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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 年上半场已收官，公募基金“半年考”

成绩单随之公布。

发行市场整体呈现回暖趋势， 发行份额同

比增长 24.15%；超三成股票型基金实现正收益；

公募分红热情高涨，15 只基金年内分红逾 5 亿

元。

这些数据背后释放着怎么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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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半年考”
◎ 记者 魏来

今年上半年， 公募基金分红热情高

涨。

据统计，上半年共有 2000 余只基金

分红（A/C 份额分开计算），累计分红总额

达 934.27 亿元。 其中，共有 15 只基金年

内分红超过 5 亿元。

分红产品中，债基是主力。 上半年，

200 余只分红超过 1 亿元的基金中，债券

型基金数量占比超过八成。

累计分红逾 930亿元

Wind 数据显示 ， 今年上半年共有

2113 只基金分红 （A/C 份额分开计算），

累计分红总额达 934.27 亿元， 累计分红

次数达 3046 次。

其中，共有 15 只基金年内分红超过

5 亿元，250 只基金分红超过 1 亿元。

从单只基金来看，今年上半年，华泰

柏瑞沪深 300ETF 分红总额最多。 该基金

年内共分红一次， 分红总额达 24.94 亿

元。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发放现金红利， 每 10 份基金份

额分红 0.69 元，此次为该基金 2023 年第

一次分红。 该基金上半年净值累计上涨

1.74%。2023 年和 2022 年，该基金收益分

别为-9.65%、-20.32%。

南方中证 500ETF、 中银证券安进债

券 A 和金鹰添盈纯债 C 累计分红总额均

超过 10 亿元，位于上半年基金分红榜前

列。

此外，鹏华中债 1—3 年农发行 C、中

银悦享定期开放、东方中债 1—5 年政策

性金融债 C 等多只基金年内累计分红超

过 5 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上半年分红产品中，债

基是分红主力。 250 只分红超过 1 亿元的

基金中，债券型基金数量占比超过八成。

相较而言， 主动权益类基金实施分

红的数量较少，益民服务领先 C、交银新

回报 C、 前海开源股息率 100 强 A 分别

以 4.77 亿元、3.82 亿元、2.29 亿元的分红

总额居前。

从分红次数来看， 同泰恒利纯债 A、

工银瑞景定开、嘉实超短债 A、富国国有

企业债 C 等 19 只基金年内分红次数达

到 6 次，分红次数居前。

公募基金行业在分红模式上也进行

了一系列的创新尝试。 今年上半年，万家

中证红利 ETF、 国泰上证国有企业红利

ETF 等多只红利主题 ETF 发布公告调整

了基金的收益与分配方案， 将分红机制

向月度分红评定转变， 每年最多可分红

12 次。

A股下行空间有限

基金公司在上半年大手笔分红让投

资者落袋为安。 下半年已开启，后续市场

走势如何？ 对于市场的分化，投资者如何

布局？

展望下半年，中欧基金预计，权益市

场上，地产链、红利、出口等领域将提供

丰富的投资机会。 此外，随着产业焦点从

基础设施的算力端转向下游应用端 ，AI
硬件、人形机器人、智能驾驶等领域预计

将成为投资的热点。

博时基金指出，A 股方面， 近期市场

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对政策不确

定性的担忧。 当前 A 股估值处于历史底

部区间，资金通过 ETF 持续流入，对指数

形成支撑，市场下行空间十分有限。 稳增

长基调下，政策进一步发力后指数有望上

行，中期看好 A 股行情，建议积极应对。

结构上，考虑到当前宏观环境仍是内需偏

弱和海外流动性偏紧，在经济复苏的斜率

明显上行之前， 高股息仍为中期主线，同

时科技或有短期博弈行情。

债券市场方面，中欧基金保持乐观态

度，预计中长期利率将维持震荡下行的趋

势，低利率环境的持续将有助于降低社会

债务负担。

民生加银基金指出，下半年地方债发

行可能加速，但债市可能仍处于优质资产

稀缺的环境中。 以票息为核心，重点关注

超长期限国债、长期限地方债、超长期限

信用债以及非活跃品种的配置机会。 此

外，重点关注负债成本下降带来的机会，

下半年还可重点关注存单及短中期利率

的修复价值，关注长债、超长债价值。

今年上半年， 基金发行回暖， 共有

623 只基金成立 ， 发行份额 6609.22 亿

份，同比增长 24.15%。

随着市场的震荡， 投资者避险情绪

释放。 上半年新成立基金中，债券型基金

挑大梁，占比超过 80%。

主动权益类基金募集难度加大 ，有

不少基金公司选择 “自掏腰包 ”，成立发

起式基金。

业内人士指出， 下半年基金发行有

望持续升温， 可能会呈现明显的头部效

应。

四大原因

Choice 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口径

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 623 只基金成立，

发行份额 6609.22 亿份， 平均发行份额

10.61 亿份。

基金发行市场有所回暖 ， 相较于

2023年上半年 5323.77 亿份的发行份额，

今年上半年发行份额增长了 24.15%。

谈及上半年基金发行升温的原因 ，

排排网财富理财师负责人孙恩祥认为由

多方面因素推动： 一是债券市场持续走

牛，叠加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债券基金

备受投资者追捧， 带动基金公司发行债

券基金的热情。二是经过年初的下跌后，

A 股市场跌出较高的性价比， 配置价值

大幅提升，引发投资者的抄底热情。三是

海外市场大涨 ， 叠加 QDII 基金表现不

俗，带动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需求提升。

四是得益于基金公司在产品上的持续创

新，尤其在指数型基金方面，为投资者提

供了更丰富、多元化的投资工具，对基金

发行起到助力作用。

具体来看，上半年新成立的基金中，

债券型基金挑大梁，占比 81.23%，股票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分别占比 10.05% 、

6.63%。

从单个基金募集情况来看， 稳健型

基金比较受欢迎。 其中，安信长鑫增强债

券、 泰康稳健双利债券、 中信保诚中债

0—3 年政金债指数募集规模最高， 发行

份额均达 80 亿份。

此外，兴业添盈债券、国投瑞银启源

利率债、 上银慧臻利率债等多只债券型

基金募集规模超过 79 亿份。

投资者避险情绪释放，主动权益基金

发行难度加大，上半年股票型基金和混合

型基金平均发行份额分别为 2.91 亿份、

3.11 亿份。

在此背景下 ，也有多家基金公司选

择“自掏腰包”，成立发起式基金 。 相对

于普通基金 “不低于 200 人、2 亿元”的

成立门槛，发起式基金成立条件比较宽

松。 例如，兴银先进制造智选混合发起

式成立于 5 月 15 日 ，发行份额 1000 万

份，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持有份额占比

100%。

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年期限内如不做

大规模，发起式基金就面临强制清盘的风

险。

强者或更强

下半年刚刚开启，公募基金发行热情

高涨，逾百只基金正在发行。

Choice 数据显示， 以募集起始日来

看， 截至 7 月 2 日还有 118 只基金（A/C
份额分开计算）正在发行。

7 月的前两个交易日，就迎来了基金

扎堆发行情况，共有易方达基金、南方基

金、天弘基金等基金公司旗下 36 只产品

开始募集。 从具体产品上来看，公募目前

新发的产品多集中在债券型基金、 指数

型基金。

除了正在发行的基金，还有 49 只基

金排队等待发行。

展望下半年的基金发行情况， 孙恩

祥认为有望持续升温， 但可能会面临一

定的分化，将呈现出明显的头部效应。 这

意味着大型基金公司和过往业绩表现良

好的基金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发行机

会， 而中小型或业绩表现不佳的基金公

司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

对于后续市场走势 ，摩根士丹利基

金指出，上半年 A 股银行、煤炭、石化等

传统行业涨幅居前 ， 特点是估值低 、净

资产收益率 （ROE）相对较高 ，国企居

多。 7 月份进入中报披露期， 预计整体

业绩增速会有所改善 ， 但力度可能不

大。 从行业景气角度看，AI 算力、有色、

半导体、 电力等预计会有不错表现 ，未

来市场风格预计会延续大盘价值与科

技的轮动。

从 2024 年上半年权益类基金业

绩表现来看，前三名被 QDII（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基金包揽。

其中，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

值加权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

金）以 33.71%的收益，成为权益类基

金上半年冠军基。

与此同时，也有基金没有踩准市

场的节奏 ， 上半年净值下跌超过

35%，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首尾差异

超过 70%。

QDII基金包揽前三名

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 ，2024
年上半年股票型基金收益率平均

-5.46%，超过三成的股票型基金实

现正收益 ；混合型基金收益率平均

-3.51%， 超过四成的混合型基金实

现正收益。

从 2024 年上半年权益类基金业

绩表现来看， 前三名被 QDII 基金包

揽。

由汪洋、张晓南共同管理的景顺

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 ETF 以

33.71%的收益， 成为权益类基金上

半年冠军基。

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

权 ETF 成立于 2023 年 7 月，一季度

末规模 72 亿元。 东方财富 Choice 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基金跟踪的

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权指数累计上

涨 33.6%。

建信新兴市场混合（QDII）A 和

建信新兴市场混合（QDII）C 分别以

31.86%、31.25%的收益 ， 居于权益

类基金 2024 年半程赛的亚军和季

军。

虽名称为“新兴市场混合”，但该

基金将大部分仓位配置到了美国市

场。 一季报显示，该基金对美国市场

的投资占比 59.47%， 对于新兴市场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投资占比

合计只有 19.76%。

上半年，由王鹏管理的宏利景气

领航两年持有收益达 30.19%， 业绩

表现居于前列。

宏利景气领航两年持有为偏股

混合型基 金 ， 成 立 于 2021 年 11
月，一季度末规模 10.24 亿元。该基

金在 2023 年和 2022 年收益分别

为-23.58%、-20.2%。

成立两年多，宏利景气领航两年

持有基金面值仍没有回到 1 元 ，为

0.7 元 ， 成立以来基金累计跌幅近

30%。

一季度末 ，该基金重仓持有沪

电股份 、工业富联 、新易盛 、天孚通

信 、 中际旭创等人工智能算力股 。

对于 AI（人工智能）行业投资机会，

王鹏在一季报中指出 ， 生成式 AI

行业蓬勃发展带来的算力投资机

会仍然会继续 ，且龙头公司已经进

入业绩连续超预期的阶段 ，投资体

验会改善 ；应用的投资机会还需要

观察。

因相似的投资策略 ，王鹏管理

的宏利景气智选 18 个月持有 、宏

利新兴景气龙头混合 、宏利成长混

合等多只基金在上半年收益超过

25%。

此外，永赢股息优选、大摩数字

经济混合、博时成长精选混合、东财

数字经济混合等多只基金在上半年

收益均超过 25%。

首尾业绩差超 70%

上半年 ，虽然有超过三成的主

动权益类基金实现正收益 ，但还有

部分基金没有踩准节奏 ，没能实现

正收益 ，甚至有基金净值下跌超过

35%， 权益类基金收益首尾差超过

70%。

iFinD 数据显示， 金元顺安产业

臻选混合 A 类和 C 类份额在上半年

基金净值分别下跌 38.59%、38.67%，

业绩排名居于尾部。

金元顺安产业臻选混合为偏股

混合型基金， 成立于 2023 年 12 月，

一季度末规模 1.24 亿元。

一季度末，金元顺安产业臻选重

仓持有聚杰微纤、三夫户外、金春股

份、诺邦服饰、美力科技、燕塘乳业等

股票，持股较为分散，前十大重仓股

占 基 金 资 产 净 值 比 例 合 计 不 到

11%。

上半年，同泰开泰混合和中信建

投北交所精选两年定开基金净值下

跌均超过 35%。

记者注意到， 截至一季度末，同

泰开泰混合规模为 0.19 亿元， 低于

5000 万元的清盘预警线， 处在清盘

危险边缘。

同泰开泰混合一季报指出，报告

期内重点关注北交所的优质个股，一

季度北证 50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回调后的北交所个股性价比更高，具

备更大的投资价值。

一季度末，同泰开泰混合重仓持

有贝特瑞、连城数控、康乐卫士、曙光

数创、吉林碳谷、同力股份等股票。

Choice 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底，

年内北证 50 指数累计下跌 34.52%，

多只北证 50ETF 也因此在上半年基

金净值下跌超过 30%。

此外 ， 东方阿尔法招阳混合 、

泰信发展主题 、北信瑞丰健康生活

主题灵活配置 、 银河文体娱乐混

合 、大成动态量化配置策略等多只

基金在上半年基金净值下跌超过

30%。

冠军基收益逾 30%

新基发行回暖

公募大派“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