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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投资盘点
基金

今年对基金行业影响最深远的大
事件之一是降费。

7月8日，证监会发布公募基金费
率改革工作安排。一是即日起降低主
动权益类基金费率水平，新注册产品
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分别不超过1.2%、
0.2%。二是预计于2023年底前完成
公募基金证券交易佣金费率的下调，
并完善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披露机制。
三是预计于2024年底前完成对公募
基金销售环节收费的规范。

业内分析，随着证监会的各项改
革措施渐次落地，预计到2025年主动
权益类基金管理费率较2022年将下
降约26%。且预计，此次管理费率下
调后，公募基金行业每年将向基民让
利100亿元以上。

一方面，费率改革让公募基金盈
利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基金公司面临
着优化经营效率，持续改进产品及服
务，满足投资者需求的新课题。另一
方面，就中长期看，全面优化公募基金
费率改革，让利投资者，持续推动高质
量发展。

2022年11月28日，首批养老目标基金Y份
额开售。迄今已满一周年。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三季度
末，进入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的养老目标基金共
有161只。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已设置Y
份额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达到174只，三季度末
Y份额总规模达到51.87亿元。个人养老金基金
已初具规模。

不过，这一年个人养老金基金的业绩不尽如人
意。截至11月27日，设置Y份额的全部174只养老
目标基金中，其中30只Y份额实现正收益。

2023 年，超半数基金亏
损：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超
10%，偏股混合基金亏损超
11%。不过ETF产品表现抢
眼，份额呈现逆势增长，成为了
投资者参与A股投资的重要方
式。

公募作为财富管理“主力
军”之一，备受关注。2023年
基金业的年度十大关键词，分
别是：降费、ETF大发展、业绩
欠佳、新基金发行冷淡、公募规
模超银行理财、REITs常规化
发展和扩募、个人养老金基金
一周年、浮动费率产品面世、外
资布局公募提速、QDII基金大
翻身等，看看它们是否对你影
响，影响有多大？

在2023这一年里，ETF成为一大
亮点。

自2014年ETF驶上快车道以来，
今年11月沪深两市ETF规模一度突
破2万亿元。目前ETF规模在2万亿
元上下浮动。

从2004年末境内首只ETF推出
到2020年10月全市场ETF规模首破
万亿大关，基金业用了15年。但从1
万亿增长至2万亿，基金业仅用了3年
时间。

目前市场上有881只ETF，较年
初增加140只。

业内分析认为，ETF未来仍将大
发展，有望发展成10万亿的大市场。
目前各家有实力的基金公司都在大力
发展ETF。

降费1
费率下调给投资者让利

爆发2
沪深两市ETF规模破2万亿

超越3
公募规模超过银行理财

今年是基金业最难投资的年度之一，一是整体市场
向下，二是各板块轮动很快，难以抓住机会。

这导致今年主动权益基金业绩整体表现不佳，特别
是“大白马”、核心资产等大盘股连续三年出现大幅下跌，
以往表现优秀的百亿基金大多重仓这些股票，迄今主动
权益基金已连续三年跑输市场。

截至12月6日，今年以来，代表主动权益基金的偏股
混合型基金下跌13.33%。

总体看，今年表现最好的是小盘风格基金指数，年内
上涨15.77%。与之相对，大盘风格基金指数年内下跌
10.34%，表现欠佳。

目前，主动权益基金收益最高的是周思越的东方区
域发展，年内收益43.66%。其上半年重仓TMT，二季度
末换仓至酒类等消费股。

总体看，今年重仓TMT的基金收益排名靠前，重仓
新能源的基金排名垫底。

欠佳4
主动权益基金业绩不振

今年基金一大痛点是新基金发行极困难，尤其是主
动权益基金。

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年内新成立基金1168只
（仅计算初始基金，下同），发行总份额9890亿份，平均发
行份额8.52亿份。

总体看，今年新成立基金数量不算少，但发行总份
额、平均发行份额双双创下近5年来新低。

其中，今年新成立主动权益基金313只，发行规模中
位数为2.64亿元，接近新基金成立的最低门槛。

年内新基金发行规模最大的是胡宜斌管理的华安景
气领航基金，为53.54亿元。今年没有出现百亿基金。

并且，基金公司为降低新基金成立门槛，有367只新
基金采用了发起式方式发行，占年内新基金近三成，为
31.42%。

冷淡5
新基金发行困难

今年发行成立5只公募REITs产品，发行总规模171
亿元。

自2021年6月首批公募REITs产品成立以来，目前
市场上共有29只公募REITs，总规模已经突破千亿元整
数关口。业内认为，未来基础设施REITs市场将有望发
展至万亿规模。

今年多只公募REITs产品扩募，包括博时蛇口产园
REIT、红土盐田港REIT、华安张江光大REIT、中金普洛
斯REIT等产品。

此外，今年公募REITs还出现了新品种，首批3单消
费基础设施REITs已正式获批。

扩容6
多只公募REITs产品扩募

养老7
个人养老金基金满一年

今年随着费率改革推进，费改后首批20只
浮动费率基金陆续成立。

包括3只与规模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8只
与业绩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以及9只与持有时
间挂钩的浮动费率产品。

证监会表示，费率改革将坚持以固定费率产
品为主，同时也推出更多浮动费率产品。

业内认为，浮动费率基金是基金管理人与持有
人利益共担机制的探索，将进一步激励基金管理人
充分发挥主动管理能力，鼓励基金管理人追求基金
业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进一步丰富了基金类
型，更好地满足了投资者多元化理财需求。

浮动8
浮动费率基金陆续成立

8月24日，安联基金拿到中国公募牌照，成
为第9家在中国获准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外
商独资基金管理公司。今年年初，施罗德基金和
联博基金也获批。

此外，贝莱德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富达基
金、路博迈基金等多家外资基金近期纷纷扩充了中
国公募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并发行新基金。

自2020年4月1日取消外资股比限制政策落
地以来，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公募市场。

2020年，贝莱德率先斩获首张国内外资公
募牌照；2021年，富达基金和路博迈基金先后获
批，并在2022年拿到了证监会颁发的公募基金
业务许可证。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宏利基金、摩根基
金、摩根士丹利基金等均发生了股权变更，成为
外资系基金公司；迄今国内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
已经扩展至9家。另外还有43家公募基金公司
是中外合资企业。

提速9
外资布局公募正在加快

今年QDII 基金实现大翻身。而此前，自
QDII基金诞生以来，业绩表现和规模发展一直
不如预期。

距离2023年还剩最后不到一个月，如果不出意
外，2023年的冠军将由QDII基金摘下，截至12月6
日（下同），年内回报最高的前三名全部是QDII基金。

今年QDII基金的总体业绩远远跑赢其他类
型基金：

QDII股票型基金指数年内涨幅6.21%，与之
相对，股票型基金总指数年内下跌9.38%，偏股
混合型基金指数年内跌幅更是高达13.3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QDII基金收益两极分化，
投资美股，尤其是投资海外科技、纳斯达克的基金
收益遥遥领先，比如目前基金前三名：广发全球精
选人民币57.93%、标普信息科技LOF49.63%、纳
斯达克ETF48.84%。但是投资港股的基金表现较
差。比如恒生医疗、恒生互联网、恒生消费等跌幅
达到两位数，多只港股ETF跌幅超20%。

尽管新基金发行冷淡，但今年QDII新成立
59只，创出历史新高。从新发基金规模来看，今
年 QDII 发行份额 104 亿份，近 7 年来仅次于
2021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翻身10
QDII基金总体业绩亮眼

过半亏损
降费对你吸引力有多大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
10月底，我国公募基金管理总规模27.38万亿元，产品数
量1.13万只。这两个数据均超越往年业绩，创出新高。

2023年是公募基金行业蓬勃发展的第25年，今年基
金行业规模首次超过了银行理财，成为整个财富管理重
要的主力军之一。

截至今年6月末，公募基金资管规模合计27.69万亿
元，超过同期银行理财市场25.34万亿元的存续规模，位
居资管行业首位。

而10年前的2014年末，公募基金的规模尚不到5万
亿元，仅相当于当时银行理财的1/3。

公募规模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