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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7万亿元！公募基金总规模再创新高

刚刚过去的2021年，在打破刚兑、无风险收
益率下行的背景下，A股市场整体演绎结构化震
荡行情。银河证券数据显示，2021年股票型基金
平均收益率为8.18%,再次彰显公募基金投资实
力，其中银行系旗舰基金公司工银瑞信表现突
出，旗下77只基金全年净值增长率跑赢上证综
指，其中47只（不同份额合并统计）收益超10%，
实现权益、固收领域多点开花。公司主动权益类
产品近两年、三年收益率更是领跑权益类大中型
公司，成为业内实力长跑的典范。

良好业绩助推规模增长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9000

多只基金合计规模达25.57万亿元，较去年9月底

增加了1.5万亿元。

从不同基金类型来看，去年四季度开放式股

票基金规模增长1935亿元，混合型基金规模增长

3275.97亿元。良好的业绩成为规模增长的主要

原因。从申购赎回情况来看，去年四季度股票型

基金获净申购240.98亿份，混合型基金则遭遇净

赎回712亿份。

在震荡的市场环境中，以稳健著称的债券基

金颇受投资者欢迎。截至去年12月底，债券型基

金规模逼近7万亿元，较去年9月底增长9000多

亿元。其中，纯债型基金规模增长6538.65亿元，

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二级债基规模增长了2000

亿元以上，总规模突破万亿元。

拉长期限来看，去年公募基金总规模稳步

增长，不断创下历史纪录。去年一季度末，公

募基金总规模超过21万亿元，到了二季度末突

破23万亿元，到了三季度末突破24万亿元，到

了四季度末更是迈上新的台阶，跨入25万亿元

时代。

在长城基金总经理邱春杨看来，基金行业拥

有很大的发展机遇。“过去20年来，基金业秉承

信托精神，在鲜明的制度优势背景下，开展专

业、规范的运作，推动投资者理财观念的转变，

提升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制度水准，行业的公信力

和优越性日益凸显。过去两三年行业的跨越式

大发展正是20多年厚积薄发的结果，而这些制

度、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未来只会被强化，

不会被削弱。”

大资金管理时代来临

从非货币基金规模看，多家基金管理人跻

身“千亿俱乐部”。例如，截至去年年底，易方达

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等39家头部基金管

理人的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其中，易方达基 3

金非货币基金管理规模达1.23万亿元。上述39

家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规模占全行业规模的

80%以上。

在行业马太效应愈发凸显的当下，仍有部分

中小基金公司抓住机会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去

年9月底相比，财通基金、长城基金、睿远基金、宝

盈基金等公司的管理规模增长超过了20%。具

体来看，上述基金公司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

去年公司旗下有业绩亮眼的基金。以宝盈基金

为例，其旗下宝盈优势产业混合A去年收益率实

现翻倍；二是公司创始人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如

陈光明旗下的睿远基金已形成较强品牌影响力，

目前所发行的新基金均是爆款基金。

就单只基金情况而言，多只绩优基金去年四

季度规模增长超过了100亿元。其中，收益稳健

的基金颇受青睐。例如，林森、林虎管理的易方

达裕祥回报债券基金规模增长超160亿元，石雨

欣、陆奔管理的华安安康混合规模增长也超过了

120亿元。

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基金吸引了

数百万基民抄底，去年四季度基金规模增长了

140多亿元，单只基金总规模逼近800亿元。截至

去年年底，葛兰在管规模超过千亿元，与张坤同

成为千亿“顶流”。

进一步梳理发现，就主动权益基金而言，刘

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张坤管理的

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朱少醒管理的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等单只基金规模均在400亿元以上。

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明表示，随着国民收入

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成熟，居民资产配

置意愿日益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资产管理市

场面临新的挑战。公募基金以明星基金经理为

核心的投资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应转向以团队

合作为主的投资管理方式。

据《上海证券报》

1 月 24日，公募基金2021年四季报披露完

毕。整体来看，消费股再次成为公募基金青睐

的投资方向，基金对于泸州老窖、贵州茅台的持

股市值增加最多；医药股则成为公募基金减持

的主要方向。在持股市值减少最多的前10只个

股中，医药股占据5席。2021年四季度末，公募

基金股票仓位稳中有升，但持股集中度进一步

下降，持仓分散也成为众多“顶流”基金经理的

共识。

消费为主要增持方向

与2021年三季度公募基金整体增持新能源
产业链个股不同，天相数据显示，2021年四季度，
立讯精密被公募基金增持最多，持股市值增加
262.68亿元。消费股成为公募基金持股市值主要
增加的方向，白酒股泸州老窖、贵州茅台的公募
基金持股市值大幅增加。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基金持有市值最高

的10家A股公司中，白酒股占据3个席位，分别

是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值得一提的是，

贵州茅台重回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宝座。

2021年三季度末，公募基金持有贵州茅台市值减

少了172.29亿元，这使得贵州茅台继2019年三季

度以来，首次失去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的名
号，宁德时代取而代之。2021年四季度，虽然公
募基金持有宁德时代市值增加了28.4亿元，但贵
州茅台重新成为公募基金第一大重仓股。

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认为，从全球角度看，
滞后于消费复苏的投资端有望逐步回归正常，市

场风格将重新平衡。招商基金侯昊指出，目前，
白酒板块估值已回落至合理配置区间，经济稳增
长预期下消费韧性较强，白酒板块具备较好的配

置价值。银华基金李晓星认为，在细分领域，看

好高端白酒和有全国化扩张潜力的次高端品种，

目前已加仓白酒，因为中长期业绩确定性较高。

医药股被陆续减持

医药板块成为2021年四季度基金持股市值

减少最多的板块。在基金持股市值减少前10名

的股票中，医药股占据5席，包括药明康德、通策

医疗、爱尔眼科、智飞生物、康龙化成。不过，医

药股在2021年四季度经历了大幅回调，持股市值

减少也并非全是基金经理主动减持所致。

工银瑞信基金赵蓓表示，在2021年四季度前

期减持了部分估值偏高的CXO领域二线个股，增

持了一些低估值成长稳健的个股，其管理的工银

前沿医疗2021年四季度末的股票仓位环比下降

了3.22个百分点。

中欧基金葛兰认为，国内创新药产业链有望长

期维持在高景气度的状态。赵蓓表示，经过这一轮

调整，部分生物医药个股已进入估值相对合理阶段，

一级市场投融资热度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未来创

新药及创新药产业链仍会维持在较高增长状态。

持仓分散渐成共识

天相投顾数据显示，在可比数据下，2021年

四季度末全部公募基金股票平均仓位为74.44%，

比前一季度提升了2.84个百分点。其中，股票型

开放式基金平均股票仓位88.49%，前一季度为

86.85%；混合型开放式基金平均股票仓位71.51%，

前一季度为68.55%。与此同时，公募基金持股集

中度（前10大重仓股占基金持仓的比例）进一步

下降。2021年四季度，全部公募基金持股集中度

为55.87%，前一季度为58.57%。

李晓星管理的银华心怡2021年四季度末股

票仓位为 94.59%，较前一季度上升 1.86 个百分

点，但其持仓进一步分散，占基金资产净值比超

过5%的个股从前一季度末的7只减少到5只。

2021年四季度末，该基金前10大重仓股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为52.98%，前一季度为57.87%。

周应波管理的中欧创新未来同样对持仓做

了分散，除了舜宇光学科技和立讯精密两只个股

持仓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超过9%外，有5只个股

占基金净值比均为3%左右。而在前一季度末，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超过4%的个股达8只。

农银汇理基金赵诣同样进行了分散操作。

2021年四季度末，农银汇理新能源前10大重仓股

中，已经没有占基金资产净值比超过8%的个股，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超过6%的个股从前一季度的

8只减少至7只。

虽然葛兰进一步加仓药明康德，但前10大重

仓股中，对其它个股的持仓比例均有所降低。爱

尔眼科、凯莱英、泰格医药、康龙化成等股票占中

欧医疗健康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均下降超过2个百

分点。 据《中国证券报》

工银瑞信77只
基金跑赢大盘

公募基金总规模迭创新高。继2020年底公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突破20万亿元
大关之后，2021年底公募基金总规模再上一个新台阶，超过25万亿元。

明星基金经理展现出强大的吸金能力，多只基金去年四季度规模大增百亿元
以上。从主动权益基金经理来看，千亿“顶流”接连涌现，继张坤在管基金规模超千
亿元后，葛兰也晋升为千亿“顶流”。

增消费减医药 基金持仓“枝分叶散”

信托公司的盈利能力正在下降，“躺赚”时代

或一去不复返。截至目前，68家信托公司中，已

有56家在银行间市场披露了未经审计的2021年

度财务报表。数据显示，总计实现营业收入

1371.93亿元，净利润531.05亿元。相较于上年同

期，营收增长13.53%，净利润同比下降1.42%。

数据显示，2021年，信托公司营业收入实现

增长的有29家，占比为51.79%，营业收入下降的

为27家，占比为48.21%。去除营业收入由负转正

的2家，其他信托公司营业收入增速的区间分布

呈现出一定的正态分布特征。营业收入增速

为-10%-0这一区间的信托公司数量最多，达14

家。2021年实现20%以上高速增长的信托公司

数量有11家，营业收入下降超过20%的信托公司

数量同样有11家，呈现明显的分化局面。

从各家公司的具体表现来看，有8家信托公

司的净利润超20亿元，与2020年持平。其中，华

能贵诚信托、中信信托、华润信托分别以37.88亿

元、35.01亿元、33.16亿元的净利润位列前三，成行

业最赚钱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从现有数据来看，公司间盈

利分化正在加剧。光大信托表示，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增加，内部经营模式重构，信托公司经营发

展的适应性差别逐步显现出来，未来信托公司发

展分化依然是主流。

展望2022年，信托公司依然面临业务转型的

压力。一部分信托公司业务转型进展顺利，已在

经营业绩中有所体现；另一部分信托公司业务转

型较慢，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或将持续面临被动

局面。在业内专家看来，信托公司应结合自身资

源禀赋优势，积极探索业务转型方向，争取实现

业务发展与经营业绩的良性循环。

对于2022年信托行业发展前景，光大信托认

为，信托公司正值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2022年

各家信托公司越来越多地重视创新业务布局，新

业务模式、方向不断涌现。从目前看，绿色发展、

银发经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信托公司重点破局

方向；家族信托、慈善信托、保险金信托等服务信

托仍具有较高潜力。 据《经济参考报》

56家信托公司盈利分化正在加剧

1月24日，工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相关工作情况。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

介绍，2021年我国中小企业经受住了原材料价格

高企、订单不足、疫情汛情等复杂严峻形势考验，保

持稳定恢复增长态势。2021年1至11月，规模以上

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20.7%、28.2%，两年平均分别增长9.8%、17.1%。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向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国家中小企

业发展基金第三批子基金正在设立中。今年要

开展第四批和第五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公开遴

选，待第四批完成设立后，基金总规模就能达到

1000亿元。

加紧推进设立第三批子基金

马向晖介绍，截至2021年底，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已组织实施了三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

公开遴选，顺利完成第一、第二批共16只子基金

的设立，第三批子基金设立也正在加紧推进。加

上公司成立前设立的4只子基金，目前子基金总

数已达20只，累计规模近600亿元。中央财政资

金通过两级放大，带动8倍以上的社会资本共同

开展对优质中小企业的股权投资。

马向晖表示，截至2021年底，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子基金累计完成投资项目687个，投资

金额约245亿元。其中，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

520个，占比76%，投资金额约168亿元。投资项

目覆盖工业、农业、科技等各行业领域。

马向晖强调，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成立以来，先后与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签署

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构建了优质中小

企业挂牌上市培育机制、综合融资服务机制，在

信息共享、政策宣讲和上市培育方面为投资的优

质中小企业上市建立便捷畅通的渠道。

“我们加强与三家交易所的深度合作，共同致

力于引导更多社会资源关注优质中小企业和‘专

精特新’企业，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

经济、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等功

能，引领中小企业群体更好发展。”马向晖说。

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与培育办法将出台

徐晓兰介绍，目前，全国“专精特新”企业有4

万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4762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848家，成为产业链供应

链的有力支撑。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这些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具有“5678”的特征——超五

成企业研发投入在1000万元以上，超六成企业属

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企业深耕行业10年以上，

超八成企业居本省细分市场首位。。

梁志峰称，工信部把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程

作为《“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九大重点

工程之首来部署，明确了“百十万千”的培育目标：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培育一百万家创新型中小

企业、十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万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一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工信部2022年拟新培育3000家左右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带动各省加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培育规模，同时全面启动创新型中小企业培

育工作。工信部将于2022年出台《创新型中小企

业评价与培育办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与

培育办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与培育

办法》三个办法，其中《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与培

育办法》即将出台。

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徐晓兰介绍，近期工信部对2.5万家中小企

业问卷调查显示，85.1%的中小企业认为发展环境

有所改善，85%的中小企业认为融资环境有所改

善，92%的中小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减轻。总体来

说，相关政策让中小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得到

了较大提升。

工信部将继续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着力

减轻企业负担、着力增加企业实惠、着力保护企业

合法权益、着力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助力广大中小企业渡难关、增后劲、保就业。

梁志峰强调，要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推

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进程，特别要注重

培育一批深耕专业领域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

网络与数据安全、智能传感器等方面的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培育一批进军元宇宙、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综合

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今年总规模将达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