债券ETF规模788.92亿元，占比3.86%；商品ETF
规模307.16亿元，占比1.50%。

沪市ETF成交额和规模居亚洲前列

从上交所市场来看，2023年，沪市ETF规模快

速增长，投资者参与度持续提升。截至2023年底，
沪市共挂牌ETF539只，规模合计1.56万亿元，较
2022年底增长25.26%；全年成交额21.65万亿元，
同比增长15.84%，沪市ETF成交额、规模分别位居
亚洲第一、第二。

沪市ETF市场参与度稳步提升，截至2023年
末，持有账户数669万户，全年交易账户数862万
户。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占比更
高，交投更为活跃，截至2023年底，沪市ETF规模
和全年交易量中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分别为
63.5%、61.2%。

不过，个人投资者持有占比有所提升。截至
2023年底，个人投资者持有沪市ETF的市值总规
模为5676.54亿元，较2022年同比增长31.33%，个
人投资者持有沪市ETF的市值占比为36.5%，较
2022年上升3.4个百分点。

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是发展趋势

展望2024年，《报告》指出，随着新一轮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成效不断凸显，境内ETF市场处于
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上交所表示，将多措并举助
力投资端改革走深、走实，不断加快ETF市场的
创新步伐，产品布局将会更加丰富，投资者参与
程度也将持续提升。

《报告》预测ETF行业主要呈现十大发展趋
势，分别为：指数化投资发展空间广阔，ETF市
场处于发展机遇期；宽基 ETF持续发展，形成
沪市基金市场名片；行业主题型 ETF快速发
展，服务国家战略布局；债券ETF品种持续丰
富，机制进一步得到优化；大力推动产品创新，
ETF产品链持续完善；研究推动集合申购业务
常态化，完善ETF配套机制；研究拓宽基金通
平台业务功能；拓宽ETF互联互通，积极打通
全球市场；丰富ETF期权品种，完善风险管理
工具；持续加大ETF推广，引入更多的中长期
资金参与。

指数基金快速发展 ETF规模首破2万亿元

股票型基金新成立数量最多

Wind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口径统计，2024
年1月，基金产品新成立95只，发行总份额达565.38
亿份，尽管环比出现缩水，但同比去年1月均实现了
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幅分别为63.79%、40.24%。

分类型来看，股票型基金新成立数量最多，1
月共成立33只，同比增长超3倍；混合型和债券型
基金均成立了27只。FOF、REITs、QDII基金分别
成立了3只、2只、3只。

从募集份额来看，债券型基金发行份额最大，
达434.85亿份，占总发行份额比为76.91%。混合型
基金、股票型基金发行份额分别为66.16亿份、

46.52亿份，占比分别为11.7%、8.23%；QDII基金、
REITs、FOF发行份额占比则均未超过2%。

平均发行份额上，债券型基金以16.11亿份居
于首位，REITs以4亿份排在第二位，混合型基金、
QDII基金、股票型基金、FOF平均份额分别为2.45
亿份、1.89亿份、1.41亿份、1.4亿份。

具体产品上，多只债券型基金发行份额居前。
其中，国寿安保利率债三个月定开发行份额达
78.99亿份，东方红汇享发行份额为61.35亿份，分
别居于前两位。中欧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
招商安康等多只债基产品募集份额均超20亿份。

另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日，共有71只
新基金正处于募集期。其中，2月首发的11只基金
产品里，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共7只，债券型
基金、QDII基金分别为2只。

要以长期视角看待基金投资

回顾1月的基金发行市场，上海证券基金评价
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师汪璐表示，首先，公募基金管
理人积极备战“开门红”，新发数量较多。其次，被
动指数基金已成为股票基金的主要发行类型，标的
指数包括小盘宽基指数、红利指数、新能源指数
等。最后，债券基金发行规模最亮眼。开年至今，
投资者对权益市场缺乏信心，债券基金作为风险偏
好较低的品种成为投资者的主要选择。其中，中长
期纯债与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基金募集结果最理想。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由于
权益市场相对比较低迷，再加上跨年的影响，今年
1月基金发行还是相对低迷，目前来看固收类产品
占比75%。

“新发行以及准备新发的权益类基金中，红利
主题基金的关注度较高。”王铁牛表示，主要原因是
由于红利相关资产具有高股息率、相对较低估值等
特点，在市场震荡时，红利类资产作为防御型品种
具有一定配置价值。

展望未来，王铁牛表示，进入2024年，基金公
司依旧在多维度布局基金新发市场。虽然市场持
续震荡，在准备新发的基金中，权益占比还是超过
50%。“这一方面是政策导向，希望发行重点以权益
基金为主，另一方面也说明，虽然市场信心恢复需
要时间，但由于支撑市场的政策持续出台等原因，
基金管理人还是对权益市场的未来持有相对积极
的态度。”

汪璐认为，过去几年美联储加息及其他黑天鹅
事件的发生，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投资者对风
险资产的预期明显降低，这大幅降低了投资者配置
风险资产的意愿，债券基金的需求急剧增加。

“未来全球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短期来看，市
场信心的修复还需要基本面的反复确认，投资者可
以持续关注有利于活跃资本市场的相关政策，适时
入市。”汪璐表示，建议投资者以长期视角和配置理
念看待基金市场投资。

据《中国基金报》张玲/文

1月公募新发基金规模数量同比双增

开年以来，多家私募机构以自购的方式彰
显对市场及自身投管能力的信心，给投资者传
递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

近期，基于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长期
看好，包括海南希瓦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希瓦私募基金”）、海南进化论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化论资产”）、
上海卓胜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卓胜基金”）等3家私募基金管理人
发布公司及其股东、基金经理等申购旗下基金
产品的公告。

1月31日晚间，海南希瓦私募基金发布公
告称，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的信心，公司关联企业上海希瓦私募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于2024年1月31日，使用其自
有资金申购海南希瓦私募基金旗下私募基金产
品份额共计500万元。

这并不是海南希瓦私募基金今年发布的首
份自购公告。1月22日，海南希瓦私募基金宣
布，公司部分基金经理及其直系亲属当日以自
有资金认（申）购旗下基金产品份额。具体来
看，希瓦小牛系列基金经理梁宏及其直系亲属
认购该系列基金产品份额共计818万元。

另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日，年内
还有进化论资产、卓胜基金等3家私募机构发
布自购公告，相关金额合计达5818万元。

其中，进化论资产是一家百亿元级私募基金
管理人，该机构于1月26日发布公告称，基于对
中国经济的长期看好、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
发展和公司投资管理能力的信心，进化论资产股
东、员工及直系亲属，将于近期产品开放日使用
2500万元自有资金，申购公司旗下基金产品。

卓胜基金于1月27日宣布，基于对中国经
济和资本市场的长期看好以及对自身投资管理
能力的信心，本着与投资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的原则，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使用自有资金
合计2500万元，追加申购旗下指数增强策略、
收益互换策略等基金产品。卓胜基金还表示：

“近日公司将继续增持。”
除了前述私募机构以自购彰显投资信心

外，另有多家私募机构发声看好后市。星石投
资首席权益投资官郭希淳认为，今年以来的市
场波动，主要是年初市场部分预期落空导致的，
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从估值角度
看，现在A股已经在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位置
了。从投资管理人的角度来讲，现在的位置就
一定要去积极挖掘和把握机会，自下而上挖掘
出很多估值极低的优秀公司，所以今年可能是
更有可为的一年。

同时，私募机构在市场“底部”区域积极布
局，也体现在股票持仓上。私募排排网组合大
师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月19日，股票
私募仓位指数为79.15%，创出近11周的新高。

据《证券日报》昌校宇/文

多家私募“接力”自购
给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

随着1月行情收官，分化成为过去一个月市场
的主旋律，在多个指数普跌的情况下，大盘股整体
跌幅较小。

非货ETF市场也同步迎来规模缩水，不过从
基金份额申赎情况看，1月净申购超900亿份，股票
型ETF的净申购份额也创下了自去年9月以来的
峰值。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31日，非货ETF规模
为1.8万亿元，与2023年底相比缩水了493.1亿
元。不过，基金份额的申购创下了近5个月的新
高，在今年1月非货ETF净申购了903.97亿份，截
至1月底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9亿份。

其中，占非货ETF主要份额的股票型ETF在1
月增加782.51亿份，创下自去年9月以来的净申购
份额峰值；Wind数据显示，1月合计净流入1528.71
亿元，已超去年8月（1441.39亿元），再创股票型
ETF的月度新高。

随着资金的持续抄底，ETF的规模排名也发生
改变，多只大体量的宽基ETF规模继续攀升。规模
最大的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在1月接连突破1400

亿元、1500亿元关口，最新规模达到1507.33亿元，1
月期间规模一度达到1516.84亿元。该ETF在今年
1月被净申购94.82亿元，合计净流入逾300亿元。

此外，规模在500亿元以上的ETF也达到6只，
较去年底增加3只。

其中，华夏上证50ETF基金份额总额在1月增
加79.57亿份，规模突破了900亿份关口，达959.65
亿元，1月规模增加了156.66亿元。该ETF也成为
目前全市场规模第二大的产品。

有3只沪深300ETF则因资金大力度抄底，规
模跻身500亿元级行列。作为1月规模增量最大的
股票ETF，易方达沪深300ETF规模从去年底的
487.88亿元，迅速增至836.5亿元，增加了348.62亿
元，增幅超七成。

嘉实沪深30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的最新
规模分别为692.33亿元、595.57亿元，1月规模均增
加了200亿元以上。整体来看，宽基ETF在1月整
体规模增量最显著，而19只沪深300ETF合计规模
则在1月增长了1033.41亿元，达3874.73亿元。

来源：财联社 周晓雅/文

相关链接

净流入1529亿元！创股票型ETF月度新纪录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2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ETF行业发展报告（2024）》
（简称《报告》）正式发布，助力投资者了解2023年度全球及境内ETF行业发展动态及趋
势。《报告》显示，境内ETF市场规模突破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权益型ETF市值达
到1.73万亿元，约占A股总市值的2%。

2024年首月，基金发行市场同比出现回
暖。数据显示，今年1月基金成立数量、发行
总份额同比分别增长了63.79%、40.24%。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债券型基金作
为风险偏好较低的品种，开年至今仍是投
资者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虽然短期市
场表现震荡，但基金公司对权益市场未来
保持积极态度，并持续多维度布局。建议
投资者以长期视角和配置理念看待基金市
场投资。

红利类资产优势凸显 公募基金加速布局相关主题
2024年以来，高股息股票凭借其较强的防御

性表现广受瞩目，此前较为小众的高股息策略或
红利策略如今被视为有效策略。

2024年以来，高股息红利资产受到资金持续
关注，红利风格相关基金产品发行加速。

证监会官网显示，2024年1月份已发行7只（各
类份额分开计算，下同）红利主题基金产品，包括华
夏国企红利混合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夏中证港
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
银国企红利混合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永赢红利慧
选混合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等，上述7只基金目前
正在募集期。除此之外，多只红利主题基金还在排
队等待发行，包括富国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中证红利低波动
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中证红利低波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等。

在今年基金发行市场持续遇冷的背景下，公
募基金选择在此时快速扩容红利主题基金，离不
开市场需求和投资者青睐等因素。记者根据东方

财富Choice数据统计，近一年以来红利主题基金
受到市场资金抬升，总体基金份额逆势上升。截
至今年2月2日，51只红利主题基金合计基金份额
为289亿份，较一年前的253亿份增长14.23%。

在收益率方面，近一年有部分红利风格的指
数基金产品净值收益较好。例如，南方标普中国
A股大盘红利低波50ETF，近一年来取得15.12%
的收益率，嘉实沪深300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近一年收益率也
超过10%。

谈及红利低波动相关产品的表现，华商基金量
化投资总监、华商红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邓默对记者表示：“2023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一直是
处于震荡下行的状态中，伴随着市场走势，高股息、
低估值、低波动等‘高安全边际’类资产受到市场青
睐。另外，近年来证监会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
度，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这些积极的政策支持
也为高股息板块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早在2022年，公募基金市场已有部分基
金经理关注红利类型策略。彼时有受访人士对记
者分析称，红利类型的产品表现会比较优异，主要
是由于红利策略的债性。

“红利策略的收益来源于资本利得以及股票
的分红再投资，红利型的产品本身估值较低，同时
基本面较为优异，波动较小，所以在市场波动环境
下影响相对较小，同时高额的现金分红使得收益
率能够进一步凸显。”一位北京地区公募基金经理
向记者表示。

而随着各领域板块深度回调，具有投资性价
比的个股逐渐增多。投资者普遍关注的是，现在
的高股息策略或红利低波动策略相关产品是否还
值得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当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高股
息资产之后，有部分高股息个股或将出现较高的
波动和较高的换手率，拥挤现象需要投资者特别
注意。

据《证券日报》王思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