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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2日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基协”）发布 2023年 1月份《企业资产
证券化业务备案运行情况简报》显示，2023年1月份，
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备案确认103只，新增备案规
模合计1063.66亿元。1月份新增备案规模环比增长
49.41%，同比减少19.00%。

按基础资产一级分类，1 月份债权类产品新
增备案规模 950.24 亿元；REITs 类产品新增备案
规模 110.08 亿元；其他类产品新增备案规模 3.35
亿元。按基础资产二级分类，小额贷款债权、应
收 账 款 、融 资 租 赁 债 权 、商 业 不 动 产 抵 押 贷 款
（CMBS）新增备案规模合计占月度备案产品新增
备案规模的 84.89%，较上月增长 18.17%。

截至 2023年 1月底，存续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
2206只，存续规模19540.34亿元，存续规模较上月增
长 0.31%。按基础资产二级分类来看，应收账款、商
业不动产抵押贷款（CMBS）、小额贷款债权、融资租
赁债权、类REITs以及基础设施类收费存续规模合计
16503.08亿元，占总存续规模的 84.46%。基础设施
公募REITs、保障房、购房尾款等其他类别基础资产
存 续 规 模 合 计 3037.26 亿 元 ，占 总 存 续 规 模 的
15.54%。 （昌校宇 方凌晨）

中基协：

1月份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

新增备案规模环比增长49.41%

本报记者 王 宁

在连续多日走强并创出阶段
性高点后，2月 22日铁矿石期价有
所回落，当日盘终，主力 2305合约
报收于 909.5元/吨，下跌 3.5点，全
天跌幅为0.38%。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本轮铁
矿石期价走高逻辑在于需求端预
期扩大，但从中长期来看，目前市
场还存在一定分歧，毕竟供应缺
口暂未有太大变化，长期供应与
需求相匹配，后市或将维持平稳
格局。

多空持仓均有所下滑

自 2月 13日以来，受境外指数
上涨、现货供需缺口等影响，铁矿
石期货整体开启一轮上冲行情，主

力 2305合约于 2月 21日创出阶段
性 922元/吨高点。不过，2月 22日
期价有所“降温”，主力合约2305盘
中一度接近900元关口。

同时，从盘后机构持仓来看，
调仓意愿较为明显。2月 22日，铁
矿石期货成交持仓比约 0.5，处于
合理水平。从盘后前 20大主力机
构持仓来看，多空持仓均较前一
交易日下降；从多头持仓来看，
前 20 主 力 席 位 合 计 持 有 9.2 万
手，较前一交易日下降 2644 手，
其中永安期货、申银万国、浙商
期货和宏源期货等均减仓 300手
以上；从空头持仓来看，前 20主力
席位合计持有 9.47 万手，较前一
交易日下降 2559 手，其中宏源期
货、申银万国和华西期货等均减
仓 300 手以上。整体来看，多空
持仓均有所下滑，但空头持仓略

高于多头，反映了部分资金离场
意愿明显。

此外，从成交量来看，2月22日
整体成交意愿也有所下降。大商
所日成交持仓排名显示，当日前20
主力席位合计成交 2.91万手，较前
一交易日下降5094手，而2月21日
前 20主力席位的合计成交还在 3.5
万手以上，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1.05
万手以上。

中粮期货黑色资深研究员刘佳
良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交易
所公布的近期机构持仓数据来看，
多空博弈还在持续，短期机构持仓
可能还会继续调整，但频率预计会
下降，随后进入多空博弈的下半程。

中衍期货投资咨询部研究员
李琦告诉记者，从机构调仓变化来
看，空头减仓意愿更加积极，但多
头集中度变高，反映出机构看好短

期表现。

中长期走势会更加平稳

对于本轮铁矿石期价的走高
行情，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在于预
期需求端的扩大。“从产业端来看，
本轮铁矿石涨价主要是市场预期
钢厂会开启主动补库进程。”刘佳
良认为，每年春节前后，钢厂都会
经历两轮补库，今年钢厂补库意愿
还不算积极，厂内库存处于偏低水
平，但预计在需求启动后，钢厂铁
钢产量回升将加剧对补库预期，同
时，近日矿山发货量有明显下降，
加剧了供应紧张的氛围。

李琦表示，近期市场对房地产
行业好转的预期持续增强，本轮铁
矿石上涨与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
陆续出台步调一致。短期来看，铁

矿石价格仍有可能持续走强，主要
在于当前港口现货价格不低，期现
基差仍为正值。

2月 21日晚间，大商所发布通
知称，2月22日起，非期货公司会员
或者客户在铁矿石期货 2305、2306
和 2307 等 5 个合约单日开仓量不
得超过1000手，在其他合约上单日
开仓量不得超过 2000手。但套期
保值交易和做市交易的开仓数量
不受限制；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账
户按照一个账户管理。

刘佳良进一步表示，大商所的
限仓举措能够对铁矿石期价涨势有
一定抑制。虽然短期内供需基本面
有偏紧迹象，但是长期来看，今年供
应还是比较平稳的，考虑到国内废
钢增量对铁矿石的替代效应，预计
长期供给与需求会相匹配，中长期
走势会更加平稳。”

机构调仓意愿明显 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降温”

本报记者 王思文

截至2月22日，我国公募基金
行业已经有 7家外商独资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作为国内屈指可数
获批设立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
理公司，富达基金于 2023 年 2 月
14日正式开业。而时隔仅 7天，2
月 21日，富达基金以宣布首只公
募产品正式获批的方式，正式开启
了布局中国市场的进程。

今年以来，外资加大布局中国
公募市场，不仅外资系公募基金公
司数量快速扩容至7家，外资系公
募获批产品的进程也在加快。而
外资“鲇鱼”又能否进一步激发本
土公募基金的创新活力？

富达基金首只公募产品
将精选“高质量”公司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2023
年 1月 5日，富达基金提交了其第
一只国内公募基金产品——富达
传承 6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申请，该基金于1月12日
获证监会受理。依据一般新发基
金时间表，上报产品获证监会接受
申请材料后，完成后续流程大概需
要一个月左右。由此，若申报顺
利，从其 2月 21日正式获批算起，
富达传承第一只国内公募基金已
进入面世倒计时。

除了获批基金产品之外，富达
基金也在快马加鞭组建团队。基
金业协会网站信息显示，目前公司
员工已有98人，涵盖投研部、风控
部、产品部等多个部门。其中有基

金从业资格的员工共计 96人，多
为富达利泰的老员工。事实上，富
达利泰是富达国际旗下布局中国
的私募公司，也是首家外商独资证
券私募管理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7年，2022年3月份富达国际主
动注销了富达利泰的私募管理人
资格。

富达基金由全球知名资产管
理机构富达设立。截至 2022 年
末，富达在全球资产管理的总资产
规模达 663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大致约4.57万亿元）。

近日，富达基金股票投资部副
总监周文群表示，在布局中国市场
时会精选高质量股，围绕“经济复
苏”主线进行布局。在具体板块
方面，更加看好与宏观经济复苏
相关性较大的顺周期板块，主要
是消费、地产和基建相关产业链
等。“长期来看，我们也看好有长
期成长空间的高端制造、医药等板
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择机布局。
个股层面将继续精选‘高质量’公
司，同时需要关注个股风险收益
比，灵活操作。”

对于 2023 年的股票投资机
遇，周文群表示，无论从全球主要
股票市场横向比较，还是与国内债
市纵向比较，当下都是布局A股的
较好时点。

外资公募“跑步”进场
产品获批节奏加快

自 2020年 8月份首家外商独
资公募获批设立，短短两年半的时
间，海外资管巨头通过新设或股权

变更两种方式“跑步”布局中国公
募市场。目前，我国公募基金行业
7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分别为施罗德、上投摩根、贝莱德、
富达、泰达宏利、路博迈、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

据悉，目前贝莱德基金旗下已
有多只公募基金产品成立，其中包
括三只偏股混合型基金和一只偏
债混合型基金，合计管理规模 54
亿元。去年 11月份和今年 1月份
贝莱德还分别上报了贝莱德中证
同业存单AAA指数 7天持有期和
贝莱德卓越远航混合型基金；泰达
宏利基金在今年1月3日申报了泰

达宏利研究精选混合型基金。
今年以来，外商独资公募上报

的新发公募基金产品获批节奏明
显加快，产品类型以主动权益产品
和固收产品为主。

日前，除富达基金外，路博迈
基金也宣布此前申报的首只公募
产品——路博迈护航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正式获
批。据路博迈基金总经理刘颂透
露，该产品预计将在 2023年一季
度完成募集。

对于中外公募基金产品同台
竞技的局面，北京地区一位公募基
金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迈入2023年，公募基金在中国已
经发展了25年。如今我国公募基
金管理规模突破 26万亿元，基金
数量突破1万只，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本土基金无论是在投研实力、
产品多样化、渠道积累，还是人才
沉淀上都已十分成熟，中外公募产
品同台竞技孰优孰劣，最终还是取
决谁能更好地实现差异化发展。”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
究员周茂华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内外资机构在华开
展竞争与合作，有助于推动我国金
融业加快提升效率与能力，从而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

布局中国市场 外商独资公募产品“上新”提速

本报讯 2月21日晚间，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期协”）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期货市场运行平
稳，成交量较前一年度有所回落，但整体延续着自
2020年以来的较大规模体量，其中商品期货与期权
品种成交量占全球总量 72.3%。在全球交易所成交
量（主要引用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排名中，
国内有四家期货交易所成交量排名在前 25位；在农
产品、金属和能源三类品种的全球成交量排名中，国
内期货期权品种在相应品类全球前20强中分别占16
席、14席和5席。整体来看，新品种稳步增加，衍生品
体系更加完善，期货公司资本实力持续增强。

2022年，国内期货市场成交 67.68亿手（单边，
下 同）和 534.9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9.93% 和
7.96%。全球期货市场成交838.48亿手，国内期货市
场成交量占全球总成交量的 8.07%，较 2021年占比
12%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商品期货与期
权成交量为66.16亿手，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总成
交量 91.53亿手的 72.3%，较 2021年同期 69.8%的占
比上升2.5%。

根据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FIA）统计的
全球成交量数据，2022年，郑商所、大商所、上期所和
中金所在全球交易所期货和期权成交量排名中分别
位居第 8、第 9、第 12和第 25。中金所较 2021年提升
2位，大商所排名没有变化，郑商所、上期所较2021年
分别下降1位和4位。

此外，截至 2022年底，中国期货公司总资产约
1.7 万亿元，净资产 1841.6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06%和14.07%。资本实力持续增强。经纪业务收
入233.75亿元，同比下降25.79%；交易咨询业务收入
1.15亿元，同比下降34.66%；资产管理业务收入9.95
亿元，同比下降 18.04%；风险管理业务收入 2413.81
亿元，同比下降8.17%。 （王 宁）

中期协：

截至去年底中国期货公司
总资产约1.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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