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深

论金 12

2025 年 6 月 20 日 星期五 责编 何恒 美编 但雯婷 图编 胡颖 校审 黄颖

A
助力降本增效

与产品差异化发展

6月12日，平安基金发布公告
称，旗下平安中证港股医药ETF联
接、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ETF发
起式联接纷纷增设E类份额。根据
公告，上述新设的E类份额产品，均
不收取申购费用，而是从基金净值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并根据持
有期设置不同的赎回费率。

随着基金市场的不断创新，A、
C、D、E、I、Y等不同基金份额类型
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选择。这些
份额在产品设计、定位、费率及申购
方式上各具特色，以适应不同投资
需求。

大致来看，A类份额采用传统
前端收费模式，申购时一次性支付
申购费，适合长期持有者；C类份额
免申购费，但按日计提销售服务费，
适合短期持有；D类份额通常针对
特定销售渠道，费率设置不统一，适
应不同投资者需求；E类份额与C
类份额类似，也是后端收费，通过灵
活费率结构（如阶梯式申购费）满足
差异化需求；I类份额以极低综合费
率（如 0.1%的年销售服务费）显著
降低投资者成本；Y类份额专为养

老金设计，费率优惠，且专款专用
（只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基金增
设新份额具有两大核心动因：一是
降低运营成本，盘活存量规模；二
是精准匹配渠道需求，拓展销售场
景。

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公募产品运营曾方
芳表示：“相较于新发基金需经历
漫长的审批流程与高额营销费用，
增设份额仅需修改合同并公告即
可落地。这种‘轻量化’运营模式，
可大幅减少基金公司运营成本。”

另据记者了解，不同份额的费
率结构与销售渠道高度绑定。曾
方芳介绍，D类份额通常在银行渠
道销售较多，部分D类份额基金申
购起点较高，主要服务于机构投资
者或高净值个人投资者；E类份额
则多数通过互联网等代销渠道推
广“0申购费”策略，以期吸引散户
资金；I类份额主要通过直销平台
推广，综合费率较其他份额较低。

“老基金持营愈发重要。”晨星
（中国）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孙珩表
示，增设新份额可借不同费率设置
及申赎规则，来契合特定渠道（如
直销或指定平台）、不同类型投资
者（如机构或个人）在投资期限、流
动性、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化偏好，
这既能吸引增量资金、扩大基金规
模，也能让基金公司更好地适应市

场变化，增强产品
在存量竞争中的
吸引力。

B
推动公募机构

精细化运营和服务

今年3月份发布的《商业银行
代理销售业务管理办法》提出“严格
代销业务管理，防范代销业务风险”
等要求。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进一
步推动基金代销机构在与基金公司
合作中严格把关，优化服务体验，同
时倒逼基金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注重持营。

面对日益丰富的份额设计，投
资者需根据自己的投资需求和风险
等级匹配相应的产品。对此，陕西
巨丰投资资讯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投
资顾问陈宇恒建议：“投资者应优先
评估自身资金属性。例如，持有周
期短于6个月的资金，选择免申购
费的C类或E类份额更优；若计划
长期持有，A类份额的赎回费优惠
可能更具性价比。”

对于公募基金份额创新的下一
步方向，曾方芳认为，公募基金创新
逻辑将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
动”，通过差异化设计、技术赋能与
政策协同等方面，构建更贴合投资
者需求的产品生态，推动行业向精
细化转型。

曾方芳进一步表示，公募基金
份额创新有五大方向：一是费率机
制深度革新，浮动费率模式有望成
主流，通过“超额收益挂钩、亏损少
收费”机制倒逼基金公司提升投研
能力；二是投资者需求细分将催生
场景化产品设计，如养老场景的Y
类份额、ESG主题的绿色份额等，精
准匹配多元化需求；三是技术赋能
将重塑公募行业服务模式，随着未
来AI风控与投研系统提升效率，动
态份额转换将显著降低投资者交易
成本；四是政策端不断引导中长期
资金布局，个人养老金制度扩容进
一步推动Y类份额发展，同时长周
期考核将引导基金经理关注长期业
绩；五是被动投资浪潮将推动指数
基金费率下行与工具化产品爆发，
宽基指数基金费率向0.15%以下下
沉，数字经济、云计算等主题ETF
加速扩容。

近期，多只公募基金份额扩容。据统计，6月份以来，已有平安中证港股医药ETF联接、
平安中证消费电子主题ETF发起式联接等多只基金公告增设新份额类别，覆盖C类、D类、
E类等“小众”份额。

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密集增设新份额，折射出行业从“重首发”向“强持营（持续营
销）”转型的深层逻辑，可满足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提升产品竞争力。

近期，债券型 ETF 规模突破 3000 亿元、公募
REITs市值突破2000亿元等消息不断，此外，黄金类
ETF年内规模翻倍，固收+基金规模重回升势。这四
类产品大肆吸金，为基金公司提供规模新增长点。

今年以来，债券型ETF、黄金ETF、固收+基金、公募
REITs 四大类产品迎来全面爆发，成为公募规模新增长
点，合计规模至少增加了超3700亿元。

债券ETF发展提速，成为资本市场中备受关注的投资
工具。Wind数据显示，2025年2月债券ETF规模突破2000
亿元，截至2025年6月13日，债券ETF总规模又突破3200
亿元。债券ETF规模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相比2024年底
增加1460亿元，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增长幅度高达84%。

海富通基金表示，债券型ETF吸金明显，主要得益于
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国内债券ETF总规模
不断突破，其背后有几个关键因素，如被动化投资理念的
普及，债券ETF凭借其持仓透明度高、投资风格稳定、仓
位稳定的特点，很好地满足了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另外，
今年以来债券型ETF产品创新步伐加快，覆盖了更多层
次的投资者群体。

黄金类ETF是今年吸金较多的另一类ETF产品，最
新规模为 1566.7 亿元，相比去年底的 704.4 亿元，增加
862.3亿元，增幅高达122%。黄金类ETF大幅降低了投资
者投资黄金的门槛，成为重要的避险工具之一。

在今年流动性充裕背景下，投资者进一步认识到公募
REITs作为独立大类资产的配置价值，其二级市场热度较
高。在首批公募REITs上市即将达到四年之际，全市场公
募REITs总市值最新突破2000亿元。截至6月13日，公募
REITs总市值为2041亿元，相比去年底增加477亿元。

除上述产品外，固收+产品也成为今年规模增长较大
的产品之一。在高波动的行情下，兼顾稳健收益与波动
控制的资产配置方案正在重新成为市场的共识。2025年
基金一季报披露数据显示，包括一级债基、二级债基、偏
债混合型基金和部分灵活配置型基金在内的固收+产品
一季度总规模增长超千亿元。多家基金公司的固收+产
品规模一季度增长超百亿元。随着公募基金加大营销力
度，固收+产品规模在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四类公募产品全面爆发

相关

指增基金队伍持续壮大
6月16日，东兴中证A500指数增强基金正式开始发

行。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指数增强基金队伍持
续壮大，截至6月15日，公募机构年内目前，市场上共有
366 只指增基金，从布局方向来看，以宽基指增基金居
多。围绕中证500、中证A500、沪深300、中证1000四大宽
基指数布局的指增产品数量占比超60%。同时，今年以来
中证A500指增基金数量增长迅速，年内新成立的70只指
增基金中，有38只是中证A500指增基金。

东兴基金量化投资业务负责人李兵伟认为，宽基指
数对于公募机构布局指增产品往往更具吸引力。宽基指
数的成分股普遍具备高流动性特征，这为指增基金的大
规模资金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宽基指数的多行
业覆盖与市值分层为量化策略的超额收益挖掘空间。

54家公募清盘105只产品
据统计，截至6月14日，今年以来已有105只公募产

品清盘。在终止原因上，因基金资产净值低于合同限制、
基金持有人大会同意终止、合同到期终止的产品分别有
83只、21只、1只。可以看到，因规模不足清盘的产品占比
近八成，还有两成产品主动清盘。

年内已清盘的105只基金中，发起式产品有40只，占
比为38%，均因基金资产净值低于合同限制而清盘。其中
32只已清盘发起式产品为权益类基金，占权益产品清盘
总量的四成。显然，三年规模大考机制正加速市场出清。

从产品类型看，年内已清盘产品中，权益产品占比七
成。其中，无论是被动指数类产品，还是主动管理产品，新
能源、医药、消费等行业主题基金已成为清盘“重灾区”。

公募前5月分红935.5亿元
公募基金分红热情高涨。万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公募基金累计分红金额93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四成。
这一数据反映出公募行业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趋势转变，在
市场整体回暖背景下，公募基金整体盈利能力有效提升。

数据显示，前5个月共有2635只公募基金（不同份额
基金分开计算）实施分红，合计分红次数3823次，分红金
额935.5亿元。不管是从基金数量还是从分红次数、分红
规模上看，今年前5个月数据均创近3年同期新高。

具体看，前5个月债券型基金和股票指数基金分红最多，分
别为713.99亿元和129.09亿元，占比分别为76.32%和13.8%。

公募基金密集增设新份额
差异化竞争满足多元需求

本报综合证券日报、券商中国、财联社、经济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