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募基金上半年“赛绩”揭晓
易方达、华夏、广发分列非货规模榜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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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基金规模增长势头明显

剔除掉季末的冲规模效应，基金公司月均非货

币规模榜更能代表基金公司真正的实力。

8月1日晚间，基金业协会公布2022年二季度

各项资管业务月均规模数据，今年二季度基金公司

非货币规模排名也新鲜出炉。

易方达基金以 10488.11 亿元继续蝉联公募基

金非货币规模冠军，相比去年年末，易方达非货

币规模增长了 217.98 亿元，增幅达到 2.12%，但相

比今年一季度末规模下降了874亿元，单季度环

比下降了7.69%。

华夏基金则取代广发基金，连续两个季度坐

稳公募非货币规模亚军之席。数据显示，截至二

季度末，华夏基金非货币基金规模达到6840.17亿

元，上半年规模增幅高达16.49%，是前十大非货币

基金公司中，仅有的规模增速超过10%的四家基金

公司之一。

今年以来，华夏基金在公募REITs、ETF等多项

业务同时发力，规模增长势头明显，Wind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华夏基金旗下债券基金规模增长

超过450亿元，QDII基金规模增长超过170亿元，公

募REITs规模也在二季度末正式突破百亿大关。

从单只基金来看，华夏短债、华夏恒生互联网

ETF两只基金今年上半年规模增长均超过80亿元，

今年上半年新发的华夏同业存单指数基金也“吸

金”百亿。

招商基金也是上半年公募基金行业的另一匹

“黑马选手”，二季度以5683.84亿元的月均规模晋

升公募基金前五强，招商基金今年上半年规模增

长突破 1268亿元，是排名前二十的基金公司中，

唯一一家规模增长超千亿的基金公司，招商基金

上半年规模增幅更是达到28.74%，是前二十大基

金公司中规模增速最高的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

的百亿新基金中，招商基金占据两席，招商添安1

年定开债、招商同业存单指数7天持有基金募集规

模分别达到150亿元、100亿元。老基金中，招商招

旺纯债基金今年上半年规模增长也超过百亿。

除此之外，前二十大基金公司座次也有升有

退，上海东方证券资管退出非货规模前二十名，天

弘基金则挤入第二十名。

创金合信蝉联专户规模冠军

基金管理公司二季度私募资产管理月均规模

前二十名也同步出炉，创金合信、建信、博时基金继

续位列行业前三，不过排名第一的创金合信基金专

户规模相比去年年底缩水了接近700亿元。

除此之外，易方达及平安基金则分列第四、第

五名，平安基金在上半年取代华夏基金，新进行业

前五。

从规模变动上看，平安、鹏华、南方、易方达是

上半年前二十大基金公司中私募资产增长超过300

亿元的4家基金公司。

银华基金二季度以859.28的月均规模新进专

户排名二十强，兴证全球基金则暂时退出专户前二

十大基金公司之列。

千亿级基金子公司仅剩6家

基金子公司规模排行榜也出现不小变动，招商

财富二季度月均规模突破3000亿元，取代建信资

本，登顶基金子公司规模冠军。

不过，今年上半年头部基金子公司规模有所

缩水，上半年月均规模超过千亿的基金子公司

仅有招商财富、农银汇理资产、工银瑞信投资、

建信资本、上海浦银安盛资产、鑫沅资产6家，而

在去年年底，规模超过千亿的基金子公司仍有9

家之多。

前二十大基金子公司合计管理规模超过1.88万

亿，相比去年年底缩水接近6%。

易方达登顶养老金规模榜首

各方关注已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即将出炉，养

老金业务也一直备受各家基金公司重视。

易方达二季度取代工银瑞信，晋升养老金规模

榜首。工银瑞信、南方、华夏、嘉实基金分列第二至

第五名。

据《中国基金报》

基于前期市场对利空情绪的消化，进入8月份，

机构纷纷展开了进一步布局。记者据Wind数据统

计发现，截至8月1日，目前正处在发行阶段的新基金

数量达173只。其中，有82只将于本月内结束募集，

若不考虑募集失败等因素，有望在月内为资本市场带

来增量资金逾3300亿元。

进一步梳理发现，上述 173只产品涵盖了指数
ETF、偏股和偏债混合、QDII，以及普通股票型等类
别。其中，部分“固收+”产品拟在股票仓位的调整尤
为引人注意。

最高募集上限为80亿元

数据显示，目前正处在发行阶段的新基金有173
只，其中82只将于8月内结束募集，虽然与年内其他
月份相比并不算是较高水平，但若不考虑募集失败、
延长募集等因素，有望在月内为资本市场带来逾
3300亿元的增量资金。从募集上限来看，多数新基
金设定了募集上限。其中，有33只产品将上限设定
在80亿元，其余产品将募集上限分别设定在60亿
元、50亿元、40亿元、30亿元、20亿元等。此外，也有
逾80只新产品并未设立募集上限。

从认购方式来看，多数基金采取金额认购、全额
缴款，采取末日比例确认方式。同时，也有部分基金
认购方式为网上和网下现金认购方式，全程比例确
认。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采用网上和网下现金认购
方式的基金，其类别多为指数基金和QDII基金。

中欧基金表示，目前市场短期下行空间有限，由
于前期市场实际已对年内的悲观基本面进行消化，目
前市场的坚实信心和短期支撑比较明显，这也是机构
对市场布局的主要原因。

“固收+”产品拟提高股票仓位

目前，上述173只基金涵盖了各类策略，如指数基
金、QDII、普通股票型和偏债/偏股混合型。对比来看，
设定募集上限的产品多为偏股混合型。同时，记者从多
家公募人士处获悉，在目前处于发行阶段的产品中，“固
收+”似乎更受投资者青睐，目前的募集情况相对较好。

据悉，目前尚处发行阶段的“固收+”产品有 16
只，有多只产品拟持有的股票仓位相较已运行的“固
收+”产品均会高出10%左右，例如嘉实鑫福一年持有
期等产品。

对于公募机构来看，“固收+”产品应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一是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优势。公募基金产品
种类繁多，涵盖了固收、股票、商品、海外资产等，积累
了多资产的研究经验。二是权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例如投研体系、平台化操作、分散投资等，并将之应用
于“固收+”基金在二级市场上的产品组合及策略投资。

博时基金混合资产投资部投资总监助理兼基金经
理邓欣雨告诉记者，对于公募“固收+”产品来说，既重
视过程也重视结果，特别是注重收益跟风险之间的平
衡。“固收+”是通过固收类资产加上一部分风险较大
资产，如纯债、可转债、股票，以及未来可能有的商品资
产等，在细分资产中做自上而下的配置。他表示：“‘固

收+’主要是靠股票资产还有类权益的可转债来增强

收益，由于组合需要兼顾过程和结果，会比股票型基

金更加看重风险控制。同时，还需要更多地考虑风格

和行业的分散性，包括对单次购券比例的控制等”。

对于当下“固收+”产品投资策略，嘉实固收增强策

略投资总监林洪钧认为，目前债券市场库存高位震荡，

收益率曲线有望平坦化，而权益类市场则处于从“疫情

好转”向“经济好转”的切换过程，中期震荡向上。

据《证券日报》

百亿级私募业绩频频“翻车”

某券商理财产品部人士向记者感慨，年初

购买了去年百亿级私募冠军的产品，但今年以

来已回撤近21%。

这位人士提及的百亿级私募，去年收益超

过了80%，备受资金青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数据显示，该私募2020年 11月才备案，

2021年就发行了47只产品，备案仅一年规模就

突破百亿大关。

不过，进入百亿级梯队后，该私募业绩便

掉头向下。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其业绩在百亿级私募梯队中垫底，整体回

撤超20%。

无独有偶，曾经依靠亮眼业绩挺进百亿级

梯队的汐泰投资，今年也遭遇了净值“滑坡”。

资料显示，汐泰投资去年上半年以 18.22%

的平均收益率夺得百亿级私募业绩冠军。然

而，今年第一个交易周，汐泰投资旗下部分产品

回撤幅度便超 10%。而且，从已披露净值的产

品来看，截至6月底，其旗下多只产品今年以来

跌幅超过15%。

令人意外的是，不只是汐泰投资，冲积资

产、石锋资产、同犇投资、万方资产等头部私募，

也都在规模跃升后出现了业绩下滑的情况。

为何部分私募管理人在规模超过百亿后业

绩开始掉队？某曾经的百亿级私募的经历或许

能提供一些答案。

“为了在渠道拥有一席之地，去年上半年，

公司借着出色的业绩和市场热度加快了募资节

奏，管理规模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规模快速

提升后，我们马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很难过

多地参与中小盘股投资，组合的灵活度受到影

响，超额收益势必有所下降，但投资人预期仍

然是比较高的；二是之前覆盖的行业比较集

中，投研人员不到十个人。规模提升后需要扩

充投研团队，但投研人才的招募需要时间。这

些问题很快在市场风格切换后暴露了出来，管

理规模随之跌出了百亿级梯队。”沪上某中型私

募人士坦言。

知名私募主动“封麦”封盘

行业加速洗牌，让越来越多的百亿级私募

选择“慢下来”，以积蓄长跑的力量。

沪上某头部私募人士向记者透露，公司决

定近日起，暂停投资者申购旗下某基金经理管

理的产品。“这位基金经理7月份加盟公司，聚

焦医药赛道。此次封盘的主要原因是他刚加入

公司不久，想专心积累安全垫，待做出业绩和品

牌后再慢慢增加规模。”

去年12月中旬，深圳凡二投资发布公告，暂

缓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希望以“自我约束”的

方式避免因资金增长过快导致业绩下滑。

熟悉私募业的人都知道，李蓓在私募圈是

自带流量的人，有许多追随者。近些年，半夏投

资规模快速提升，最近更是晋级百亿级梯队。

李蓓此时宣布“封麦”，显而易见是要将更多精

力放在投资上。

和李蓓一样自带流量的希瓦私募创始

人梁宏，在公司管理规模过百亿元后，在自

己的雪球账号上发布了长期招聘资深研究

员及基金运营岗的信息，目前该招聘信息仍

被置顶。

今年新晋百亿级私募复胜资产在其官网招

聘大消费、医疗、互联网方向的行业研究员，要

求应聘者具备3年以上工作经验。

始终聚焦消费领域的同犇投资也于今年2

月发布消息，招募医药、新能源等方向的行业研

究员。

百亿级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事实上，在百亿级私募求解规模、收益、稳

定性的“不可能三角”时，中小型私募也在重新

审视百亿级对于公司的意义。

“以前觉得百亿级是实力的象征，不管

是在渠道还是投资人那里，百亿级私募都倍

受欢迎，所以大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事

实上，百亿级规模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如果

没有在投研团队、风控合规体系以及人才机

制层面做好准备，那么成为百亿级私募后反

而容易伤害更多的投资人。所以，现在我们

不断优化投研团队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强合

规建设。等真正准备好后，再加快发行节

奏。”某管理规模超过 50 亿元的私募创始人

坦言。

近一年来，不少中型私募在管理规模超过

百亿元后暴露出合规风控不严格、核心投研激

励不到位等问题。比如，去年12月，万方资产因

内部操作流程存在缺陷，存在向投资者披露错

误预估净值信息，给投资者造成误导的情形，收

到了监管警示函。此后不久，汐泰投资研究总

监钟成，因泄露未公开的信息、明示他人交易行

为，被给予警告。另外，鸣石基金、彤源投资、于

翼资产等知名私募均在晋升百亿级私募后面临

“分家”的窘境。

记者采访获悉，某管理规模近 80 亿元的

老牌私募，为了让管理规模平稳过渡到百亿

级阶段，引入某资管“老兵”做公司CEO。这位

“老兵”表示：“如果要持续保持竞争力，需要

让公司、投资人和基金经理的利益得到更为

均衡的体现。首先，在与基金经理充分沟通

的基础上，适当限制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使

其能力圈与管理规模相匹配。其次，持续推

进投研一体化，在以超额收益为基础进行利

益分配的同时，加强研究员与基金经理间的

沟通。”

据《上海证券报》

上半年A股市场风云变化，经过激烈的
角逐，上半年基金行业各项业务“半程冠军”
花落谁家，也最终揭晓。

8月1日晚间，基金业协会公布的2022
年二季度各项资管业务月均规模数据显示，
易方达基金以10488.11亿元继续蝉联公募
基金非货币规模冠军，华夏基金以6840.17
亿元的规模晋级亚军之位，相比去年年末排
名上升了两个名次，且在二季度进一步缩小
与易方达的差距，两者之间的规模差距由一
季度的4743.84亿元缩减至3647.94亿元。

基金专户规模榜首也依旧由创金合信
基金占据，不过该基金公司的专户规模相比
一季度缩水接近700亿元，平安基金则取代
华夏基金进入行业前五。

招商财富则以接近千亿元的优势取代
农银汇理资产，晋升基金子公司规模冠军。
颇具分量的养老金榜单中，易方达取代工银
瑞信，成为行业第一。

百亿私募放慢脚步 探寻规模与业绩平衡点 82只新基金
本月完成募集

近年来，在私募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部分私募管理人倏忽之间便晋级
百亿级梯队，私募“大V”风头无两，爆款产品一个接着一个……

热闹之外，各种问题也迎面而来：有的私募在晋级百亿级梯队后业绩“翻
车”；有的合规风控水平不能跟上规模增长的脚步，被监管点名；有的则在规
模扩张后面临“分家”的窘境。

百亿级管理规模，是实力的象征，但更是一块试金石，让私募管理人的真
正实力暴露在阳光之下。如何找到规模与业绩的平衡点？是否要回归绝对
收益的本源？怎样留住核心人才？种种问题摆在头部私募掌门人的面前。

李宗盛曾在《山丘》中唱到：“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对于
私募基金来说，拼尽全力找到问题的答案，才能免于面对这种遗憾和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