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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产品单日成交额近百亿

3月5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成交额为99.25
亿元，相比前一日，大增177%。与此同时，当日，易
方达沪深300ETF的成交额为93.3亿元，华夏沪深
300ETF的成交额为42.1亿元，嘉实沪深300ETF的
成交额为37.35亿元，4只沪深300ETF的成交总额
约为272亿元。

今年以来，沪深300ETF成交额不断刷新纪
录。例如，1月18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嘉实沪
深300ETF、易方达沪深300ETF和华夏沪深300ETF
的成交额分别为152.57亿元、59.08亿元、56.67亿
元、43.55亿元。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成
交额更是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的纪录。3月5日，易
方达沪深300ETF的成交额也超越了1月22日的成
交额，位列史上第一。

宽基ETF不仅交投活跃，管理规模也水涨船
高。以华泰柏瑞沪深300ETF为例，自2016年以来，
该基金的管理规模逐年增长。截至3月4日，该基
金的管理规模已达1877.67亿元，短短两个月就从
2023年末的1310.87亿元增长了43.2%。

华夏沪深300ETF的管理规模也在今年实现了

爆发式增长。2023年末，该基金的管理规模为
376.82亿元，截至 3月 4日，基金的管理规模为
944.37亿元，增幅高达150.6%。

在华泰柏瑞总经理助理、指数投资部总监柳军
看来，沪深300指数作为一个大市值的宽基指数，
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以及财政政策、经济总量悉悉
相关。

柳军认为，从短期的大小市值风格轮动的走势
来看，A股市场会经历一个风格回归的过程。结合
对政策、估值的水平，以及大小市值风格分化，在当
前时点一些情况还未明朗，但又有预期的情况下，
投资者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大市值的、以沪深300为
代表的相关产品。柳军表示，目前，沪深300可能是
一个比较好的布局时间点，可以关注3月份政策的
边际变化。

2月流入资金超千亿

东吴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近期，非货币型

ETF总体表现积极。其中，股票型ETF以规模增
长、正收益率表现和大量的资金流入位居首位，债
券型、商品型和跨境型ETF也呈稳定的增长趋势。

从一级市场资金流动情况来看，今年2月，宽基
ETF基金净流入金额合计为1903.73亿元。其中，
沪深300ETF表现优异，流入资金1003.44亿元，中
证500、中证1000和创业板指资金的净流入也超过
100亿元，分别为403.71亿元、318.31亿元和139.15
亿元。同时，宽基ETF收益为正，其中科创50ETF
表现最好，上升17.65%，科创100、科创创业50和创
业200收益均超过15%，分别为15.91%、15.53%和
15.01%。整体而言，资金流入情绪较强，表现呈正
收益。

川财证券研究所认为，从产品发展趋势来看，
权益投资已成为资金入市的主要方向。截至2023
年底，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ETF数量达到889只，
同比增长18.06%，年末市值总规模达到2.05万亿
元，同比增长28.13%。其中权益型ETF市值达到
1.7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约占A股总市值的2%。

沪上一位基金研究人士表示，中国的ETF市场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
长的新阶段。自2018年起，ETF的增长加速，进入
了新的扩张期。2023年，尽管整体权益市场表现不
佳，但ETF的规模却逆势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投
资者对ETF的了解不断加深，投资者群体也在不断
扩大。

事实上，自2004年ETF市场诞生以来，ETF的
规模和种类都在逐年增长，品种也从最初的宽基
ETF逐渐扩展到包括主题、债券、跨境、商品和货币
等多个类别。而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跟踪指
数的ETF产品的精准度也在持续提升。在主动权
益基金业绩飘摇之时，ETF的相对优势不断凸显，
成为投资者持仓权益资产的新选择。

机构大幅加仓

机构对后市的乐观也已体现在仓位上。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春节后私募大幅加仓。

截至2月23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为75.87%，较春
节前的2月8日提升0.63个百分点。其中，百亿级
私募加仓最为积极。

截至2月23日，百亿级私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
为73%，仓位较2月8日提升4.12个百分点。具体而
言，当前40.36%的百亿级私募仓位处于满仓水平，
47.75%的百亿级私募仓位处于中等水平。

公募仓位也保持在较高水平。据天风证券测
算，截至3月1日，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中位数为
88.4%，相比2月23日上升0.3个百分点，偏股混合
型基金仓位中位数为83.8%。从加仓方向看，上周，
公募在电子、计算机、传媒、通信、建筑等行业的仓
位有所提升。

展望后市，国海富兰克林基金表示，当前市场
对企业盈利及基本面的预期相对保守，在这样相对
谨慎的市场情绪下，很多周期股和成长股的估值已
经降至较低水平。从自下而上选股的角度来看，在
当前的点位和估值上，选股的机会或优于去年初。
展望全年，随着国内宏观经济持续复苏，在经历过
去一年估值的进一步下探后，权益资产进入较好的
价值投资区间，同时，结构性机会也不乏亮点。总
体来看，对今年市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3月5日，
沪深300ETF再一次成交放量，多只头部产
品的单日成交额再次冲击百亿元。

其中，易方达沪深300ETF的成交额达
到了93.3亿元，超过了该产品今年1月22日
的成交额，位列史上第一。在成交不断放量
的同时，产品的管理规模也有突破性提升。

截至目前，多只沪深300ETF的管理规
模年内实现了显著增长，部分产品甚至实现
了翻倍式增长。业内研究显示，中国ETF市
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速增
长阶段。在刚刚过去的2月，宽基ETF基金
净流入金额超1900亿元，其中，沪深300ETF
表现突出，流入资金超1000亿元。展望后
市，机构普遍较为乐观。

多只沪深300ETF放量显著 机构成重要“买手”

主动权益基金业绩透视
AI主题类表现亮眼

同花顺数据显示，股票型基金年内平均收益率
为 -1.66%，混 合 型 基 金 年 内 平 均 收 益 率
为-2.26%。主动权益类产品业绩分化明显，近三成
实现正收益，其中AI“含量”较高的基金收益居前。

主动权益基金近三成实现正收益

今年以来，有1208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仅统计
A份额）实现正收益，占比为29.21%。其中，年内收
益最好的主动权益类产品是诺安积极回报混合A，
开年至今净值上涨了28.99%；大摩数字经济混合
A、中航机遇领航混合发起A年内收益紧随其后；
此外，东财数字经济混合发起式A、万家精选混合
A收益率超过20%。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产品近1
个月净值强势反弹，涨幅分别为47.17%、50.59%、
51.23%、44.88%与17.26%。

数据显示，有76只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收益
超过10%。至去年末，持仓中涉及云计算、5G、芯
片概念等人工智能板块的基金多达30只。其中，
有25只基金重仓股中出现了新易盛，21只基金重
仓中际旭创，20只基金重仓工业富联，重仓中科曙
光、海光信息的基金超过20只，重仓寒武纪、神州
泰岳的基金均有9只；此外，还有不少基金重仓股
中有恺英网络、三七互娱、科大讯飞、通富微电、新
致软件等AI股。

AI依旧是最火赛道

今年2月以来，整个A股市场最活动题材有两
个，一个是以央企、高分红为主的高股息赛道，另
一个是在OpenAI发布Sora之后，再次爆发的人工
智能板块。

而截至昨日，年内收益能够突破20%的，更多
集中在人工智能主题基金。比如，目前业绩最好
的混合型基金，由刘慧影管理的诺安积极回报，年
内收益已经高达28.99%，该产品近1个月的单位净
值涨幅高达47.7%。

再看诺安积极回报的持仓，截至去年末，该产
品重仓的中际旭创、天孚通信都已经创出历史新
高，新易盛正在创新高的路上，还有中科曙光、寒
武纪、浪潮信息等，都是AI大牛股。更值得一提的
是，刘慧影去年四季度抓住了高新发展这一大黑
马，根据已披露数据，该产品也是目前唯一重仓高
新发展的公募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前三季度，诺安积极回报
的基金经理为蔡嵩松，之后更换为刘慧影。现在
来看，刘慧影在人工智能板块上的布局，依旧相当
出色。

除了诺安积极回报之外，年内收益超过20%的
产品还有大摩数字经济、东财数字经济、中航机遇
领航等，而这些产品去年业绩并不亮眼，今年能够
排名前列，可以说都是吃到了人工智能的红利。

博时基金权益投资四部投资副总监肖瑞瑾认
为，上半年仍然是参与AI相关板块的投资窗口期，
结合中国AI行业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AI应
用、算力、数据有望成为今年投资重点。

来源：《深圳商报》詹钰叶/文

联博基金首只公募产品发行在即 外资公募加速“上新”

私募备案回暖 投资者认购量化产品热情降温

2月私募证券产品备案回暖

今年2月以来，A股市场触底反弹，私募机构
积极调研上市公司的同时，还积极发行新产品入
市。伴随着市场的触底反弹，投资者认购私募证
券产品的热情有所提升，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
至2月29日，2月合计备案了443只私募证券产
品，对比2023年国庆长假的数据来看，较2023年
10月的368只增幅20.38%。

2月备案的443只私募证券产品中，股票策略
产品高达 283只，占到当月备案产品总量的
63.88%。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2月一共有326家
私募证券管理人备案了新产品，其中26家私募证
券管理人在2月份备案产品数量在3只及以上，其
中百亿量化私募黑翼资产2月备案7只，其次是君
证资产和千衍私募，均备案产品6只。备案产品
在3只及以上的私募机构中，量化私募有15家，主

观仅5家，“主观+量化”有6家，百亿私募有8家。
此外，随着市场的反弹，私募机构加仓的意

愿也在加强，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月23
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为75.87%，其中53.14%的
股票私募倾向于满仓操作，29.10%的股票私募仓
位控制在中等水平，另有15.05%的股票私募仓位
介于20%—50%之间，仅有2.72%的股票私募仓位
低于2成。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加仓意愿，百亿私募最积
极，私募排排网数据还显示，截至2月23日，百亿
私募的加仓幅度在不同规模股票私募中力度最
大，具体来看，百亿私募仓位指数较前期上涨了
4.12%。经过加仓之后，当前40.36%的百亿股票私
募仓位处于满仓水平，47.75%的百亿股票私募仓
位处于中等水平，处于低仓和空仓百亿股票私募
占比合计为11.89%。

量化产品多数以指数增强产品为主

投资者认购私募证券产品热情有所提升，但
认购量化私募产品的热情却在降温。私募排排网
数据显示，2月合计备案量化私募证券产品169
只，占到备案产品总量的38.15%，其占比较1月份
的41.35%略有下滑，这说明投资者认购量化产品
热情有所降温。

细分来看，2月备案的量化产品中多数仍以指
数增强产品为主，当月合计备案了85只指数增强
产品，占到备案量化产品总量的50.30%。其次是
量化对冲产品，当月合计备案了55只，占到备案
量化产品总量的32.54%。

量化私募备案产品占比下滑情况在头部量化
中也有所体现，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
至2月29日，幻方量化今年以来没有备案新产品，
去年同期备案了3只新产品；此外灵均投资今年
以来也没有备案新产品，而去年同期备案了4只
产品。明汯投资今年以来只备案了一只新产品，
在去年同期备案了6只量化新产品；九坤投资今
年以来截至2月29日，备案了2只新产品，而去年
同期备案了4只新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头部量化私募发行
新产品乏力，但是二梯队的量化私募却在发力，今
年2月份，黑翼资产备案了7只新产品。另外千衍
私募2月备案了6只产品。信弘天禾2月发行了4
只产品，因诺资产在2月份也备案了4只产品。

投资者认购量化产品的热情降温背后有何隐
情？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量化私募飞速发展之
后迎来了强监管，量化巨头灵均投资砸盘被公开
谴责，以及近期28家头部量化私募机构的负责人
参加沪、深交易所举办的量化私募交易合规培训，
已经释放量化强监管信号。

也有专业人士告诉记者，量化产品认购热情
降温原因有三点，首先是量化策略监管升级，未来
量化可能面临的强监管势头，引发了投资者对于
量化策略前景的担忧；其次是今年1月，“雪球”产
品大量敲入，导致中小市值股票被抛售，一些风格
偏中小票的量化策略回撤严重，打破了投资者对
于量化策略低回撤的认知；第三是量化私募开始
主动控制规模，主动发行量化产品的热情下降。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杨建/文

3月5日，联博基金宣布旗下首只面向中国市
场的公募产品——联博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联博智选混合”），将于3月11日起
面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随着我国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
对外开放，近年来，外商独资公募在境内加速展
业。仅今年以来，贝莱德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
德基金等外商独资公募均有新产品申报待批。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外商独资公募具有投资策
略、管理经验等多方面的优势，而这些先进经验
也有利于我国公募市场发展。

证监会官网信息显示，1月30日，联博基金申
报首只公募产品联博智选混合，并在2月7日获证
监会批复。而完成这一切，从今年1月初获准正式
展业，到首只公募产品的上报、获批及发行定档，联
博基金仅用了2个月左右，可谓跑出了“加速度”。

据悉，联博智选混合是一只偏股混合型基
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到95%，主
要以自下而上的选股方式，采用科技驱动的量化

基本面方法，挖掘A股市场投资机会。该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为联博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朱
良，其拥有24年行业经验，是国内早期公募基金
经理之一。

朱良表示：“现代资管行业注重科技与人本
的相结合。联博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
公司，一直贯彻这一理念的实践。联博智选混合
将采取科技驱动的投资方法，沿用集团的成功经
验，逆向投资挖掘A股市场机会，力争为国内投
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体验。”

对于为什么现在是投资的好时点，联博基金
认为，首先，根据“联博中国A股市场情绪指数”
的过往走势（数据截至2024年1月31日），目前已
接近市场底部，是投资股市的好时点；其次，目前
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于2024年降息，资金有望
回流中国股市，全球货币环境有利于A股走势；
最后，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中国A股市
场目前的市盈率为10.3倍（数据截至2024年1月
26日），在全球主要股市当中是估值非常具有吸

引力的市场。
据梳理，目前境内已有9家外商独资公募，其

中包括6家外资新设独资公募和3家由中外合资
公募转为外商独资公募的基金公司。

从6家新设机构展业情况来看，除了设立较
迟的安联基金尚未有新动作，联博基金首只公募
产品发行在即外，其他外商独资公募均展业顺
利，且产品“上新”不断。具体来看，贝莱德基金
于2021年在中国成功发行了第一只公募产品，富
达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等3家机构则在
2023年陆续完成“首秀”。而截至3月5日，贝莱
德基金、富达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分别
在华发行产品（仅统计主代码）7只、3只、5只、1
只，合计基金规模超263亿元。

而今年以来，除富达基金已于1月底获批成
立富达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外，另有
贝莱德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分别申报
的2只、3只、1只基金产品等待批复。

据《证券日报》吴珊/文

2月份以来，A股市场触底反弹，投资者
认购私募证券产品热情有所提升，私募证券
产品备案回暖。值得注意的是，在私募证券
产品回暖的背景下，投资者认购量化产品的
热情在降温！背后有何隐情？有业内人士
表示，首先是量化策略监管升级，引发了投
资者担忧；其次是量化策略回撤严重，打破
了投资者对于量化策略低回撤的认知；第三
是量化私募开始主动控制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