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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权益类唱主角

虽然近期A股市场行情低迷，但依旧挡不住基
金公司布局“春季躁动”的热情。

“春季躁动”是近年来A股市场上各家投资机构
的常规操作，即在岁末年初选股调仓，或者紧锣密鼓
地发行新产品，布局可能会到来的春季行情。原因
在于，此前有券商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发现，每年1至
2月，市场上涨的概率超过七成。

中欧基金分析近年市场行情发现，“春季躁动”
的启动时间多位于12月中下旬至次年1月，持续时
间在1至4个月不等，主导风格上以成长和周期为
主。再以近年1至2月行业累计涨跌幅的情况看，符
合政策导向、高景气和低估值类的行业更容易在春
季抢跑。

中欧基金认为，有三个原因促成了“春季躁动”：
一是岁末年初市场流动性相对宽裕，资金面的宽松，
使得年初时往往有更多资金流向股市，从而带动市
场交易的热情；二是政策的出台，往往能给投资指明
方向；三是基本面预期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提振投
资者信心。

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目前已有21家基金
公司的共计26只产品定档2024年1月份发行，主动
权益类基金占比较大。具体来看，共计12只主动权
益类基金（包括QDII基金）、6只固收类基金、5只被
动指数型基金等在2024年1月启动认购。

其中仅2024年1月2日开始认购的基金产品就
有7只，包括2只主动权益类产品、2只固收类产品和
3只被动指数基金。

在主动权益类基金新品的基金经理阵容方面，
华安基金派出了百亿级基金经理陆奔。陆奔于2011
年加入华安基金，为华安内部培养的基金经理之
一。陆奔目前管理着8只基金，管理规模为130.23
亿元，其中业绩最好的华安睿明两年定开A任职回
报达82.41%；业绩最差的为华安兴安优选一年持有
A，任职回报为-6.86%。

另一只2024年1月2日开启认购的主动权益类
基金为富国价值发现，基金经理为刘莉莉。刘莉莉
自2007年4月加入富国基金，历任行业研究员、高级
行业研究员、研究总监助理、权益研究部研究副总
监、权益基金经理。刘莉莉于2019年开始管理基金
产品，目前管理着富国研究精选 A，任职回报为
108.66%。

对于主动权益类基金的发行时点，北京一位中
型公募机构相关人士认为，当前虽然市场持续震荡，
但A股的估值已处于底部区间，此时建仓，未来大概
率会获得不错的投资回报。

万家基金分析认为，当前A股整体估值依然处
于较低区间，随着国内政策继续发力、海外经济需求
回暖，未来A股指数有望开启震荡向上的趋势。

ETF和债基同时发力

除了主动权益类产品，ETF、债券型基金、量化
业务等也是各公募机构发力的重点方向。

沪上一家中型基金公司的产品部人士表示，虽
然公司旗下的ETF产品还不多，但2024年会加大力
度布局。这个方向“卷”得比较惨烈，预计公司会循
着差异化的方向创设产品。

事实上，部分机构在ETF细分赛道的差异化竞
争布局已经显现。例如，景顺长城基金利用自身合
资公司的优势，推出跨境ETF品种，在境内外同步布
局。2024年1月初，景顺长城就将开启标普消费精
选ETF的认购。

“2024年，ETF市场的竞争会更加充分。因为
在主动权益产品整体盈利体验不好的情况下，ETF
的工具化和规模增加有目共睹，所以一些此前没有
布局ETF的机构也想分一杯羹。”华南一家公募机构
的市场人士坦言，“看着同业的规模增长这么多，一
些公司已经在抓紧布局了。”

记者采访多家旗下没有ETF产品的基金公司发
现，这些公司均计划在2024年新增指数产品、量化
指数产品，完善相关产品线。

此外，债券型基金新发频频出现“巨无霸”产品，
因此，一些基金公司把债券型基金定为“开门红”布
局的主要产品。

Wind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以来新成立的债
券型基金，合计募集规模为1230.82亿元，占12月新
发基金整体规模的85%以上。

华南一家券商系公募机构的人士透露，相比往
年公募集中发力权益类产品，2024年，很多公司的第
一只产品发行变成了债券型基金。

该人士表示，随着多家理财子公司下调旗下理财
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以及银行集体下调存款利率等
因素叠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开门红”期间客户的储蓄
需求。因此，对公募机构来讲，从固收产品方向布局
2024年“开门红”是个较好的机会。而且，在当前的市
场环境下，固收类产品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事实上，经历市场持续调整，固收低波动产品的
确受到基金公司的青睐。多家公司表示，将在2024
年加大该产品线的布局力度。

例如，建信基金介绍，公司将持续加大中低波动型
产品开发创设力度，推动个人零售型债券基金产品发
展，完善各类持有期布局，满足客户不同投资周期需求；
积极开发政金债指数基金产品，利率债指数基金产品
可作为现金管理类工具的有效补充；完善公司低、中、高
波动“固收+”产品谱系，严格控制产品净值回撤。

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监管层对债券型基金的
审批做了适当控制，以“配货”形式控制债券型基金
的发行数量和节奏。也就是说，各家公司需要布局
数只权益类产品才能申报和获批债券型基金。

岁末年初，各公
募机构正加紧为参
与“春季躁动”行情
进行排兵布阵，打造
2024年开年发行的
第一只新产品。

在 2023 年基金
发行市场整体降温
的背景下，公募新发
产品的氛围难与往
年比肩。此前，基金
业“开门红”较多发
力权益类产品，2024
年则迎来了多样性
布局，主动权益类基
金新品仍为主角，亦
有部分公司选择了
首先发行债券型基
金或ETF（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基金）。

裁员降薪传闻满天飞
公募准备过苦日子

元旦前夕，一则流传
颇广的聊天记录称，“公募
基金行业出清开始了，某
基金公司变相裁员。”聊天
记录显示，该基金公司成
立了一个再就业中心，目
的是让一些表现不好的员
工回炉重造，重造期间仅
发最低工资，目前已公布
第一批名单，5个基金经理
与3个研究员，直指该行为
是变相裁员，更不用赔偿
“n+1”，随后还点名了兴银
基金。随后，兴银基金进
行了公开辟谣。

近日，又有消息称北京
某头部公募开始裁员降薪，
“研究员底薪立减25%，基
金经理立减30%，2024年
1月份生效”。经业内人士
核实，该消息属实。

除了常规的裁员降
薪，更有公募基金限薪传
闻传出。“公募基金经理薪
酬或将封顶350万元”的
一则消息在网络流传。公
募基金经理限薪传言从去
年开始层出不穷，从一开
始流传的基金经理的薪酬
封顶5000万元，再到封顶
1500 万元，如今又降至
350万元。

公募基金行业裁员、
降薪传闻频现的背后，反
映了行业薪酬水平确实在
下滑。

“短期可会面临一些
挑战，但长期是有利于行
业健康发展的。”北京某头
部公募基金人士坦言，公
募降费政策短期将对很多
基金公司的盈利造成一定
冲击，尤其是权益类产品
占比高的公司，受到的影
响相对更大；而第二阶段
费改的影响更直接作用于
券商，其明确禁止券商以
“基金销售规模换交易佣
金”，这将影响到券商研究
所的收入。但从长远来
看，费改将倒逼机构苦修
内功，让基金、券商更专注
于投研能力。
据经济观察报、界面新闻

相关

各家基金公司开年新发产品“抢赛道”，离不开
对2024年市场走势的把脉。整体看，机构对2024年
的投资市场相对乐观。

富国基金日前表示，从2023年到2024年，A股
三大核心驱动因素将显著改变。首先，盈利筑底反
弹，逐渐走出低幅度修复通道；其次，中美货币政策
有望走向共振，流动性维持宽松格局；第三，由于政
策定力与张力并举，美债、美元对A股的影响有望逆
转，风险偏好料迎来积极改善的窗口期。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徐荔蓉表
示，总体看，2024年的消费大概率会好于当前市场预
期，届时其对经济稳定、市场盈利等各方面的贡献或
许都会比较明显。此外，就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A
股在过去一到两年中处于全球投资者比较低配的状
态。因此，即使基本面出现较小的向上边际变化，也
会带来非常大的弹性。如果2024年基本面出现好
转，整个市场的走势会更加健康。

中欧基金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周蔚文表
示，2024年是布局有长期价值股票的良机，尤其是其
中的沪深300板块的估值已经具备较大吸引力。过

去凡是沪深300的收益率接近或者接触到国债十年
收益率，股市就基本见底，或者企稳向上。就结构的
角度看，经过过去两年的市场变化，沪深300与国证
2000相比，市盈率比值已经达到最近六七年最小的
时候，大盘股更有吸引力。

对于2024年的投资方向，周蔚文表示，将关注
新兴产业的投资机会。有不少公司会持续成长，尤
其是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比如在ChatG-
PT（美国公司OpenAI研发的一款聊天机器人模型）、
应用、硬件、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等细分领域，这里
面总有一批公司会长大，这些是胜率不高但是赔率
较大的投资机会，需要大家一起挖掘。

招商基金则关注三类资产。第一是红利资产，
伴随利率水平下降，低估值、高股息类股票的相对优
势仍然显著，如电力设备、高速公路、运营商、石油石
化等板块；第二是大众品，这一品种估值处于近十年
较低水平，且受益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及平价
消费趋势，其中，食品、乳制品、零食等板块值得跟
踪；第三是中期受益于全球金融条件改善，以及行业
周期回升的电子和医药板块。

纵深

布局长期价值股票 今年将迎来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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