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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季度公募基金产品发行综述：

固收类产品带动新发数量和规模回升，权

益类产品认购热情仍低
[Table_Summary]
摘要：

 产品发行概况：2023 年四季度共新成立基金 358 只，总募集规模约为

3834.14亿元，平均规模约为 10.71亿元。相较 2023年三季度，2023年四

季度新发基金数量增加 53 只，新发规模增加约 1367.03 亿元，环比上升

55.41%，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上升 1.90%。从基金类型来看，固收类基金新

发规模和占比均有所提升，76.09%的新发占比创近年来新高；而权益类基金

的发行占比则进一步下降至 16.46%，依旧处于近四年的较低水平。

 权益类基金：2023 年四季度共成立 193只权益类基金，包括 110只股票型

基金和 83 只混合型基金，总募集规模 631.24 亿元，平均募集规模 3.27 亿

元。股票型基金中以股票 ETF居多，数量达到 40 只，规模达到 243.10 亿

元；混合型基金中强股混合型基金的发行数量最多、募集规模最大，65只产

品合计发行规模 175.28 亿元。新发指数权益产品中，科创板 100 是最受欢

迎的宽基指数，跟踪创业板中盘 200的新发产品数量也较多，小盘宽基指数

增强型基金新发数量依旧较多，行业主题指数权益产品整体发行规模较小。

整体而言，投资者对主动权益基金的认购热情仍然较低。

 固收类基金：2023年四季度共成立 114只固收类基金，总募集规模 2917.33
亿元，平均募集规模 25.99亿元。固收类基金中发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

类别为纯债债券型基金，76只产品的募集规模合计约 2042.53亿元。新发指

数债券型基金 14 只，以跟踪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为主，合计募集规模

666.60亿元，新发数量和规模均属于近三年各季度的最高，并且单只产品的

募集规模最低也在 17亿元以上。

 FOF：2023年四季度共成立了 22只 FOF，以非养老型高仓位产品为主，总

募集规模 28.66 亿元，较上季度减少 24.66 亿元，环比下降 46.25%，平均

募集规模 1.30亿元。据统计，截至 2023年四季度末，目前公募市场上共有

486只 FOF，存续规模约 1690.80亿元。

 QDII基金：2023年四季度成立的 16只新发 QDII基金均为 QDII股混型，4
只跟踪美国宽基指数，2只跟踪美股能源主题指数，4只医药生物主题的主

动和被动产品，以及全球、科技、新能源和消费等主题的主动和被动产品。

 风险提示：本报告是对 2023年四季度新成立基金产品的客观分析点评，所

涉及的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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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市场概况：固收类产品带动新发基金数量和规模回升

1.1 新发基金发行数量及规模均回升

2023年四季度共新成立基金 358只，总募集规模约为 3834.14 亿元，平均规模约

为 10.71亿元。相较 2023年三季度来看，2023年四季度新发基金数量增加 53只，新

发规模增加约 1367.03亿元，环比上升 55.41%，与 2022年同期相比上升 1.90%。

图 1 公募基金各季度发行规模与发行数量（2010Q1-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从月度数据来看，2023年四季度各个月份新基金发行数量分别为 64只、142只和

152只，募集规模分别为 570.89亿元、1310.97亿元和 1952.28 亿元。A股在四季度

整体震荡下跌，但股票型基金在 11、12月新发数量显著增加，分别达到 43和 46只，

其中以被动指数型基金为主，不少基金公司选择在低点布局指数股票型产品。从规模上

来看，各月新发基金规模主要由债券型基金贡献，受 A股表现不佳、投资者风险偏好较

低影响，资金涌入债市避险，债券型基金月度新发规模连续走高，12月新发规模达

1610.89亿元，使得新成立基金新发总规模随之走高。

图 2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公募基金月度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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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各类型基金月度平均发行规模（亿元）

截止日期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QDII基金 REITs FOF 所有类型

2023年 1月 7.35 4.96 13.06 6.84 5.00 0.48 6.90

2023年 2月 8.28 6.43 23.72 0.23 -- 4.89 11.79

2023年 3月 3.45 5.79 25.78 2.28 5.50 1.72 9.25

2023年 4月 3.07 6.50 15.01 2.03 -- 2.02 7.48

2023年 5月 4.53 4.64 15.97 1.63 -- 3.18 6.63

2023年 6月 3.98 4.69 21.42 0.75 6.00 0.89 9.84

2023年 7月 5.76 2.76 20.19 2.21 -- 1.23 7.51

2023年 8月 4.01 2.84 19.39 2.96 -- 2.38 8.19

2023年 9月 3.77 2.35 22.68 0.79 -- 1.93 8.38

2023年 10月 1.96 3.50 23.97 0.88 29.86 4.37 8.52

2023年 11月 3.92 2.48 20.25 1.30 -- 0.72 9.23

2023年 12月 4.04 2.87 29.29 2.07 30.50 0.93 12.71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1.2新发基金类型分布：权益类产品占比继续回落，固收类产品热度再升

从基金类型来看，本季度固收类基金发行量较上季度增加 1355.16亿元，新发规模

占比同样有所提升，为 76.09%，创近年来新高；而权益类基金的发行占比则进一步下

降至 16.46%，依旧处于近四年来的较低水平。

图 3 各类型新发基金规模占比（2019Q4-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具体来看，2023年四季度共成立 193只权益类基金，包括 110只股票型基金和 83
只混合型基金，总募集规模为 631.24亿元，平均募集规模为 3.27亿元。股票型基金中

以股票 ETF（包含海通评级分类下的股票 ETF、港股 ETF和科创 ETF）为主，数量达

到 40只，规模达到 243.10亿元；混合型基金中强股混合型基金的发行数量最多、募集

规模最大，65只产品合计发行规模 175.28亿元。

2023年四季度共成立固收类基金 114只，总募集规模为 2917.33 亿元，平均募集

规模为 25.59 亿元。固收类基金中发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类别为纯债债券型基金，

76只产品的募集规模合计约 2042.53亿元。

此外，2023 年四季度公募市场还成立了 2 只 REITS、11只同业存单基金、16 只

QDII股混型基金和 22只 FOF，募集规模分别为 60.36亿元、177.95亿元、18.59亿元

和 28.6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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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3年四季度各类型基金发行规模

基金类型 只数 总规模（亿元） 平均规模（亿元） 总规模占比

股票型 110 395.69 3.60 10.32%
复制股票指数型 6 8.63 1.44 0.23%

股票 ETF 32 156.29 4.88 4.08%

股票 ETF联接 32 59.13 1.85 1.54%

增强股票指数型 8 19.97 2.50 0.52%

主动股票开放型 14 18.46 1.32 0.48%

港股 ETF 3 19.36 6.45 0.51%

科创 ETF 5 67.45 13.49 1.76%

科创 ETF联接 5 33.07 6.61 0.86%

港股 ETF联接 2 3.63 1.82 0.09%

增强股票 ETF 3 9.68 3.23 0.25%

混合型 83 235.55 2.84 6.14%
偏股混合型 1 2.51 2.51 0.07%

偏债混合型 7 16.17 2.31 0.42%

平衡混合型 1 2.73 2.73 0.07%

强股混合型 65 175.28 2.70 4.57%

主动混合封闭型 8 38.65 4.83 1.01%

港股强股混合型 1 0.21 0.21 0.01%

债券型 114 2917.33 25.59 76.09%
纯债债券封闭型 1 23.04 23.04 0.60%

纯债债券型 76 2042.53 26.88 53.27%

复制债券指数型 13 646.37 49.72 16.86%

偏债债券型 21 177.26 8.44 4.62%

债券 ETF 1 20.23 20.23 0.53%

准债债券型 2 7.91 3.95 0.21%

国内其他 13 238.31 18.33 6.22%
REITs 2 60.36 30.18 1.57%

同业存单 11 177.95 16.18 4.64%

QDII股混型 16 18.59 1.16 0.48%
QDII环球股混 2 3.33 1.66 0.09%

QDII主题型 3 0.75 0.25 0.02%

QDII股票 ETF 6 13.85 2.31 0.36%

QDII大中华区股混 1 0.11 0.11 0.00%

QDII股票 ETF联接 4 0.54 0.13 0.01%

FOF 22 28.66 1.30 0.75%
普通 FOF低仓位 5 4.93 0.99 0.13%

普通 FOF高仓位 5 15.79 3.16 0.41%

目标风险 FOF低仓位 3 3.10 1.03 0.08%

目标风险 FOF中仓位 2 0.62 0.31 0.02%

目标日期 FOF 7 4.22 0.60 0.11%

总计 358 3834.14 10.71 100.0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募集规模前 10的基金

2023年四季度募集规模排名前十的基金均为债券型产品。其中，7只为主动管理

的纯债债券型基金，3只为采取被动策略的复制债券指数型基金。具体来看，主动基金

以利率债主题产品为主，被动基金则以中短期限政策性金融债主题产品为主，还有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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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CFETS银行间绿色债券指数的基金。

表 3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前 10的基金

基金名称 募集规模（亿元） 基金成立日 基金类型

华安中债 0-3年政策性金融债 80.00 2023/12/18 复制债券指数型

华夏鼎创 79.99 2023/10/18 纯债债券型

招商 CFETS银行间绿色 79.91 2023/10/19 复制债券指数型

富国瑞丰纯债 79.90 2023/11/16 纯债债券型

鹏华丰景 79.90 2023/12/12 纯债债券型

鑫元稳丰利率债 79.90 2023/11/23 纯债债券型

大成景熙利率债 79.90 2023/11/9 纯债债券型

广发中债 0-2年政策性金融债 79.90 2023/12/12 复制债券指数型

华商鸿裕利率债 79.82 2023/11/16 纯债债券型

博时锦源利率债 79.60 2023/12/13 纯债债券型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募集规模前 10的基金公司

从基金公司维度来看，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排名前三的基金公司分别为嘉实、

华夏和南方，发行规模分别为 195.49、167.14 和 137.35 亿元，新发产品数量分别为

13、15和 12只。从基金公司发行产品的结构来看，数量上，嘉实在四季度的发行结构

较为全面，共发行了 2只股票 ETF联接、2只纯债债券型、2只 QDII股票 ETF、1只

股票 ETF、1只科创 ETF、1 只强股混合型、1 只准债债券型、1只偏债债券型、1只

QDII环球股混型和 1只目标风险 FOF中仓位基金。从规模来看，嘉实在 2023年四季

度发行的 2只纯债债券型基金的规模占其总发行规模的 63.51%，1只股票 ETF联接基

金占总发行规模的 28.43%，集中度较高。

表 4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前 10的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 发行数量（只） 发行规模（亿元）
2023年三季度末总规模

（亿元）

2023年二季度末总规模

（亿元）

嘉实 13 195.49 5267.62 5160.68

华夏 15 167.14 7951.69 7549.53

南方 12 137.35 5119.57 5151.48

富国 17 132.43 5939.49 6125.47

景顺长城 7 130.05 3392.24 3556.77

博时 13 122.56 4967.54 5093.06

易方达 15 117.19 9679.09 9742.45

大成 3 114.00 1658.73 1669.26

广发 12 112.57 6607.78 6791.44

中国人保资管 2 107.94 65.80 68.17
注：基金公司总规模数据来自《海通证券-基金公司规模数据报告（2023.10.26）》，为剔除货币基金的规模数据。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分类型基金募集规模前 10的基金公司

2023年四季度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前三的基金公司分别为华夏、嘉实和富国，发

行规模分别为 64.33、61.57和 43.32亿元。华夏共发行了 5只股票 ETF联接、3只股

票 ETF、2只强股混合型和 1只科创 ETF，从规模来看，股票 ETF（包含股票 ETF和

科创 ETF）和股票 ETF联接占其发行的权益类基金规模的 85.64%。富国共发行了 4
只股票 ETF联接、2只股票 ETF、2只主动股票开放型、2只强股混合型、1只港股

ETF联接和 1只主动混合封闭型基金，股票 ETF和股票 ETF联接（包含股票 ETF联

接和港股 ETF联接）占其发行的权益类基金规模的 64.27%。固收类基金方面，嘉实、

南方、大成、景顺长城、中国人保资管、银河和华夏在四季度的固收发行规模都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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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元，从细分类型来看，发行规模集中在纯债债券型基金。

表 5 2023年四季度权益类和固收类基金发行规模前 10的基金公司

权益类 固收类

基金公司
产品数量

（只）
发行规模（亿元） 基金公司

产品数量

（只）
发行规模（亿元）

华夏 11 64.33 嘉实 4 129.31

嘉实 5 61.57 南方 3 122.66

富国 12 43.32 大成 2 109.45

易方达 8 41.55 景顺长城 3 109.37

博时 9 31.71 中国人保资管 2 107.94

景顺长城 3 20.57 银河 2 104.31

华泰柏瑞 5 19.63 华夏 3 100.32

永赢 2 17.91 广发 2 98.43

交银施罗德 2 17.88 博时 4 90.85

汇添富 7 15.73 浦银安盛 2 86.75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1.3基金发行难度略有下降

2023年四季度共有 5只基金公告发行失败，发行失败数量与发行成功数量的比值

约为 1.40%，相较上季度有所上升。

图 4 各季度基金募集失败数量（2021Q2-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从基金认购天数来看，2023年四季度新发基金的平均认购天数约为 20.5天，相较

2023年三季度有所下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尽管四季度公募基金发行失败数量和发

行失败数量的比例均小幅上升，但结合募集规模的环比提升和平均认购天数的减少来

看，2023年四季度基金整体发行难度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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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季度基金平均认购天数（天，2019Q2-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 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2.1权益类产品：投资者认购热情仍然较低

2023年四季度的新发权益类产品中：1）指数权益基金共新成立 96只，合计发行

规模 377.23亿元，较 2023 年三季度的新发数量增加但新发规模有所下滑。2）主动管

理权益类基金共新成立 97只，合计募集规模约为 254.01亿元，较 2023年三季度增加

了 8.57亿元，新发规模和数量均有所回升，但规模仍为近五年来较低水平。

2.1.1 指数权益产品平均发行规模有所下滑

四季度共成立了 96只指数权益基金，合计发行规模 377.23亿元，较 2023年三季

度增减少了 4.05亿元，但发行数量较 2023年三季度有所增加，平均发行规模 3.93亿

元，环比下降 0.50亿元。

图 6 各季度指数权益类基金募集数量和规模（2018Q4-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从个基来看，四季度新发行的指数权益产品中，募集规模排名前 5的基金为嘉实中

证国新央企现代能源联接、华夏上证科创板 100ETF、易方达深证 50ETF、富国深证

50ETF和博时上证科创板 100联接，募集规模分别为 55.58、38.95、26.01、24.05和

17.88亿元。整体来看，四季度发行的指数权益产品发行规模在 20亿元以上的产品有 4
只，发行规模在 10到 20亿元的产品有 4只，发行规模在 5到 10亿元的产品有 6只，

其余 82只产品的发行规模均不足 5亿元。其中，发行规模最大的嘉实中证国新央企现

代能源联接是规模前 10的指数权益基金中唯一一只行业主题产品，其余行业主题的新

发指数权益产品募集规模均较小。

宽基指数方面，科创板 100指数在四季度新发产品中最受欢迎，8只分别由华夏、

博时、华泰柏瑞、鹏华、南方、易方达、银华和国泰成立的跟踪科创板 100指数的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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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TF联接基金，四季度合计发行规模约 96.56 亿元，在新发宽基指数中为最多。在

指数结构上，上证科创板 100 指数是从科创板中选取市值中等且流动性较好的 100 只

股票作为样本构成。

此外，四季度还新发了 4只跟踪创业板中盘 200指数的基金，管理人分别是华夏、

银华、富国和易方达，募集规模合计约 21.35亿元。创业板 200指数是一只更加聚焦于

创业板中小市值个股的指数，其在编制上剔除了近半年日均成交金额排名后 10%的股

票，并将创业板指数样本股和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在样本空间前 70名的股票也剔除之

后，再选取市值排名前 200名的个股作为成分股。

表 6 2023年四度发行规模前 10的指数权益基金

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认购天数 基金成立日 管理费率(%)

嘉实中证国新央企现代能源联接 55.58 21 2023/12/25 0.50

华夏上证科创板 100ETF 38.95 5 2023/11/8 0.50

易方达深证 50ETF 26.01 5 2023/11/29 0.50

富国深证 50ETF 24.05 5 2023/11/30 0.50

博时上证科创板 100联接 17.88 35 2023/12/1 0.50

摩根标普港股通低波红利 ETF 13.63 12 2023/11/23 0.50

华夏创业板中盘 200ETF 11.17 9 2023/12/15 0.50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100ETF 10.59 5 2023/11/8 0.50

鹏华上证科创板 100联接 9.47 38 2023/12/1 0.50

南方上证科创板 100ETF 8.90 7 2023/12/8 0.50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另外，2023年四季度也有多只以中证 1000、中证 2000和国证 2000指数为基准

的小盘宽基指数增强型基金成立，其中 4只为增强股票指数型，3只为增强股票 ETF。
这 7只基金的平均募集规模约 2.80亿元，其中平安中证 2000增强策略 ETF的募集规

模最大，约 4.72亿元。

表 7 2023年四季度发行的小盘宽基指数股票增强基金

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基金成立日 海通评级分类

平安中证 2000增强策略 ETF 4.72 2023/12/27 增强股票 ETF

财通中证 1000指数增强 3.49 2023/11/7 增强股票指数型

汇添富国证 2000指数增强 3.21 2023/11/7 增强股票指数型

博时中证 1000增强策略 ETF 2.73 2023/11/2 增强股票 ETF

中银中证 1000指数增强 2.46 2023/12/12 增强股票指数型

银华中证 2000增强策略 ETF 2.23 2023/12/1 增强股票 ETF

泰康中证 1000指数增强 0.75 2023/10/26 增强股票指数型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1.2 主动权益基金发行规模仍在近五年低位

2023年四季度成立的主动权益基金共 97只，合计募集规模约 254.01亿元，发行

数量和规模均较 2023 年三季度小幅回升，但依旧处于 2018 年四季度以来的低位。总

体来看，2023 年四季度权益市场持续震荡下行，悲观情绪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较低，

主动权益基金的发行仍然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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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季度主动权益基金募集数量及规模（2018Q4-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具体产品方面，2023年四季度募集规模前五的主动权益基金分别为交银瑞元三年

定开、永赢睿信、国投瑞银盛煊、景顺长城价值发现和长城均衡成长，募集规模分别为

16.88、14.52、14.03、13.01和 10.15亿元。其中，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经理杨金金管

理的交银瑞元三年定开是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基金，是目前杨金金

在管的 3只产品之一。杨金金在管的另外两只产品截至 2023年四季度末均限制单日申

购金额上限 1000元，因此投资者认购该产品的热情较高。

表 8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前 5的主动权益基金

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基金成立日 海通评级分类 基金经理

交银瑞元三年定开 16.68 2023/10/27 主动混合封闭型 杨金金

永赢睿信 14.52 2023/12/22 强股混合型 高楠

国投瑞银盛煊 14.03 2023/12/26 强股混合型 周思捷

景顺长城价值发现 13.01 2023/10/31 强股混合型 鲍无可

长城均衡成长 10.15 2023/12/25 强股混合型 廖瀚博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2固定收益类产品：新发规模和数量齐升，纯债类和中短期政金债基金

为主

2023年四季度固定收益类基金的新发数量为 114只，较上季度增加了 38只，总募

集规模约 2917.33亿元，较上季度增加 1355.16亿元，环比增幅达到 86.75%，固收类

基金募集规模占本季度公募基金新发总规模的 76.09%，占比也较上季度进一步提升了

13.70个百分点。

2023年四季度，债市持续震荡后走向牛陡行情。固收类基金的募集规模在 2023
年四季度内逐月上升，10、11和 12月固收类基金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17、50和 47只，

募集规模为 419.91、1033.03和 1464.39亿元。

从被动产品来看，2023 年四季度共发行指数债券型基金 14 只，合计募集规模

666.60 亿元，新发数量和规模均属于近三年各季度的最高，并且单只产品的募集规模

最低也在 17亿元以上。从券种主题来看，以跟踪中短期政策性金融债指数为主，14只

新发基金中有 11只跟踪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其中 9只跟踪 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或

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合计规模占新发指数债券基金规模的 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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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季度指数债券类基金发行数量和规模（2019Q4-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主动债券型基金方面，2023年四季度新发的 100只产品合计募集规模 2250.73亿

元，包括 76只纯债债券型、21只偏债债券型、2只准债债券型和 1只纯债债券封闭型

基金。其中，纯债债券型基金合计募集规模占主动债券型基金的 90.75%，平均募集规

模约 26.88亿元，而偏债债券型基金的平均募集规模较小，仅有约 8.44亿元。2023年

四季度，募集规模前五的主动债基均为纯债债券型产品，募集规模均超过 79.90亿元，

认购户数分别是 240、253、284、360和 238户。

表 9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前 5的主动债券型基金

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基金成立日 海通评级分类 基金经理

华夏鼎创 79.99 2023/10/18 纯债债券型 吴彬

富国瑞丰纯债 79.90 2023/11/16 纯债债券型 朱征星

鹏华丰景 79.90 2023/12/12 纯债债券型 王康佳

鑫元稳丰利率债 79.90 2023/11/23 纯债债券型 刘丽娟

大成景熙利率债 79.90 2023/11/9 纯债债券型 方锐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3 FOF：发行规模继续下降，以非养老型高仓位产品为主

2023年四季度共成立 22 只 FOF，较上季度减少 8只，总募集规模 28.66 亿元，

较上季度减少 24.66亿元，环比下降 46.25%；平均募集规模 1.30亿元，较上季度下降

0.47亿元。在 2023年四季度，FOF新发数量和新发规模均为近两年内的最低。

图 9 各季度 FOF发行数量和规模（2019Q2-2023Q4）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从投资策略来看，与养老 FOF相比，非养老 FOF的平均募集规模更高。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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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分别发行了 10只普通 FOF、7只养老目标日期 FOF和 5只养老目标风险 FOF，
募集规模分别为 20.73、4.22 和 3.72亿元。在细分投资策略中，5只普通 FOF高仓位

基金合计募集规模约 15.79亿元，在新发 FOF中规模占比最大，且平均募集规模明显

高于其他 FOF类别。

表 10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排名前 5的 FOF
基金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基金成立日 基金投资策略

鹏华易诚积极 3个月持有 12.90 2023/10/31 普通 FOF高仓位

华夏聚嘉优选三个月持有 2.48 2023/12/19 普通 FOF低仓位

鹏华易选积极 3个月持有 2.48 2023/12/5 普通 FOF高仓位

太平福安稳健养老一年持有 2.36 2023/11/14 目标风险 FOF低仓位

易方达养老目标日期 2055五年持有 2.27 2023/11/6 目标日期 FOF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23 年四季度末，公募市场上共有 486 只 FOF，存续规模约 1690.80 亿元

（2023年 8月后新发产品使用发行规模，其余产品使用 2023年 9月 30日的规模）。

南方旗下共 27只 FOF，数量最多；华夏、易方达、汇添富和广发旗下的 FOF数量也

在 20只及以上。共有 4家管理人的 FOF管理规模超百亿元，兴证全球以 196.56 亿元

的规模排名第 1，其次是交银施罗德、易方达和南方，FOF规模合计分别约为 155.06、
138.14和 132.03亿元。

表 11 FOF规模超 90亿的管理人名单

基金公司 FOF数量（只） FOF规模（亿元）

兴证全球 10 196.56
交银施罗德 8 155.06
易方达 25 138.14
南方 27 132.03
汇添富 22 98.31
华夏 26 97.67
广发 20 94.32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2.4 QDII产品：多只美股宽基、美股能源和医药生物主题产品成立

2023年四季度，16只新发 QDII基金均为 QDII股混型，包括 4只跟踪美国宽基指

数（MSCI美国 50和纳斯达克 100）的产品，2只跟踪美股能源主题指数（标普石油天

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的产品，4只医药生物主题的主动和被动产品，以及全球、

科技、新能源和消费等主题的主动和被动产品。从个基来看，采取主动管理的易方达全

球优质企业是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最大的 QDII基金，发行规模约 3.23亿元。其次，

1只跟踪新交所泛东南亚科技指数的基金新发规模约 2.58亿元，是目前唯一一只相关主

题的基金。

表 12 2023年四季度发行规模超 2亿元的 QDII基金

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认购天数 基金成立日 基金类型

易方达全球优质企业 3.23 50 2023/10/31 QDII环球股混

华泰柏瑞南方东英新交所泛东南亚科技 ETF 2.58 5 2023/11/15 QDII股票 ETF

富国纳斯达克 100ETF 2.38 5 2023/10/25 QDII股票 ETF

嘉实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 ETF 2.34 12 2023/11/1 QDII股票 ETF

易方达 MSCI美国 50ETF 2.33 92 2023/11/6 QDII股票 ETF

富国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 ETF 2.15 15 2023-11-20 QDII股票 ETF

嘉实标普生物科技精选行业 ETF 2.07 85 2023-12-26 QDII股票 ETF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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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提示

本报告是对 2023年四季度新成立基金产品的客观分析点评，所涉及的基金不构成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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