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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产品陆续放开申购

布局良机来了？
“现在还能买

基金吗？”2024年
伊始，有部分基金
投 资 者 这 样 发
问。其中一位个
人投资者告诉记
者，自己买入的产
品仍亏损 30%以
上，虽然目前市场
上的声音都在说
“现在到底了”，但
业 绩 仍 未 见 好
转。“这纠结的磨
底期究竟何时过
去？”他无奈地说。

虽然市场未
改震荡调整之势，
但近来有多只基
金产品解除“限购
令”，宣布恢复大
额申购业务。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1 月 15 日，2023
年 10月以来至少
有70只基金陆续
“开门迎客”，其中
主动权益类、被动
指数类等权益类
基金产品已超过
30只。

与此同时，机
构投资者正在积
极布局春季行情，
多只权益类产品
“整装待发”，低位
布局趋势越发明
显。从细分种类
而言，指数型基金
成为发力重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
当前 A 股市场的
估值处于历史低
位，性价比极高。

1多只基金“开门迎客”

1月11日，华商新趋势优选发布公告
称，即日起恢复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之前的公告显示，该产品曾在
2023年5月4日起暂停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单笔或累计高于30万元（不含30万元）的
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上述恢复大额申购的基金产品中，
华商新趋势优选是其中为数不多的百亿级
别的“巨无霸”产品。该产品的掌舵者是百
亿基金经理周海栋，这也是他管理的6只
产品中规模最大的一只基金。2023年三
季报数据显示，华商新趋势优选的规模为
129.1亿元，周海栋的同期在管总规模为
369.51亿元。

查阅公告可以发现，“开门迎客”的情况
并非个例。今年以来，诺德成长优势混合、
长信乐信A、国联策略优选混合、中银医疗
保健A、长盛成长价值A等多只主动权益类
基金产品，纷纷宣布恢复大额申购。

权益类被动指数基金也同样如此。日
前，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A发布公告称，
该产品自1月12日起，取消对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金额100万元以上
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
请的限制。

此外，大成互联网+大数据A、景顺长
城沪港深红利成长低波指数、富国创业板指
数等指数类基金等，也于日前纷纷宣布解除

“限购令”。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基金公司为何陆续

开放旗下基金产品的大额申购？“机构行为
冲击下可能会导致产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一位主动放开产品大额限制的基金经
理表示，“限购”是为了控制规模，而放开约
束则是经过考量以后才适当提高产品的规
模边界。在其看来，在熊市或市场底部的时
候，产品能够容纳的规模相对较大。

2新发权益“挑大梁”

除了放开大额申购“开门迎客”的存量
基金外，基金发行市场似乎也传递了一些积
极信号。从2024年以来的新发基金来看，
权益型产品比重较大，埋伏春季行情意图明
显。从细分种类来看，指数型基金成为发力
重点。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15日，按基
金成立日计算，年初至今共有18只新基金
成立（仅计算初始基金，下同），均为权益类
产品，合计总发行份额达24.33亿份。与此
同时，目前有109只基金产品（只计算初始
基金，下同）处于正在发行的状态，还有近
20只新产品定档首月发售。其中权益类产
品占比同样超过一半，随着后续资金的进
场，或为A股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这与2023年债券型基金在
发行市场“挑大梁”的情况有
所不同。Wind 数据显示，
2023 年公募基金总发行份
额 则 为 1.15 万 亿 份 。 其
中，债券型基金占大头，
全年共成立了377只债
券型基金，合计发行规
模为 8198.63 亿元，
发行量占总量的
71.08%，创下近
20年来新高。

记者了

解到，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投资者，现在均
对指数基金大为青睐。各大基金公司持
续加大对指数产品的布局。如在今年成
立的18只基金产品中，就有14只指数型
产品（如招商中证 2000 指数增强 A），还有
部分联接产品（如易方达上证科创板成长
联接A等）。

“主动权益类产品很难卖，我们现在的
发力重点在指数产品这块。”一位权益“大
厂”人士表示，主动权益类产品在过去三年
中受困于市场震荡调整、业绩承压，已经失
去了占比不低的投资者的信任。

他认为，当投资者对于获取超额收益信
心不足时，可能通过指数化投资来暂时分
散风险，并选择交易成本更低的工具。在
该人士看来，基金公司目前在指数投资方
面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也是顺应和把握这
个趋势”。

而部分投资者的态度也从侧面证实了
这一观点。“我现在只买指数基金。”个人投
资者王晓对记者表示，他目前手持多只亏损
的主动权益类产品，且对业绩回暖仍没有信
心。

3布局良机来了吗

那么，当前是不是布局权益类产品的好
时机？“当前市场估值已处于历史低位，投资
者悲观预期的修正或将带来超跌反弹的投
资机会。”招商基金称，中期来看，经济基本
面复苏、总量政策积极，国内外流动性宽松
预计都将对权益资产提供支撑。

“当前A股市场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性价比极高。”摩根士丹利基金人士表示，上
周除了高股息表现依然相对较好外，超跌板
块如新能源、社服等也有明显反弹，这反映
出投资者仍然比较谨慎。

该人士认为，从中长期角度来看，需要
结合政策基调、产业发展趋势、业绩兑现等
多个角度进行考量，维持看好符合科技自立
自强以及真正受益于AI产业高速发展的科
技板块、景气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受益于
政策持续加码的高端制造板块。

“成交额在元旦过后始终处于低位徘
徊，导致机构可能需要在整体流动性较差的
环境下集中调仓，这或是新年后题材分化再
度陷入极致的原因。”华东某基金公司人士
表示，这反映了在低迷流动性环境下，投资
者高度一致性的避险情绪。在他看来，投资
者“运动式”撤离科技成长并涌入红利概念
的过程中，反映了当前基本面和市场情绪下
机构投资者对现金价值的需求。

华商基金量化投资总监邓默也有类似
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宏
观背景下，支撑A股估值体系的逻辑已经
在发生变化，投资者更看重上市公司稳定的
经营现金流和股东回报。

“高股息板块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更凸
显其投资性价比，是有可能成为2024年的
投资主线的。”邓默表示，伴随着市场走势，
高股息、低估值、低波动等“高安全边际”类
资产受到市场青睐，今年年初成长板块的调
整也进一步提高了投资者避险情绪，促使高
股息板块年初继续走强。

在业内人士看来，权益类基金恢复大额
申购、加大权益类产品的布局，积极筹备“弹

药”入市是传递了基金的一些信号。
“可能是认为当前市场时机蕴含更好的

预期回报。”一位基金业分析人士说，从过往
情况来看，业内往往会在低点放松限购。不
过，除了看好后市，也会与业绩表现、规模波
动、合同限制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因此，不
能仅凭放松限购的操作来判断后市走势。

另一位大型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则表
示，基金公司的“主动为之”是希望吸引更多
的投资者，以此可以补充部分资金的流失；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A股当前已具备中长期
再配置价值，基金公司吸纳资金准备入场

“抄底”。
据第一财经

只能看不能买
“橱窗基金”为何再现？

今年以来，权益类基金陆续放开限购，
而债券基金却仍有不少限购，只能看却买
不了的“橱窗基金”再度出现。

日前中欧兴利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保
证中欧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稳定运
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公司决定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含）起，将 A、C 份额每日
申购限额降至10元（不含），又一只只能看
却买不了的“橱窗基金”出现。

除中欧兴利外，1 月以来还有不少绩
优债基密集限购，如红塔红土瑞景 A、C
份额均自1月2日起暂停大额申购，每日申
购限额为500元。广发央企80债券指数D
份额自1月3日起暂停大额申购，每日申购
限额为 1000 元；A、C 份额则自 1 月 8 日起
每日限购10万元。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以来，全市场
已有 11 只债券型基金宣布暂停机构客户
大额申购。若从近一个月来看，全市场已
有329只债券型基金产品发布限购公告。

业内人士表示，债基去年的业绩表现
较为亮眼，市场资金追捧趋势延续，限制申
购公告频发是为了防止短期内大额资金流
入摊薄收益，影响基金新年策略调整的投
资者保护措施。

实际上，在去年年底债基就迎来了一
波“限购潮”。例如，去年12月8日，财通基金
发布公告称，旗下财通纯债债券和财通恒利
债券的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及转换转入金额均不得超过100元。
此前的11月22日，长盛基金发也布公告称，
对长盛盛启债券A类或C类单日单个基金账
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元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

此外，甚至还有基金直接对机构客户
“闭门谢客”。易方达稳健收益基金公告
称，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自12月19日起暂停机构客户在
全部销售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2023年年底的债券型
基金受到追捧大量新发基金提前结募并掀
起“限购潮”的原因与其较为亮眼的业绩表
现有关。 据金融时报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