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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房企加速缩表静待春日
...........................................................A3版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关于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和深沪证券交易所 2022年元旦休市安
排，本报2022年1月2日至1月3日休刊，1月
1日和1月4日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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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2月29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2022年春
运疫情防控工作；决定延续实施部
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确定加强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保障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措施。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
仍然严峻复杂，我国部分地区疫情
点状暴发。2022年春运从1月中旬
开始到2月下旬结束，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加强科学精准防
控，针对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密集情
况，完善和抓实春运疫情防控。一

是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根据疫情风
险情况引导科学有序出行，防止一
刀切。引导企业、高校错峰避峰安
排放假和人员返岗返校，适时组织

“点对点”运输。实施旅游景区限量
预约、错峰接待。二是加强候车候
机等场所消毒，严格落实体温检测、
戴口罩等要求，采取线上售票、增加
安检通道等方式避免人员聚集。加
强农村地区交通运输疫情防控。三
是加强春运期间重点物资运输保
障，保障民生物资供应，完善应对恶
劣天气等预案。四是确保春运安
全，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为持续减轻个人所得税纳税人
负担，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压力，会议
决定，一是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实施按月换算税
率单独计税的政策，延续至2023年
底。二是继续对年收入不超过12万
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
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续至
2023年底。三是将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单独计税的政策，延续至2022年
底。上述三项政策，预计一年可减税
1100亿元。

促进社会公平很重要的是保障
教育公平。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在乡村任教，提升教育质量，会议
决定，一是强化乡村教师待遇保
障。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平均
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规
定。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绩效工资
核定向乡村小规模学校、艰苦边远
地区学校等倾斜。二是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支持艰苦边远地区改
善乡村教师周转宿舍，推动地方为
乡村教师提供稳定性住房。三是
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促进培训
与学历教育相衔接，支持乡村教师
便捷提升学历。继续实施“优师计
划”，每年为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

边 境 县 定 向 培 养 万 名 本 科 师 范
生。放宽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学历
要求，提高教学实绩权重。四是引
导 优 秀 教 师 向 乡 村 学 校 轮 岗 流
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五
是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坚持以流入
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为主，纳入
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
严禁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创造条
件，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
提供更多机会。高校招生继续加
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1 年 ETF 产品发展势头强
劲。Wind资讯数据显示，年内全市
场 ETF产品数量达 630只，较 2020
年年底增加 272只；基金管理规模
突破 1.4万亿元关口，较 2020年年
底增长15%。年内ETF产品数量与
规模均创纪录。

非货币ETF规模突破万亿元
股票型产品仍是“香饽饽”

在非货币 ETF（包括股票型
ETF、QDII型ETF、债券ETF以及商
品ETF）中，股票型产品仍是投资者
首选，市场份额占比最大。截至目
前，全市场共有528只股票型ETF，基
金规模合计达9464.28亿元，数量和
规模占比分别高达83.8%和67.39%；
QDII型 ETF、商品型 ETF和债券型
ETF产品，数量分别为45只、15只和
15只，基金规模分别为1054.21亿元、
294.63亿元和214.22亿元。

非货币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
万亿元关口。数据显示，全市场规
模超过百亿元的非货币 ETF 达 20
只。稳居市场前列的华夏上证
50ETF、南方中证 500ETF、华泰柏
瑞沪深 300ETF、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 ETF，规模分别为 528.87亿
元 、475.17 亿 元 、389.25 亿 元 和
338.49亿元，将其他 ETF产品远远
甩在身后。

2021年，跻身百亿元量级的非
货币ETF产品分别是易方达中证海
外中国互联网 50ETF、华泰柏瑞红

利 ETF、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
ETF、易方达上证科创板50ETF。华
安创业板50ETF及国联安中证全指
半导体 ETF 的规模较上年略有缩
水，暂时跌出百亿元榜单，规模分别
为96.13亿元和90.63亿元。

11只斩获超40%收益率
国泰中证煤炭ETF领涨

对于投资者而言，产品收益多
少最受关注。2021年A股市场震荡
波动，不同市场指数表现差异较大，
其中行业主题ETF表现分化十分明
显。对应到ETF产品来看，今年全
市场 ETF 平均回报率达 12.31%。
最高年内回报率达到 53.13%，最低
为-41.75%。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11
只ETF产品斩获超40%收益率。以
53.13%业绩领涨的ETF是国泰中证
煤炭 ETF，另外平安中证新能源汽
车产业 ETF、华泰柏瑞中证光伏产
业 ETF、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
期货ETF、博时新能源汽车ETF、国
泰中证新能源汽车 ETF、广发中证
环保ETF、汇添富中证能源ETF、华
夏中证新能源汽车 ETF、博时自然
资源ETF和国联安上证商品ETF年
内收益率均在40%以上。

ETF基金发行及产品创新正助
力国内 ETF 迈上新台阶。今年以
来，ETF发行市场持续井喷，创新型
增量产品密集面世，带动行业整体
规模增速，使ETF产品成为今年国
内增长最快速的基金产品。

截至 12 月 29 日，2021 年全市

场新成立的 ETF基金达 272只，首
募规模达到1881.42亿元，募集规模
排名靠前的包括首批 MSCI 中国
A50互联互通 ETF、“双创”50ETF、
沪港深 300ETF，以及科技、低碳经
济、化工、新能源等市场热门板块主
题ETF。

头部基金公司市占率高
华夏基金稳居行业榜首

从ETF产品市场占有率来看，

头部基金公司整体优势十分显著，
市场份额占比很高。其中华夏基金
仍稳居非货币ETF规模榜首，遥遥
领先行业；易方达和国泰基金ETF
基金规模增长迅猛，规模排名分别
为第二名和第三名；南方基金、华泰
柏瑞基金、华宝基金、华安基金、博
时基金和鹏华基金等非货币ETF规
模位居行业前列。

“我国投资者对被动指数投资
的认知度正在不断增加，基金公司
对各类被动指数型产品的布局也在

积极展开。”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渠道
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但
发展背后也频现隐忧，产品同质化
加剧、部分ETF面临清盘、短期业绩
较差等现象逐渐浮出水面。

展望 2022年，多家基金公司对
记者称ETF仍是重点布局业务，截
至今年 11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
模突破 25万亿元，相对来说ETF规
模还显得较小。“丛林法则”下基金
公司的ETF发展之路该如何走好，
成为当下业内关注的新课题。

年内ETF基金数量规模双创纪录 11只产品收益率超40%

张 颖

距离2021年收官还有2个交易日，A股再迎
历史性时刻！

截至12月29日，沪深两市A股年内总成交额
达255.1万亿元，超过2015年时的峰值254.6万亿
元，创下历史新高。年内共有147个交易日单日
成交额逾万亿元，占比超过总交易日的六成。
尤其是下半年，万亿元的日成交额成为常态。

今年以来（截至12月29日），上证指数振幅
仅为12.06%，如果最后两个交易日不出现巨大波
动，上证指数年振幅将创下史上最低。

在目前市场的活跃与稳健背后，广大投资
者直观看到的是A股市场体量上的巨大变化。
上市公司多了，投资者多了，资金多了，市场生
态优化了，成交额自然就增加了。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已达4681家，其中，年
内上市新股520只，贡献了逾10.37万亿元成交额。

据中证登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末，投
资者数量达到1.96亿，已开立A股账户投资者达
1.96亿，再创历史新高。

A股投资者结构更加优化，专业机构投资者规
模占比提升。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三季度末，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占A股总市值
的比例为7%，相较二季度末的6.74%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北向资金成交额占
比不断扩大。据统计，2015年全年，北上陆股通
资金成交额仅占当年两市成交额的不到0.6%，
2021年以来至今，北上陆股通资金成交额占两
市成交额的比例则已超过10%。

上述四方面的数据显示出，A股“活跃度、承
载量”正在提升，市场稳步前行，其背后推手无
疑是稳增长政策的长期指引。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提25个
“稳”，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定为2022年我国
经济工作的主基调。故此，各大机构在畅谈
2022年投资机会时纷纷表示，“稳增长”将成为
新的市场投资主线。

可以看到，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带来的是优
质上市公司群体的增加、生态的优化、各路资金的
流入。当前，A股市场在高成交额中处于一种较为
健康的运行状态，未来A股持续行稳致远值得期待。

A股年内成交额创历史新高
四大数据揭示市场稳中有进

2021年超8000人加盟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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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船”整合破冰 旗下上市公司率先拉开重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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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乡村振兴的“赤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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