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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争相布局

指数化投资发展驶入快车道，指数增强
基金也成为多家公募争相布局的赛道。近
日，兴证全球中证500指数增强、国泰君安
中证全指指数增强、招商上证科创板综合价
格指数增强发起式等产品相关上报材料均
已被中国证监会接收。

近一年来，中证A500指数、科创综指等
指数新标的相继面市，除了成为ETF新品的

“必争之地”，也获得指数增强基金组团布局。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跟踪中证
A500指数的指数增强基金共计31只（份额合
并计算，下同），其中23只产品在2025年成立。

3月27日，博道基金、安信基金、国泰君
安资管、富国基金、博时基金、天弘基金等11
家基金管理人上报的首批上证科创板综合
指数增强基金拿到监管批文。当前，天弘上
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已于4月22日成立，募集
期间净认购金额为13.32亿元。

整体看，据中国证监会官网，截至4月
24日，年内共有68只指数增强基金上报，较
去年同期的19只同比增长257.89%。另据
Wind数据，截至4月24日，年内共有39只
指数增强基金成立，较2024年同期的6只产
品同比增长550%。其中，博道基金已成立3
只指增产品，招商基金、华夏基金、鹏华基
金、泓德基金旗下各有2只指增产品成立。

鹏华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苏
俊杰表示，今年以来指数增强产品整体发行
数量不少，可以看到各家公募在布局偏中长
期的赛道，从业绩开始做持营，这是慢慢做
大的过程，这类品种更像是长跑赛道。

富国基金副总经理李笑薇坦言：“ETF
具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平台性特征，因此在
发行阶段集中公司资源铺就赛道是主流做
法。对于指数增强产品而言，其中还有不少
实现超额收益的部分，因此先发优势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关键仍是有长期被投资者认可
的业绩。”

年内已成立3只指数增强产品的博道
基金同样看好相关产品的布局机会。博道
基金量化投资总监杨梦分析称，“从规模上
看，指增产品的超额收益是有波动的，不像
ETF是纯复制指数，投资者还要面临对业绩
和方法论再认知和再观察的过程。但在指

数工具化的大浪潮下，投资者对于基金产品
风格清晰的需求也是越来越旺盛的。而要
在指增赛道上做好，所需要的资源禀赋也是
我们通过差异化的竞争可以体现出优势的
地方。因此对于中小型公司，如果想在指数
化浪潮中有差异化的一席之地，指数增强基
金是非常重要的阵地”。

发展空间仍存

事实上，若追溯国内的第一只指数基金
——华安上证180指数增强，也同样是一只
指数增强基金，成立于2002年。

虽然在同类产品中夺得先发优势，且当
下发行市场热情明显升温，但是从存量产品
规模来看，这类产品知名度并不高。在年内
ETF突破4万亿元的时间节点，指数增强基
金则表现得不温不火。具体来看，Wind数
据显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全市场669
只指数增强基金（份额分开计算，下同）的总
规模为2175.96亿元。

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易方达上证50增
强，达189.38亿元，也是目前唯一一只规模
超百亿元的指数增强基金。同期，富国沪深
300增强、兴全沪深300指数增强、富国中证
红利指数增强、富国中证500指数增强、华
夏中证500指数增强的规模也超过50亿元。

回顾过去几年，指数增强基金规模逐年
增长，由2021年末的1539.52亿元增长至
2024年末突破2000亿元，达2030.77亿元。

李笑薇表示，近年来，场内ETF规模呈
爆发式增长，场外基金规模也有增长，但相对
缓慢。美国、日本市场在被动指数发展过程
中，场内ETF和场外指数基金几乎是同步发
展。而美国市场场外指数基金的优势，在中
国A股市场的场外基金上同样可以看得到。

“相对于ETF，指数增强基金能够更好
匹配各类投资者不同的投资需求。有着起
投门槛低、以公允净值进行申赎、定投长期
投资功能完善等方面优势。A股市场有获
取超额收益的空间，指数增强基金结合了指
数基金和主动基金的优势，能满足投资者对
被动投资和超额收益的双重需求，因此，场
外个人投资者对其的需求潜力较大，是行业
未来布局的方向。”李笑薇表示。

拼长期超额收益

从业绩表现看，指数增强基金长期收益
较为亮眼。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3日，
663只指数增强基金中，278只在年内录得
正收益。其中，创金合信北证50指增的净
值增长率暂居榜首，达31.16%。若拉长时
间至近五年，168只基金中，则有超九成产品
实现正收益。其中，3只基金收益率涨超
70%。

在长期业绩表现较佳、个人投资者需求
潜力有望迎来增长的同时，业内认为，指数增
强基金仍有部分难题待解。在中金基金量化
指数部负责人耿帅军看来，指数增强基金发

展仍有“看不懂、看不上、拿不住”三大痛点，
首要任务是解决投资者看不懂的疑惑。同
时，部分投资者更愿意选择权益基金博得高
弹性，使得指数增强基金赛道没有迎来较大
关注。此外，指数增强产品更要求投资者有
长期投资心态。未来，宽基是做好指增最重
要的基石，通过增强的方式再获取超额收益，
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时，行业要在投教、
管理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主观能动性。

国泰君安资管量化投资部总经理胡崇
海指出，未来，做超额收益拥有可为的空间，
但同时也要追求以稳定的输出，优化客户持
有体验。“这倒逼着基金管理人不断迭代模
型，做出更有竞争力的超额收益。只要超额
收益是可预期的、可复制的，就会形成累加
效应，团队还应该不断精进，做好自身全系
列的指数增强产品。”

杨梦也表示：“当前A股市场，指数增强
基金还有比较丰富的超额收益空间，未来大
家比拼的并不是谁阶段性业绩更好，而是超
额收益长期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背后需要
对模型细节有更深入的思考和迭代。”

整体来看，财经评论员郭施亮评价，指
数增强基金成立数量大增，市场竞争在未来
可能更加激烈。如果市场环境持续改善，未
来指数增强基金的规模、业绩增长表现将值
得期待，市场环境、基金经理的资产配置能
力与指数增强基金表现呈现出正向关系，只
有打造出特色产品、提升资产配置能力，才
能增强基金竞争力。

年内成立数量增超500%
指增基金提速扩容

今年以来新发基金规模突破3000亿
元，多达45只权益类基金募集规模超过10
亿元。从近期基金销售情况看，股债跷跷
板效应显现，权益类基金发行显著提速，部
分债券基金遭遇赎回。

新发基金规模超3000亿

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24日，今
年以来共成立了375只新基金，发行规模
为3079.93亿元。权益类基金成为发行主
力，共有275只新基金成立，发行规模合计
为1473.14亿元，其中45只发行规模在10
亿元以上。

具体看，科创主题指数基金强势吸金，
发行规模合计538.44亿元。

作为创新类指数基金，自由现金流主

题ETF受到投资者青睐。截至4月24日，
今年以来有11只自由现金流主题ETF成
立，募集规模合计近百亿元。

主动权益类基金终于重回投资者视
野。广发同远回报混合基金发行规模为
18.91亿元，大成兴远启航混合基金发行规
模为13.25亿元，富国景气优选混合基金发
行规模为12.7亿元。

兴业证券研报显示，一季度主动权益
类基金规模已经开始止跌回升，这是继去
年三季度后再度出现回升。随着市场赚钱
效应改善，以及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超额收
益回归，将进一步推动主动权益类基金规
模的企稳回升。

此外，FOF发行显著回暖，今年以来发
行总规模达到194.05亿元，涌现多只爆款
基金。

股债跷跷板效应显现

从近期资金流向看，在主动权益类基
金强势吸金的同时，多只债券基金遭赎回，
部分基金甚至因大额赎回影响了基金净值
精度。

4月24日，凯石基金发布公告称，凯石
岐短债基金C类份额4月23日发生大额赎
回。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
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到不利影响，自4月
23日起提高基金C类份额净值精度至小数
点后八位，小数点后第九位四舍五入。

相比之下，近期权益类基金发行显著
提速。以4月24日为例，共有8只基金发
布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其中7只是权益类
基金。

此外，多只新基金宣布提前结束募
集。如汇添富上证科创板100ETF于4月
21日开始募集，将募集截止日从4月25日
提前至4月22日。

权益类基金货架仍在密集上新。截至
4月24日，有73只权益类基金正在发行，
指数基金依然是发行主力，包括科创主题
指数、自由现金流主题指数、中证A500指
数等相关基金。另有18只权益类基金发
布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即将发行。

在新华基金基金经理王永明看来，随
着国内经济的企稳回升，市场信心逐渐恢
复，新基金发行回暖，以绝对收益为主或低
风险偏好的资金开始增加权益资产的仓
位。同时，海外经济滞胀的压力增大，相比
之下，A股市场吸引力明显增强。

据北京商报、上海证券报等

指增基金新发基金规模已超3000亿元在年内场
内ETF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场外指数基金的“Plus
版”，指数增强基金也频频上新。年内指数增强基金成
立数量已同比增长超500%。发行市场情绪升温，但
从存量产品规模来看，这类产品的知名度并不高。在
场内ETF已突破4万亿元的节点下，指数增强基金最
新规模则为2175.96亿元。有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场
外个人投资者对指数增强基金的需求潜力较大，规模
增长空间仍存，相关产品或是行业未来布局的方向，对
于公募而言比拼长期超额收益是关键。 指增基金

今年新发基金规模突破3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