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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产品均有涉及

在2023年权益类基金收益总体欠佳的背景下，
2024年的基金新发依然压力较大，不过开年以来，
存量产品的“开门迎客”现象增多，很多在此前限制
大额申购的基金产品开始放开限制。

1月9日，国联基金发布公告表示，为满足广大
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自1月10日起取消对国联策略
优选混合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限制。该基金于2023年11月27日起暂停了
1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业务。

同一天，景顺长城基金宣布，即日起取消对景顺
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的大额申购业务等交易限制，
理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这是

时隔近半年后，该基金再度放开大额申购业务。
Wind统计，截至1月9日，2024年以来至少已

有90只基金恢复申购或开放大额限购（统计所有
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在恢复大额申购的基金当
中，很多产品在2023年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具体来看，这些恢复申购及大额申购的基金中，
各类型的基金产品均有涉及，特别是一些行业估值
偏低的主题型基金，比如医疗、沪港深主题基金等。

1月8日发布公告的中银医疗保健混合就提
到，取消“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不含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申请”的限制。

从过往业绩来看，Wind统计显示，2023年中银
医疗保健A净值增长率为-0.72%，在同类型1618只

基金中排第五十七位；恢复机构客户申购的易方达
增强回报A在2023年也取得2.94%的正收益；恢复
大额申购的长盛成长价值A2023年全年也取得
2.44%的正收益。

恢复大额申购的大成“互联网+”大数据A在
2023年录得33.27%的收益，于目前所有恢复大额申
购基金中业绩领先。

同时，也有一些业绩欠佳的产品打开申购，如
信澳量化先锋A、华商乐享互联A等分别在2023年
录得-10.80%、-6.58%的年度收益率。

满足配置需求成主因

虽然基金的申赎限制处于动态调整中，但从

各家机构给出的放开限制理由中不难发现，“满足
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成为主因。而从2024年以来
的市场表现来看，仍然处于调整中，这些基金产品
打开申购带来的增量资金能否抢抓“春季行情”仍
需观察。

从目前已知的权益市场增量资金来看，除了可
以期待的存量产品规模扩充外，Wind统计显示，截
至1月9日，年初至今已有6只基金成立，且全部都
为股票型基金，其中多数为指数型基金的联接基
金，如易方达中证港股通中国100联接、易方达中证
100联接A等。

此外，从估值的角度来看，权益市场中长期的
性价比较高。特别是当下A股的估值不论是与海
外成熟的权益市场、国内的债券市场比较，还是与
历史上A股自身的估值作时间序列的分析，市盈率
和市净率均处于相对低位。

据博时基金统计，近期A股市场调整，资金切
向具有防御属性高股息板块。赔率角度，当前上证
指数市净率已处于2010年以来0.3%分位；申万31
个一级行业中，16个行业市净率低于10%分位，26
个市净率低于20%分位。估值底明确，市场进一步
下行的空间十分有限。

因此，有观点认为，一季度的市场风险偏好或
有提升的可能。长城基金廖瀚博公开表示，目前行
业间估值分化巨大，一方面，收缩行业的估值创历
史新低；另一方面，由于稀缺性，成长行业已处于预
期非常乐观的阶段。展望未来，预计A股不存在大
的下行风险，市场方向将一定程度取决于经济数据
的表现。

指数与量化投资部也对市场保持积极，认为国
内整体仍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政策支持持续推出，
有望对需求持续形成支撑，持续看好数字经济主题
相关投资机会。

博时基金给出的策略建议是，结构上，2024年
春节前大盘股博弈空间较大，布局兼具供给优势的
行业，推荐建材、有色、电力设备、农林牧渔、医药生
物、计算机、非银。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任飞/文

1月9日，国联基金、景顺长城基金等公
募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对旗下部分产品将取
消大额申购业务等交易限制，理由是“为了
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记者注意到，近期，基金产品密集放开
大额申购限制，各类型基金均有涉及，特别
是一些行业估值偏低的主题型基金，比如医
疗、沪港深主题基金等。

从过往业绩来看，不少放开大额申购的
基金在2023年业绩良好。随着大额申购打
开，未来资产配置的方向引发外界关注，或
也为“春季行情”带来更多增量资金。

基金大额申购解禁 引发“春季行情”期待

首批基金四季报出炉
固收类规模环比大涨

基金2023年四季报披露终于拉开帷幕。2024
年1月9日，记者注意到，已有2家基金管理人发
布旗下3只固收类产品的四季报。从2023年四季
度末的基金规模来看，相关产品均实现环比增长，
不仅有产品环比增超40%、50%，更有迷你债基规
模大涨逾6倍。

1月9日，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分别发布旗下3只固收类产品的2023年
四季度报告。具体来看，此次披露四季报的产品分
别为华泰紫金货币、德邦如意货币、德邦景颐债券。

回顾2023年四季度债市表现，德邦如意货币、
德邦景颐债券的基金经理欧阳帆在季报中提到，
债市收益率先上后下，中枢下行，曲线牛平。从业
绩表现来看，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华泰紫金货
币、德邦如意货币在2023年度的收益率为2.16%、
1.96%，分别跑赢同类产品平均收益率0.23个百分
点、0.03个百分点。同期，德邦景颐债券的收益率
为2.64%，跑赢同类平均收益率2.13个百分点。

从资产配置情况来看，欧阳帆表示，德邦景颐
债券在报告期内主要以配置债券资产为主，在合
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努力挖掘较高性价比的信
用债，少量进行利率波动操作。同期，德邦如意货
币以同业存单、高等级信用债、同业存款、政策性
金融债和国债为主要配置品种，保持一定的杠杆
水平，合理调整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比例和久期。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市场震荡、权益基
金收益不佳的背景下，市场资金涌入固收类产品
的趋势愈发明显。从基金规模看来，上述3只固
收类产品环比均有所增长。

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华泰
紫金货币的合并规模为156.05亿元，较三季度末
的111.19亿元增长40.34%。同期，德邦如意货币
的合并规模为111.98亿元，环比三季度末的74.59
亿元增长50.12%。而德邦景颐债券的最新合并规
模，也从三季度末的3569.4万元，逆袭式增长至四
季度末的2.52亿元，涨幅超600%。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认为，部分机构的固收类
产品规模环比大涨，与固收产品净值表现更好、抗
风险能力更强的因素有关。同时，与权益资产相
比，固收类产品的抗风险能力强，比较适合避险的
需求，从避险的角度出发，固收产品是一个比较好
的投资出路。展望2024年，固收产品规模可能会
延续增长趋势，关键要看权益资产是否持续疲软，
两者形成“跷跷板效应”，一旦权益资产开始回暖，
资金逐利需求也会明显提升，固收资产吸引力也
会有所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债市利好因素仍多。长
城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徐涛国表示，一方面，宏观经
济基本面数据未明显回升，政策发力尚需时间；另
一方面，央行呵护资金面的意图仍比较强，存款利
率及公开市场利率在中长期仍有下调空间。但仍
需关注短期经济的反弹概率、资金面情绪，以及长
久期资产的波动幅度。

“资金利率目前处于中性水平，向上或向下的
空间都不会太大。基于目前的收益率水平，预计
债券市场后市仍将维持震荡行情。短端利率债及
信用类资产在调整后或仍有机会，长端利率债则
仍可能面临较大波动。”徐涛国说道。

据《北京商报》李海媛/文

两大保险巨头所设私募有新进展 已快速完成备案

超40亿元！股票ETF再现逆势抄底

单日资金净流入44.47亿元

本周二，A股主要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
0.20%，收报2893.25点；深证成指涨0.27%，收报
8971.72点；创业板指涨0.37%，收报1750.78点。
旅游酒店板块大涨，商业百货、航空机场、铁路公
路、纺织服装、装修建材等涨幅居前。

从股票ETF（含跨境ETF）资金流向看，在当
日反弹行情中，资金以净流入为主。1月9日股票
ETF总份额增加29.94亿份，以区间成交均价测
算，净流入资金达到44.47亿元。

从资金净买入排行榜看，周二当天，11只股
票ETF资金净流入1亿元以上，其中10只为宽基
ETF，仅1只为行业主题ETF。沪深300ETF、上证
50ETF、创业板ETF净流入领先。

具体来看，华夏沪深 300ETF当日净申购
4.70亿份，资金净流入 15.82亿元；嘉实沪深
300ETF当日净申购4.46亿份，资金净流入15.28
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当日净申购9.36亿份，
资金净流入15.04亿元。

此外，华夏上证50ETF、广发沪深300ETF、易
方达创业板ETF等资金净流入均在1亿元以上。

另有，国泰军工ETF净申购1.58亿份，资金
净流入1.41亿元,也是唯一一只净流入过亿元的
行业主题ETF。

1月以来，依然有多只宽基ETF强力“吸金”，
沪深300ETF尤为突出。其中，嘉实沪深300ETF
期间净流入36.69亿元,易方达创业板ETF净流入
35.93亿元，易方达沪深300ETF净流入33.61亿
元，华夏科创50ETF、华夏沪深300ETF期间净流
入29.08亿元和27.21亿元。

这意味着，今年仅6个交易日时间，几只沪深
300ETF已累计吸金超百亿元。

大型基金公司旗下ETF继续获得资金追捧。
数据显示，1月9日易方达基金旗下ETF合计资金
净流入17亿元。其中，易方达沪深300ETF当日
净流入15亿元，助力该基金场内规模达到489亿
元，若加场外规模更是突破500亿元大关。易方
达创业板ETF当日也净流入1.9亿元。

易方达基金经理黄浩东表示，已经结束的
2023年市场较为悲观，指数表现较弱，风格上呈
现明显的小盘风格、价值风格。展望2024年，不
妨更乐观一些。当前权益资产正处于历史上极
具性价比的位置，而历史上每一轮的行情往往就
在这种高性价比的底部区域诞生。

在黄浩东看来，2024年市场可能会切换到成
长风格占优的行情。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接近尾
声，美债收益率逐步回落，全球风险偏好提升；另
一方面，国内信用利差进一步收窄，市场两融同
比增速逐步转正，国内风险偏好逐步提升，市场
情绪开始修复。故而成长股有望表现更好。

富国基金权益研究部总经理陈杰也表示，
2008年—2012年，“投资时钟”在A股市场能够完
美演绎，转向“存量经济”后，周期波动不再明显；

“存量经济”下，盈利时间周期还在，但盈利波动幅
度已明显收敛，对于市场趋势的影响亦明显减弱。

陈杰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将处于盈利上行
周期，同时本轮盈利上行周期幅度将比较微弱，
不构成市场主要驱动力。同时，随着企业盈利回
升对资金需求的增加，预计2024年利率中枢将
高于2023年，但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和宽松货币
政策的维持，会将利率上限抑制在较低水平。在
盈利、利率均小幅波动的背景下，2024年最大的
市场变量或将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触及极值
后的改善路径主要有：1.出现新的产业浪潮线
索，2.资本市场改革。

中证ETF成“失血”主力

截至1月9日，全市场834只股票ETF总管理
规模为1.65万亿元。1月以来，股票ETF市场资
金以净流入为主，整体份额增加超过153.88亿份
（含新上市基金），以区间成交均价测算，净流入
资金达到65.42亿元。

从资金净流出情况来看，1月9日当天，8只股
票 ETF净流出资金超过 1亿元，部分沪深
300ETF、中证1000ETF、中证500ETF“失血”居前。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份额减少1.88
亿份，资金净流出6.32亿元，成为当日资金净流
出最多的股票ETF；广发中证1000ETF资金净流
出4.46亿元，居于第二；华夏中证1000ETF净流
出1.87亿元。此外，南方中证ETF、富国中证
1000ETF等资金净流出均超过1亿元。

1月以来，部分沪深300ETF、中证1000ETF
及中证500ETF是“失血”主力军。

其中，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净流出55.73亿
元，广发中证1000ETF期间净流出27.72亿元，南
方中证500ETF净流出25.26亿元。此外，南方中
证1000ETF、华夏中证1000ETF资金净流出均超
在10亿元以上。 据《中国基金报》天心/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显
示，1月8日，一家名为“国丰兴华（北京）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私募机构〔以下简称“国丰
兴华（北京）私募”〕正式完成了登记备案。

国丰兴华（北京）私募成立于2023年12月
22日，由新华资产和国寿资产分别出资500万
元共同设立，目前拥有全职员工8人。

从备案流程上看，公司在2023年12月28日
首次提交申请，今年1月3日开始办理，至1月8
日完成登记备案，前后仅用了不足4个交易日。
即使是按照公司成立的时间来算，到正式登记
备案成功前后也不足20天，可谓是“光速”完成
了备案。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新华保险曾于11月29
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与中国人寿拟分别出资250
亿元共同发起设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暂定名为“鸿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资产与中国人

寿控股子公司国寿资产拟分别出资500万元共
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人公司，暂定名为“国丰兴
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上述私募基金
公司的管理人。

公开资料显示，上述基金期限为“10+N”
年，在10年期届满后，可以通过变更备案的方式
进行延期，或者经双方协商一致后退出。

关于两大巨头合作的原因，新华保险曾在
公告中表示，为进一步增加符合公司投资策略
的长期投资资产，优化保险资金资产负债匹
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国人寿方面则表
示，该基金拟投资于公司治理良好、经营运作
稳健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
行投资运作，根据市场形势把握建仓时机，动
态优化策略。

综合上述信息来看，1月8日完成登记备案
的国丰兴华（北京）私募正是新华保险此前公告
中提及的由新华资产与国寿资产共同设立的基

金管理人公司。而随着该公司正式完成备案登
记，也意味着新华保险和中国人寿两大保险巨
头合资500亿元成立私募公司的事情已经有了
新的进展。

既然是合资公司，高管人员名单中必然会
有两大险资股东的代表，事实也正是如此。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显示，
出任国丰兴华（北京）私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的杨琳，此前曾担任中国人寿战略规划部高级经
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以及国寿资产权益部
总经理等，出任国丰兴华（北京）私募合规风控及
信息填报负责人的张振此前曾任国寿资产创新
投资事业部SVP。国丰兴华（北京）私募的总经
理则由新华资产研究部副总经理李杰担任。

不过，截至目前，记者并未从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信息中查询到有关“鸿鹄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相关的备案情况。

来源：界面新闻 龙力/文

1月9日，A股三大指数集体收阳。沪
指、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上涨0.20%、
0.27%和0.37%。行业板块方面，旅游酒店板
块大涨。股票ETF资金流向显示，当日反
弹行情中，出现了44.47亿元资金净流入。
沪深300ETF、上证50ETF、创业板ETF资金
净流入居前，中证1000ETF、中证500ETF则
成为“失血”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