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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经历了从“量的
扩张”到“质的提升”的深刻转变，成为居民财富管
理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支柱。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公募基金市场资产净值为4.45万亿元，基
金数量不到1900只。彼时，产品类型相对单一，
以传统股票型、混合型和货币市场型基金为主，投
资策略也较为同质化。

然而，随着资本市场改革深化、监管制度完善
以及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升级，公募基金行业迎来
了全方位的发展机遇。到2024年，资产净值逾32
万亿元，基金数量增长至1.24万只，相比十年前资
产净值增长6.26倍，基金数量增长5.5倍。截至今
年6月30日，基金数量进一步增至1.29万只，资产
净值维持在32万亿元以上，显示出市场的持续扩
容与稳定发展。

规模大幅增长的同时，公募基金的产品类型
不断丰富，涵盖了ETF、REITs、FOF、另类投资等
多个创新品种，其中FOF、REITs经历了从无到有
的过程，另类投资基金、QDII基金则逐渐由小发
展壮大。以投资于境外市场的QDII基金为例，
2014年该类基金数量不到90只，基金资产净值不

到500亿元，到2024年此类基金数量增长到300
只以上，基金资产净值突破5300亿元。

公募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日益多元化和专业
化，ETF从宽基扩展到行业、主题，量化策略从单
一对冲扩展到CTA、期权等多元工具，QDII基金
覆盖美股、港股、商品市场等。这一系列变化不仅
体现了公募基金市场体量的跃升，更反映了行业
在产品创新、投研能力、风控体系和投资者服务等
方面的全面进步，标志着中国公募基金市场正式
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德邦基金表示，基金规模大幅增长的驱动因
素可能包括居民财富增长、资本市场改革深化、投
资渠道多元化需求增加、投资者教育普及等。随
着经济发展，居民财富不断积累，理财意识也日益
提升，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愈发强烈，基金作为
一种多样化的投资工具，自然受到广大投资者的
青睐。同时，政策层面积极鼓励居民财富向资本
市场配置，例如推动养老金入市等举措，为基金市
场带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A股市场而
言，公募基金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提升市场的稳定
性和有效性。

近年来，中国基金市场发生了诸多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投资者的选择和收益，
也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走向。本文从基金市场规模和产品种类等多个角度观察基金
市场十年来的转变，探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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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不同类型基金在份额和资产净值
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投资范畴分类，截
至2024年末，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货币市场型基金的基金份额相比十年前增长
明显。其中基金份额数量增长最高的是货币市场
型基金，2014年末该类基金份额为2.18万亿份，
2024年末达到13.61万亿份，十年间增长11.4万亿
份。紧随其后的是债券型基金份额，十年间增长
9.17万亿份。

货币市场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均属于固定收
益类基金，2014年末，这类基金份额合计占比接
近六成，过去十年来基金份额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2024年末基金份额占比达到75%以上，十年间份
额占比提升17.59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固定收益
类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也呈现快速增长状态，
2014年末货币市场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资产净值
分别达到2.18万亿元、0.35万亿元，资产净值合计
占比为56.97%。到2024年末，货币市场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资产净值均已达到10万亿元级，资产

净值合计占比达到74.76%，相比十年前提升17.79
个百分点。

从基金份额占比及基金资产净值占比来看，
2024年末与十年前相比，债券型基金是增长最显
著的一类。数据显示，2024年末债券型基金份
额、资产净值占比分别为31.42%、32.62%，相比十
年前均增长24个百分点以上。债券型基金的快
速扩张，反映出市场对稳健收益产品的强烈需
求。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权益市场波动
加大的背景下，债券型基金成为投资者资产配置
的重要选择。

德邦基金认为，过去十年市场利率波动较大，
债券型基金通过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够在债券市
场中获取相对稳定的收益，从而吸引众多投资者
的关注。资管新规的实施打破了银行理财的收益
型刚兑预期，而债券型基金同样具备风险相对较
低、收益相对稳定的特性，与转型后的银行理财在
风险收益特征上有相似之处，成为投资者资金的
重要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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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资风格分类，主动投资型基金长期以来
是公募基金市场的主流品种。回溯过去十年，不
论是基金数量、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主动投资型
基金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数据显示，2014年末
主动投资型基金数量为 1562只，数量占比为
82.6%；基金份额为 3.78万亿份，份额占比为
89.73%；资产净值为 3.94万亿元，净值占比为
88.72%。2015年至2024年，主动投资型基金份
额、资产净值占比均维持在83%以上，基金数量占
比维持在78%以上。

从过往十年的变化来看，主动投资型基金和
被动投资型基金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数据显
示，2024年末主动投资型基金数量占比达到
78.92%，份额占比为 84.73%，资产净值占比为
83.4%，均创十年来新低，与十年前相比，基金数量
占比、份额占比、资产净值占比分别下降3.68个百
分点、5个百分点、5.32个百分点。

作为被动投资型的重要代表，ETF的发展轨
迹更直观地展现了被动投资的兴起。2014年ETF
数量仅107只，份额为1218亿份，资产净值为2560
亿元，在市场中的数量占比为5.66%，份额占比为
2.89%，净值占比为5.76%。而到了2024年，ETF
数量已增至1000只以上，份额增长至2.65万亿
份，资产净值攀升至3.73万亿元。相比十年前，
ETF数量占比、份额占比、资产净值占比分别提升
2.8个百分点、5.92个百分点、5.78个百分点。

这种市场格局的转变，背后是市场环境变化
与投资者心态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2015年股
市大幅波动后，投资者风险认知提升，部分资金
转向低风险债券或货币基金，影响主动权益基金
的发展势头；同时被动投资理念普及，加之资本
市场改革深化、市场有效性提高使主动管理超额
收益难度增加，而被动产品成本低、透明度高，故
而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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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在过去十年间发
生了显著转变，呈现出机构化加速推进、个人投资
者占比稳步下降且投资行为更趋理性的特征。从
整体格局来看，2014年末公募基金投资者以个人
为主导，个人投资者持有净值达3.04万亿元，占比
68.93%；机构投资者持有净值为1.37万亿元，占比
31.07%。到2024年末，这一结构已发生明显倾
斜：机构投资者持有净值大幅增长至15.75万亿
元，占比提升至48.49%，个人投资者持有净值占
比则降至51.51%。近十年间机构投资者持有净
值占比提升超17个百分点，清晰展现出市场投资
者结构的深刻调整。

这种机构化趋势在不同基金类型中呈现出差
异化特征，其中债券型基金的机构化程度最高。
2014年末债券型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占比达53.08%，
到202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82.46%。细分来
看，中长期纯债型基金的机构持有占比从53.28%飙
升至92.2%，这一数据反映出机构投资者对稳健收

益类资产的持续青睐与强烈配置需求，也与机构资
金对风险控制的严格要求相契合。

股票型基金的投资者结构变化同样值得关
注，机构投资者占比从2015年的31.59%跃升至
2024年的56.05%。这一显著提升不仅体现了机
构资金对权益市场的参与度加深，更折射出投资
者群体的理性化演进：部分个人投资者逐渐认识
到自身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和风险承受能力上
的局限性，转而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专业机构管理；
而机构投资者凭借其专业的投研能力、理性的决
策体系和长期的投资视角，在股票型基金投资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转变对维护市场稳
定、引导价值投资理念具有积极意义。

基金持有人结构的变化，源于投资者教育深
化与市场环境优化。近年来多方推动投资者教
育，助其理性看待市场波动、摒弃短期行为；同时
资本市场更规范，基金公司专业能力提升，筑牢投
资者信任，使其决策更审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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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哪些基金产品脱颖而出，收益率
大幅跑赢同期大盘，成为投资者的长线之选？据
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截至2025年6月30日，共
有逾400只基金（以下简称“长线基金”）2015年以
来收益率达到100%以上。按投资类型二级分类，
属于偏股混合型基金、灵活配置型基金的数量靠
前，均超过100只，这两类基金数量合计占比超过
七成。

按基金规模来看，资产净值中等规模偏下的
基金长期表现更为优异，规模过大可能导致操作
难度上升，规模过小则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数
据显示，上述长线基金2014年底资产净值均值为
10.65亿元，其中超过八成资产净值不足20亿
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这些长线基金的资产
净值均值为22.26亿元，其中超七成资产净值不到
20亿元。

2025年5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推动公募基
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
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行业从“重规模”向“重回
报”转变。德邦基金指出，《方案》强调“重回报”而
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有助于促使基金管理公司
更加注重业绩表现和投资者利益保护，从而提升
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

如何把握长线基金投资机会，德邦基金表示：
“基金经理有各自擅长的能力圈，基金公司有不同
的资源禀赋，不同产品适配的市场环境也有所差
异，对投资者而言，投资前应该考察所选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产品投资策略、历史业绩等因素，也要关
注市场风格变化，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
的基金产品进行长线投资，避免追涨杀跌。此外，
分散投资、做好资产配置也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方式
之一。” 据《证券时报》作者：梁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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