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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 +”基金恰好匹配了居民稳健理财的需要，填补了股票资产与纯固收之
间的空白。 

文  |  孙斌

规模激增，能否涅槃重生
公募基金：



63MEGA FINANCE   2022  02

当前我国财富管理市场格局已发生剧变。如

今，公募基金渐有领军之势，产品数量和管理规

模逐年攀升，屡创纪录。1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发布 2021 年 12 月公募基金市场数

据。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募基金资

产净值合计 25.56 万亿元，较 2020 年年末的 19.89

万亿元，增长 5.67 万亿元，同比提升 28.51%。

2021 年以来持续震荡的 A 股令权益类产品

分化加剧，市场对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产品需求

愈发强烈。“固收 +”基金恰好匹配了居民稳健

理财的需要，填补了股票资产与纯固收之间的

空白，成为 2021 年以来公募基金中最受市场欢

迎的产品类型之一。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伴随基金规模上涨

带来的策略压力以及股市回调，持续了近 3 年

的基金普涨行情或将终结。

新发基金 3 万亿份，碳中和、北交所
概念受捧

近十年公募基金新发基金数量呈上升趋势。

2019 ～ 2021 年，公募基金行业罕见地实现连续

三年正收益。

2021 年新设立基金 1898 只，较 2020 年增

加 37.84%，较十年前年度新增数量翻了十倍有

余。2019 年以前各年度新发基金份额鲜有超万

亿，而近两年在流动性宽松、债市走牛、股市

极致结构性行情等因素的推动下，公募基金新

发基金规模呈爆发式增长，2020 及 2021 年基金

新发份额均在 3 万亿左右。 

从每年新发产品的发行份额来看，2020 年

以及 2021 年权益类基金发行份额超过 50 亿份的

“爆款”基金频现。

其中，2020 年发行份额超过 50 亿份的主动

权益类基金共 98 只，偏股混合型基金包含 82 只，

普通股票型基金 13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1 只，

平衡混合型基金 2 只。

2021 年“爆款”基金共 80 只，仍以偏股混

合型基金为主，为 66 只，普通股票型 9 只、灵

活配置型基金 4 只、平衡混合型基金 1 只。

从近几年的爆款基金来看，其出现原因主

要有三方面：其一，基金经理为“明星基金经理”，

大多具有多年管理经验，或历史业绩突出、知

名度较高，如 2021 年新发基金发行份额在百亿

以上的产品中基金经理为刘格菘、李晓星、冯

波等明星管理人；其二，投资范围均为创新型

产品，如 2019 年首批成立的 7 只投资于科创板

的基金；其三，市场投资情绪高涨阶段，公募

基金新发产品的募集规模往往较高，如 2021 年

发行份额在百亿元以上的基金产品中，10 只均

成立于年初的“红火”行情期间。

从新发基金主题看，多家基金公司布局碳

中和主题。受益于“碳达峰、碳中和”政策面支持，

成长空间较大的标的不在少数。

不同于传统新能源概念，“碳中和”主题

不仅包括新能源产业中制造业板块和能源板块，

同时涉及部分传统领域的改革，如供给侧的基

础化工、农业、交运等行业，以及需求侧的建

筑材料、节能环保领域。

另外，2021 年北交所的设立无疑是资本市

场的重大推动举措之一，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

多层次建设，并有效推动“专精特新”相关企

业的融资和发展。

2021 年 11 月北交所正式开市，多家公募机

构申报了北交所主题基金、“专精特新”主题

基金；11 月 12 日，易方达、南方、广发、汇添富、

华夏、嘉实、大成、 万家 8 家基金公司申报的

北交所主题基金正式获批，8 只产品均为偏股混

合型基金，且均为两年定开，投资于北交所市

北向资金春节后
依然维持净流入
的态势，表明海
外 资 金 对 A 股
的未来走势仍有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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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于 20% 的有 19 只，亏损率超过 40% 的有 5

只，分别是鹏华全球中短债人民币 A（-48.97%）、

鹏华全球高收益债（-47.91%）、交银中证海外

中国互联网指数（-46.80%）、易方达中证海外

50ETF 联接人民币 C（-40.26%）、易方达中证

海外 50ETF 联接人民币 A（-40.03%）。

QDII 基金虽然整体大幅亏损，但在 67 只

取得正收益的产品中亦有表现亮丽者，其中广

发道琼斯石油指数人民币 A 和广发道琼斯石油

指数人民币 C 分别豪取 67.77% 和 66.42% 的佳

绩，其他诸如华宝标普油气上游股票人民币 A

（60.23%）、华宝标普油气上游股票人民币 C

（59.52%）和国泰大宗商品（54.93%）等，收益

率均超过 50%。

QDII 基金创近十年最差表现固然是 2021 年

公募基金业绩欠佳的主因，但也不能忽略 A 股

市场走弱的因素影响。以最能代表 A 股走势的

沪深 300 指数为例，2019 年和 2020 年，该指数

的涨幅分别为 36.07% 和 27.21%，这使得公募基

金在这两年能够取得超过 20% 的收益。2021 年，

沪深 300 指数却出现 5.20% 的跌幅，从而导致本

年度公募基金平均收益率大幅下降，仅为 5.04%，

为近三年最差表现。

同时，翻倍基金数量亦大幅锐减。2019 年

收益成功翻倍的基金数量有 6 只，2020 年更是

公募基金的大年，翻倍基金数量逾百只。但这

一势头在 2021 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全年翻

倍基金仅 3 只，分别是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

（119.42%）和前海开源新经济 A（109.36%），

以及宝盈优势产业 A（100.52%）。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 3 只翻倍基金都

是新能源类（宝盈优势产业 A 是组合型，仍偏

向新能源），但如果把统计标的放宽、统计时

间拉长，可以发现，曾经盛极一时的新能源类

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非现金资产的 80%。8 只北

交所主题基金限售 5 亿份，均半日售罄。 

与此同时，景顺长城、博时、招商等分别

成立“专精特新”主题基金，于 2021 年年底相

继发行，均要求投资于“专精特新”主题相关

的证券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而产品对于专精特新的界定，则均以工信部公

示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中的上市企业及

其更新为准。

基金业绩差强人意，新能源成最大亮点
经历了 2020 年的大年，2021 年分化的市场

行情让许多人感叹投资不好做。

1 月 24 日，公募基金 2021 年四季报披露完

毕。据 Wind 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公募基金盈利

近 3000 亿元，全年累计盈利 7265 亿元，整体净

利润较 2020 年有较大下滑。股票型基金全年平

均收益为 7.74%，跑赢上证指数超 3 个百分点。

2021 年全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

指分别上涨 4.8%、2.67%、12.02%，与此同时，

大盘蓝筹指数沪深 300 全年下跌 5.2%、上证 50

指数下跌 10.06%。指数分化的同时，A 股两市

万亿元成交额成为常态。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9

月 29 日，沪深两市连续 49 个交易日成交额维

持万亿元以上，创下历史最长纪录。

2021 年资本市场充满机遇与挑战，剔除 2021

年新成立产品，全年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率（简

单平均，下同）为 9.39%，股票型基金（含指数）、

债券型基金、FOF 取得平均收益依次为 8.13%、

4.93% 和 4.86%，QDII 平均业绩垫底，为 1.12%。

QDII 基金的糟糕表现，成为 2021 年度整

体公募基金业绩欠佳的最大拖累因素。在全市

场 205 只 QDII 基金产品中，仅有 67 只产品取

得正收益，其他全部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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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募新基金纷
纷发布延期结束
募集的背景下，
虎年首批成立的
新基金募集户数
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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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退潮迹象。

2021 年收益排行榜前 10 的基金，除了上述

3 只翻倍基金外，还有大成国企改革（94.76%）、

广发多因子（89.03%）、大成新锐产业（88.25%）、

大成睿景 A（84.19%）、华夏行业景气（84.11%）、

大 成 睿 景 C（82.79%） 和 交 银 趋 势 优 先 A

（81.45%）。

综上所述，2021 年公募基金规模延续增长

之势，但整体行业业绩却差强人意。

虎年开局不利，公募基金能否涅槃重生
2022 年开年至今已，A 股市场的表现又一

次让公募基金成为众矢之的。

尤其春节前后各一周，A 股两市股指加速

下跌，上证综指跌破 3400 点，创业板更是在宁

德时代的“带领”下股指持续下跌。

对此，基于对 A 股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信

心，多家公募基金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基

金。仅 1 月 26 日至 1 月 28 日三天，就有 22 家

公募基金公告自购，规模超 14 亿元。此外，近

期睿远基金、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旗下多只

热门基金产品逐步放开申购限制。

对此，市场人士评论：“公募基金开启自

购潮，往往是市场构筑底部的信号之一。”

不过，坏消息并没有因为公募基金自购潮

而停止。2 月 10 日，一则传闻在业内引起轩然

大波，传闻称：“中欧基金医药女神（公募一姐）

葛兰被赎回 400 亿元，主要在卖新能源、风光

类产品，他们在高位购入很多宁德时代。葛兰

的几只全行业基金买了 70% 的新能源。”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葛兰一共管

理了 5 只基金，其中 3 只基金是“全行业基金”：

中欧阿尔法（规模 128.11 亿元）、中欧明睿新

起点（规模 36.23 亿元）、中欧研究精选（规模 

33.06 亿元），3 只基金总规模不到 200 亿元。

虽然，传言不实，但市场中的不安情绪已

传导至整个行业。在公募新基金纷纷发布延期

结束募集的背景下，虎年首批成立的新基金募

集户数清淡。虎年开工后成立的一批新基金公

告显示，募集有效认购户数持续走低，数千户

成为新常态，最低不足 700 户，10 万户更是难

觅踪迹。这与 2021 年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2021 年 1 月和 2 月认购户数超 10 万户的新基金

产品多达 49 只。

另外，截至 2 月 10 日，共有 253 只基金单

位净值低于 0.8 元，，剔除掉成立至今收益为正

的和有过分红的产品，仍然有 201 只基金的单

位净值在止损线下。

与 2021 年相比，虎年一开年公募基金可谓

遭遇“滑铁卢”。

但对于市场中长期运行情况，公募基金具

有坚定信心。博时基金分析，春节后 A 股市场

成交额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显示投资者情绪较

节前略有回暖，但整体仍偏弱。当前 A 股市场

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空，更可能是情绪面的过激

反应。北向资金春节后依然维持净流入的态势，

表明海外资金对 A 股的未来走势仍有信心。

2 月 10 日，信达澳银基金在致投资者公开

信中表示：近期的调整是市场短期非理性情绪

的集中宣泄，预计今年 A 股市场大幅下行的可

能性不大，大概率延续震荡态势，应积极把握

结构性的投资机会，珍惜 2800 点以下的创业板

和 3400 点以下的上证指数。

总体来看，虽然国内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依

然存在，但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都比较友好，对 A

股的后续走势不必过于担忧，未来仍不乏结构性

机会。受益稳增长政策的支持，基建、科技、消

费等板块将带领 A 股市场重启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