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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发行“被动”成色显著

在资本市场里，开门红一般是指保
险业在岁末年初时针对市场推出新产
品。但近年来，随着公募基金的投资群
体扩大，叠加A股跨年行情和春季行情
助力下，开门红成为各大基金公司争夺
的新年基金发行窗口。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截至
2024年12月26日，全市场有47只基金
正在发行中，其中有37只基金的募集截
止日在2025年，个别于2024年底发售
的基金，募集截止日到2025年3月。

具体看，37只基金以权益产品为
主，“被动”成色依然显著。首先是中证
A500指数基金，华宝中证A500ETF联
接基金于2024年12月23日开始发售，
募集截止日为2025年 1月 7日。富国
基金、明生加银基金和交银施罗德基金
旗下的中证 A500 产品，均于 2024 年
12月 26日开始发售，募集截止日到1
月中旬。

其次是沪深300指数，中银基金旗
下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和博时基金旗下
的沪深300ETF联接基金，均于2025年
1月10日截止募集。另外，跨年布局的
指数基金还有华安中证全指计算机指数
基金、工银瑞信创业板50ETF、景顺长城
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富国恒生A股
专精特新企业ETF、摩根上证科创板新
一代信息技术ETF、嘉实中证港股通高
股息投资ETF。

此外，截至2024年12月26日，尚有

43只新发基金排上了发行档期，有23只
为指数基金，其中6只为中证A500指数
产品。中加基金、贝莱德基金和广发基
金旗下的中证A500指数增强基金，以及
长城基金旗下的中证A500指数基金，均
将发行日定在2025年首个交易日（1月2
日）。

另外，在布局2025年开门红中，主
动权益基金同样是主力军。截至2024
年12月26日正在发行的37只基金中，
有15只为主动权益基金，较为显著的是
红利和科技主题产品，包括银河科技成
长、华安先进制造等基金。华泰柏瑞和
景顺长城发行的是红利量化选股基金。

基金公司重新聚焦开门红

在开门红语境下，新年伊始是全年
的关键时刻，如果金融产品能获得资金
青睐，往往会为新年的市场业绩定下好
的基调，所谓“开门红、红一年”。对公募
基金而言，开门红同样具有重要的定调
意义。

北方一家中小公募品牌负责人表
示，公募基金的开门红最引人关注的是
在2020年到2021年。这两年里主动权
益基金迎来大发展，各家的明星基金备
受关注，加上结构性行情配合，开门红自
然而然就成为了各家基金公司岁末年
初的主流打法，“2020年末时各家基
金公司都在开门红。当时，各大明星
基金经理挂帅，不少产品最终募集出
了百亿爆款”。

就2025年而言，华南一家头部公募
品牌人士称，2025年的开门红的市场关
注度，预计不及2021年，但和2022年、
2023年等年份相比，预计会有明显起
色。

其分析认为，一方面，赛道主题基
金经过2021年前后的高歌猛进后，出
现一段低谷期。在此期间，市场行情持
续低迷，主动权益基金业绩和规模差强
人意，基金公司也逐步淡化了开门红。
但随着2024年下半年新一轮行情的展
开，权益基金的业绩随之复苏。2025
年开门红重新成为基金公司的产品布
局发力点。

另一方面，2024年以来，被动指数
基金蓬勃发展。因此，2025年基金公司
重新聚焦开门红，有相当部分以指数基
金为着力点。历经2024年的蓬勃发展
后，指数基金发展大趋势已在业内取得
基本共识。大的基金公司持续布局
ETF，数量众多的中小基金公司，则想通
过普通指数基金或者指数增强基金，来
实现新一轮突围发展。

伴随市场利率持续下行，货币
基金的收益率震荡下行。据Wind
统计，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全市
场364只货币基金（仅统计初始基
金）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1.48%，
较年初的2.34%回落了86个BP。

多只基金更是在2024年12月创
下了收益率新低。其中，规模最大的
天弘余额宝最新7日年化收益率则为
1.24%，再次刷新收益率最低纪录，而
在 2024 年年初（截至 2024 年 1 月 7
日），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为2.39%，
一年过去收益下滑48%，几近腰斩。

交易人士分析称，当前居民风
险偏好持续降低，多次降息降准之
后，中长期货基收益率中枢还会
逐步下移，且低利率、低息差将
成为常态。

据第一财经

国内首只应对气候变化的高
等级债券指数基金——路博迈
CFETS0-5年期气候变化高等
级债券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于2024年12月25日成立。

2024年12月26日，路博迈
CFETS0-5年期气候变化债券
指数发布基金合同生效公告，披
露完成60亿元的顶格募集。该产
品于2024年12月23日开始募集，
12月25日提前结募，原定募集截止
日为2024年12月31日，但仅用2个
交易日就完成顶格募集。

Wind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绿
色主题债基发行数量和规模均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截至2024年12月25日，
年内已有鹏华、汇丰晋信、摩根资产管理、

嘉实、国海富兰克林、宏利、东方基金陆续成
立绿色主题债基，合计募集规模近500亿元，

每只发行规模在60亿元或80亿元左右。
据中国基金报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三季度
末，全市场的债券型基金规模已较年初增长
1.4万亿元。而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全市
场债基总数已达3767只（仅统计主代码），其

中年内新成立债基337只。
同期年内全部债基平均取得
的收益率为 4.59%，相比
2023 年、2022 年分别增长
1.5%和3.6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
资管新规从2024年年初落
地以来，机构对产品透明度
的需求让债券型ETF愈发
走入机构视野，相关产品的
最新总规模达1771亿元，较
2023年末增长了一倍。

面对2025年的债市环
境，机构整体依然维持了震
荡偏强的观点，认为其向上
仍有空间。同时，提示投资
者：谨慎追涨，并注意季节性
行情对债市带来的“日历效
应”。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90只基金跨年发行
扎堆争抢开门红

趋弱！
货基平均7日年化

收益率1.48%

看多！
去年绿色债基发行

规模创新高

走强！
去年债券型ETF
规模增长一倍

2024年结束，但随着新一轮行情复苏，基金业2025年开门红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收盘，全市场90只正在发行和准备发行的基金中，有相当多的产品

将发行日期安排在了2025年，主动和被动基金均成为开门红布局主力军。既有中证A500和沪
深300等主流宽基指数产品，也有科技和红利等主题型主动权益基金。个别中证A500指数基金
的首发日，甚至锁定了2025年首个交易日（1月2日）。

此前，公募基金的开门红最引人关注的是2020年到2021年，当年各大明星基金经理挂帅，
爆款基金辈出。但在行情下行后，公募基金开门红现象有所淡化。随着2024年市场行情回升，
开门红现象重新回到市场视野中来。但就本质看，开门红更多是基金公司在特殊时间节点下的营
销手段。2025年能否开门红、红多久，依然取决于市场行情和市场需求。

就基金公司过往开门红情况看，岁
末年初开售的基金产品将取得不错销
量，除了基金产品本身契合当下投资需
求外，行情配合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
素。就2024年年末基金公司的预判看，
2025年依然是一个“有为”年份。

“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力下，2025
年宏观经济形势预计整体向好。国内股市
在经历了去年9月底以来的大幅反弹后并
未被高估，整体看好。”博时基金多元资产
管理一部总经理兼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投资
总监郑铮表示，就基本面角度看，本轮企业
ROE下行区间已超过12个季度，2024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
的宏观政策，有望带动企业盈利拐点向
上。就估值角度看，当前A股无论从全球
估值比较，还是股票市值与债券/货币/
GDP比较，均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摩根资产管理预计，大多数在A股
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国
内市场，本地需求至关重要。支持经济
的国内政策措施，有望成为中国股市更
重要的推动力。在宏观环境出现更全面
的复苏前，银行、能源和国有企业等高股
息和防御性股票或有望表现良好，大型
蓝筹股、行业龙头或有机会吸引持续的
资金流入。主动管理策略或更多聚焦基
本面指标，可能走出结构化行情。

具体布局方面，中欧基金表示，可通
过三条主线把握2025年的市场机遇：首先
为内需复苏主线，涉及行业中估值弹性较
大的是食品饮料、业绩弹性较大的是房地

产、政策弹性较大的是医药，以及
内需消费升级相关的服务消费、
品质必需消费与潮玩可选消
费；其次为再通胀主线，伴随央
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政
策表态，关注PPI修复预期
带动的周期品，尤其是中国
定价权更强的钢铁、煤炭
和铝等；最后把握高景气
科技领域的产业迭代趋
势，关注AI、储能和各
类长验证周期的题材
如国产替代和商业
航天等。

长 城 基 金 副
总经理、投资总监
杨建华表示，2025
年的一大重要投
资主线在于科技，
尤其要关注自主
可控的新进展方
向。长远看，人
工智能、半导体、
新能源等代表科
技创新、高端智
造趋势的领域，
同时也是国家经
济发展和政策导
向重点发力、重点
投入的方向，将持
续受到市场关注。

据证券时报

三条主线把握2025年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