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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中国ETF吸金千亿

近日，易方达香港发布了 2024 年 10月全球
ETF资金流向报告。报告显示，全球基金（含中国境
内）当月共流入中国股票市场241亿美元（约人民币
1732亿元）。

具体看，10月，境外上市的中国ETF净流入资
金为人民币 1115 亿元，其中股票型ETF净流入
1090亿元，流入规模明显大于前9个月。流入规模
较多的ETF主要追踪宽基指数，含富时中国50、沪
深300、MSCI中国等指数。截至2024年10月末，
在全球范围内，境外投资中国的ETF共计334只，
总规模达人民币8180亿元，较9月、8月分别上涨
9%、37%。

富途数据显示，在纽交所上市的基金——中国
大盘股ETF-iShares的资产规模自8月底就开始逐
月大增，并在美国时间10月11日达到108.6亿美
元，这也是在美上市的中国股票ETF规模首次突破
100亿美元。截至11月7日，中国大盘股ETF-iS-
hares 资产规模为101.34 亿美元，较9月 30日的
48.61亿美元增长52.73亿美元。

此外，截至 11 月 7 日，MSCI 中国 ETF-iS-
hares、沪深300中国A股ETF-德银嘉实的资产
规模分别为59.55亿美元、36.63亿美元，较9月30
日的资产规模分别增长11.77亿元美元、17.56亿美
元；3倍做多富时中国ETF-Direxion的资产规模
为19.3 亿美元，较 9月 30日的 12.49 亿美元增长
6.81亿美元。

全球主动权益基金加仓

在大量资金借道ETF流入中国股票市场的同
时，全球主动权益基金也提高了中国股票的配置。

来自易方达香港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
（数据延迟一个月发布），全球主动基金对中国的配
置相较基准低配了2.64个百分点。尽管相较基准仍
为低配状态，但低配程度已较8月的3.63个百分点
有所降低。此外，中国股票
在全球主动基金中的仓位
约为 6.3%，较 8 月的
5%出现小幅反弹。

实际上，上市
公司披露的三季
报也已显露外资
加码中国的迹象。

Wind数据显示，按照进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行列
作为统计口径，截至三季度末，已有30余家QFII机
构在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榜上有
名”。这些机构合计持有1250家（若多家外资机构持
有同一家A股上市公司，则重复计算）A股上市公司
股份，创近两年最高水平，较二季度末增加166家，为
近两年增加数量最多的一次。

在三季度末的外资持股名单中，多只大牛股
频频现身。比如，曾在三季度表现出色的深圳华
强、国中水务、博士眼镜，以及二季度股价一度涨
逾6倍的正丹股份，其前十大流通股东榜单均有
外资机构进驻。

平安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外资对中国资产的关
注度正在提升。在外围环境逐步宽松、国内支持性
政策进一步加码的背景下，中国资产的吸引力持续
增强。近期，贝莱德、富达、高盛等多家外资机构接
连现身于A股上市公司的调研名单，部分被调研标
的获外资机构新给予“买入”评级；另外，一些外资机
构还新推出布局A股资产的基金产品，无不体现出
对中国资产的看好。

外资巨头看好中国资产

自9月底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中国股票市场
迅速回暖，风险偏好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多家外
资巨头近期相继发声，表示看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对
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的提振，中国资产中长期
具备显著的配置价值。

近日，摩根资产管理发布四季度环球市场纵览，
指出当前A股已从情绪修复反弹进入基本面驱动行
情阶段，未来企业盈利恢复或将是行情持续的核心
变量，建议投资者关注A股“核心资产”与各行业中
具备“新质生产力”的龙头公司。

摩根资产管理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认
为，9月底以来的政策宽松超预期，快速提振当前投
资者信心，改善投资者对未来上市公司盈利和市场
流动性的预期。未来国内市场或将进入企业基本面
验证期，特别是国内财政政策的持续释放，将从国内
生产复苏和消费需求两个维度拉动市场回升，行情
或将进入企业业绩支撑的价值回归阶段。

景顺集团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施洛斯伯格在
202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上表示，中
国处于消费、绿色转型和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
景顺正积极布局与中国新质生产力相关的ETF，并
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将继续加大在中国市
场的投入。

此外，高盛也在10月5日将中国股市上调至
“超配”的一个月后，再度发布研报“唱多”中国资
产。高盛研究部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劲津
（Kinger Lau）及团队在11月4日发布的研报中，维
持了对中国A股和H股的“超配”评级，并预计未来
12个月这两个市场的潜在回报率在20%左右。

外资瞄准A股电子股
四季度外资机构聚焦电子股投资机会！
四季度以来，顶级机构持续关注A股市场。近期的调

研数据显示，外资机构对电子板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贝
莱德、瑞银、摩根士丹利、花旗、高盛、富达等知名外资频频
出现在多家电子类上市公司的调研名单中。

立讯精密、海康威视、水晶光电等电子公司成为外资机
构重点关注的对象。具体而言，贝莱德、瑞银等机构密集调
研立讯精密，重点了解其对消费电子类产品关税变动的看
法；富达、高盛等机构关注海康威视的海外业务拓展及AI
编程能力提升；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深入探讨水晶光
电的汇率风险管理问题。

贝莱德、瑞银等调研立讯精密

10月28日，立讯精密举行了分析师会议，吸引了四百
余家机构的参与，其中包括瑞银、美林、摩根士丹利、贝莱
德、花旗、高盛等。

立讯精密的产品主要涵盖消费电子、汽车、通信、工业
及医疗等领域，提供一站式多品类核心零部件、模组及系
统级产品。

在分析师会议上，投资者提问公司，如何看待未来在消
费电子上可能出现的关税问题。立讯精密表示，如果有新的
挑战，短期内的成本会传导到客户端，客户端承受不住就会
向终端消费者进行传导。在过去的5年，无论是贸易战还是
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大家都已经有妥善的解决方式。作
为中国厂商，公司希望把更多的产品留在中国制造，但如果
无法避免，也有海外产能来减少客户在成本上的压力。

富达、高盛等调研海康威视

10月26日，海康威视举行了业绩说明会，吸引了三百
余家机构的参与，其中包括富达、高盛、路博迈等。

海康威视是领先的视频产品和内容服务提供商，面向全
球提供领先的视频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内容服务。

在业绩说明会上，有投资者提问，从目前看，海外业务
的发展大概走到了什么阶段。海康威视表示，海外视频产
品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渠道体系
里补充了大量的非视频产品，现在能看到非视频产品的收
入增速比视频产品明显要快。此外，公司正在从比较简单
的产品型销售走到项目式销售的过程中，目前看东南亚、中
东等地的项目需求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有投资者询问公司在AI编程能力方向上的提
高。海康威视表示，公司也在探索这一领域，因为公司内部
研发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编程工作，是否能用工具化的措
施来实现底层重复性的工作也是提质增效的其中一个思考
方向。目前公司很多的AI工具都先应用在了自己内部，如
果有很好的进展，会及时与市场进行交流。

摩根士丹利等调研水晶光电

10月29日，水晶光电举行了业绩说明会。此次调研吸
引了三百余家机构的参与，包括摩根士丹利、花旗、威灵顿、
Point72等。

水晶光电是国内专业从事精密薄膜光学产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知名光电元器件制造的企业，专业从事光学影
像、薄膜光学面板、汽车电子（AR+)、反光材料等领域相关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该公司已构建光学元器件、
薄膜光学面板、半导体光学、汽车电子（AR+)、反光材料五
大业务板块。

业绩会上，有投资者提问，汇率的波动对于公司有多少
的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对此，水晶光电表示，公司的出口
比例确实很高，如果汇率波动较大，在财务数据层面对公司
会有一定的影响。今年，从汇兑损益来看，1~9月公司汇兑
收益1000多万元人民币，相较于去年同期基本上持平。

水晶光电认为，汇兑能够实现收益的主要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公司的主要原材料及装备大多是海
外进口，可以平衡一些外汇损失；第二，通过公司的跨境资
金池，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内外汇支付可以互相调剂；第三，
当汇率波动比较大的时候，通过银行的金融工具，远期
锁汇来控制财务费用；第四，公司每天都在关注汇
率波动的情况，根据汇率波动适时结汇来降
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据证券时报、券商中国、环球网

一系列增量政策正助推中国
资产重估，外资加码中国的趋势越
来越清晰。

10月，境外上市中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基金（ETF）录得人民币
1115亿元的净流入，截至月末规
模达到人民币8180亿元，单月增
幅为9%。

与此同时，全球主动基金对中
国股票的配置仓位也有所反弹。
近期，贝莱德、富达、高盛等多家外
资机构频频现身于A股上市公司
调研名单，积极关注中国资产重估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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