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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见习记者 于 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券商积极布
局公募市场。近日，东莞证券设立公
募基金公司的申请材料被证监会接
收。截至2023年末，证券行业资产管
理业务受托资金8.83万亿元，以公募
基金和集合资管为代表的主动管理业
务规模占比近四成。

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券商积极布
局公募市场，一方面能够提高投资管
理能力，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
工具和产品，满足客户的多元化投资
需求；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拓宽业务
范围，增加收入来源，优化业绩表现，
提高其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品牌影响
力。”

券商加速布局公募市场

与直接申请设立资管子公司相
比，券商参、控股公募基金可以实现快
速并表，提升券商的整体收入，对于各
家券商的业绩增长功不可没。

2023年，并表公募基金公司带来
的利润成为部分券商重要的业绩来
源。例如，国泰君安去年的资管业务
手续费净收入同比增幅高达148.52%，
主要因华安基金（国泰君安持股51%）
全年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基金管理业
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对国泰君安
利润贡献为5.2%。同时，海通证券、
广发证券、招商证券以及申万宏源旗
下参、控股公募基金的利润贡献均超
过10%。

具体来看，多家券商旗下基金子
公司2023年业绩增长明显。例如，
2023年，中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金基
金实现营业收入3.52亿元，同比增长
13.86%；实现净利润4044.04万元，同
比增长87.28%。方正证券控股公司
方正富邦基金实现营业收入2.72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1% ；实 现 净 利 润
4459.5万元，同比增长63.66%。

同时，部分中小券商旗下基金公
司后起发力，管理规模增长较快。例

如，截至2023年末，东兴证券全资子公
司东兴基金管理总规模为444.01亿
元，同比增长98.42%；非货币基金管
理 规 模 为 308.8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3.91%。红塔证券控股子公司红塔
红土基金管理规模109.88亿元，同比
增加87.57%。

“近年来，券商竞逐公募赛道，体
现了对资管业务的重视，公募业务可
以与券商的其他主营业务形成协同效
应，互为支撑；同时，可以进一步吸引
更多的客户，增强客户黏性，提高市场
占有率；此外，依靠投研优势与经验积
淀，把握市场趋势，通过多元化投资优
化资产配置，提高综合收益。”排排网
财富合伙人项目负责人孙恩祥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打造特色资管竞争优势

中证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末，证券行业以公募基金和集合资
管为代表的主动管理业务规模占比达
到39.59%，高于单一资管业务。

目前，证券行业中，券商资管子公
司共有30家，仅2023年就有5家资管子
公司获批新设，目前正在排队申请设
立的券商也不在少数。

2023年，多家券商旗下资管子公
司业绩表现亮眼。东方证券全资子公
司东证资管实现营业收入（主营业务
收入）20.62亿元，净利润4.91亿元；华
泰证券全资子公司华泰资管营业收入
18.1亿元，净利润9.51亿元；国泰君安
证券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资管实现营
业收入14.35亿元，净利润2.84亿元；光
大证券全资子公司光证资管实现营业
收入7.7亿元，净利润2.89亿元。

资管子公司设立成功后，券商的
下一步动作就是筹备申请公募基金牌
照。当前拥有公募基金牌照的券商或
券商资管子公司已达13家。其中，招
商资管于2023年获批公募基金管理业
务资格，成为“一参一控一牌”新规实
施后首家获批该资格的券商资管公
司。2023年，中信证券资管正式开业，
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资产管理规模
合计13884.61亿元。目前，国金资管、

广发资管、光证资管、安信资管四家券
商资管子公司正在申请公募基金牌照
的队列当中。

不过，券商在积极向公募化转型
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旗下公
司的发展定位。近期，证监会对安信
资管公募牌照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
见，聚焦两方面，一是说明安信资管与
安信基金、国投瑞银基金开展公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的发展定位差
异；二是说明安信资管2023年资产管
理业务开展情况。

在加速转型的趋势下，券商在优化
资管业务结构、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方面
也取得一定成效。例如，申万宏源立
足“主动管理能力转型”和“专业化改
革”促进资产管理业务发展，2023年，公
司主动管理规模占比稳步提升至
90%。招商证券未来将大力提升主动
管理能力，积极布局公募产品线。中信
证券资管将积极推进公募牌照申请，
继续优化境内业务结构，打造具有投
行特色的资产管理竞争优势，围绕客户
需求提供全场景、多元化的综合服务。

并表公募基金公司助力业绩提升
四家券商公募子公司利润贡献均超10%

本报记者 王思文

公募基金 2024 年一季度报告披
露正式拉开帷幕。截至4月9日，全市
场已有汇丰晋信基金、华泰资管旗下
共7只（不同份额分开计算）公募基金
产品披露一季度报告，其中包括 4只
货币型基金和3只债券型基金。

从基金产品的规模变化来看，一
些获取了超额收益的货币型基金却遭
遇资金撤离。在已披露的货币型基金
当中，如华泰紫金货币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旗下4类份额均在一季度内出现
了净赎回的情形。

2024 年一季度，货币、财政政策
定调均偏积极，经济运行仍处于新旧
动能切换的阶段，经济基本面企稳向
好趋势不变。

华泰紫金货币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经理赵骥在一季报中透露：“组合
整体配置的资产主要为 3个月至 1年
的存单和存款，1月份至2月份组合久
期自然降低，3月份适当拉长了组合
久期，并适度调整了组合杠杆率。”

债券型基金方面，今年一季度债
券收益率呈现两端下行的特殊形态，
从 全 季 度 来 看 ，1 年 期 国 债 下 行
36BP，3年期下行 26BP，5年期下行
20BP，10年期下行27BP，30年期国债
下行38BP，30年期和10年期利差收
窄 11BP，10年期和 1年期利差走阔
9BP。

目前，已披露的汇丰晋信惠安纯
债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华泰紫金丰安27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季内规模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华泰紫金丰安 27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陈利在一季报中透露：“2024年一
季度，主要精细化操作，优化融资成
本。”

赵骥在一季报中表示：“预计经济
延续修复但斜率可能较缓，出口保持
一定韧性，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预
计趋稳，提振地产需求的政策预计仍
会继续推出。但也要看到地产投资仍
不景气对经济形成拖累，外部不确定
性仍然较大可能对于出口产生不利影
响，为实现5%的增长目标还需财政政
策进一步发力。”

陈利预计：“基本面运行将在开年
以来的趋势上继续保持平稳，消费、出
口超预期下滑的概率相对较小，投资
分项中地产仍然是关键变量，考虑到
政策聚焦防范系统性风险，该分项也
有望平稳。预计二季度货币、财政政

策均存在进一步发力的空间。在降低
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环境下，债券市
场收益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拐点向
上空间不大，以存款、理财收益率为代
表的广谱负债端利率下行趋势仍具备
确定性。”

货币政策方面，赵骥预计，资金利
率仍然在政策利率附近波动，降准降
息等总量政策仍值得期待。

对于组合配置方面，赵骥表示，
存单收益率与资金利率利差较低，但
存单收益率较其他利率品种收益又
偏高，预计将根据资金利率和存单利
率变化灵活调整配置策略，可以重点
把握季末以及政府债券供给等带来
的配置机会进行资产配置，重点挖掘
收益率曲线上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品
种进行投资，平衡产品流动性和收
益率。

公募基金2024年一季报开始披露
货币债券基金经理“把脉”后市走向

本报记者 昌校宇

2家私募机构重回百亿元级私募阵
营。据私募排排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3月底，国内百亿元级私募机构总
数达100家（包括35家量化机构、50家主
观机构、15家“主观+量化”机构），数量
较上月增加2家，且均为量化机构。

重回“百亿元俱乐部”的私募机构
为聚宽投资、鸣石基金。排排网财富研
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得
益于市场行情好转，量化私募机构获取
超额收益的难度下降，业绩表现回暖，
投资者的配置热情随之提升；二是量化
私募机构业绩得到持续修复，带动管理
规模的内生增长。”

同时，3月份，百亿元级私募机构业
绩继续“回血”。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显
示，3月份，有业绩展示的83家百亿元级
私募机构平均收益率为1.92%，延续了2

月份的势头。其中，71家机构实现正收
益，占比高达85.54%。一季度，上述83
家机构平均收益率为-0.63%，收益率
进一步反弹。其中，35机构实现正收
益，占比为42.17%。

3月份，有业绩记录的33家量化机
构平均收益率为2.65%，明显好于主观
机构及“主观+量化”机构的整体表现。
其中，32家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实现
正收益，占比高达96.97%。黑翼资产、
思勰投资、稳博投资、九坤投资、明汯投
资、聚宽投资等13家机构3月份收益率
均超3%。

黑翼资产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短期的市场冲击并不会
影响长期策略的有效性。此前，量化私
募机构的超额回撤主要是受短期流动
性冲击，随着流动性风险解除，超额收
益自然得到修复。”

一季度，上述33家机构平均收益率
为-3.53%，虽这一数据为负，但跌幅较

1月份至2月份进一步收窄。值得一提
的是，鸣石基金、乾象投资等在内的6家
机构逆势斩获正收益。

聚宽投资合伙人王恒鹏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量化私募机构进入了精
耕细作的阶段。大家都要在策略、交
易、服务、公司治理、合规等方面精耕细
作，才能行稳致远。”

3月份，有业绩记录的37家百亿元
级主观私募机构平均收益率为1.43%，
其中27家机构实现正收益，占比为
72.97%。乐瑞资产、上海大朴资产、聚
鸣投资、景林资产、高毅资产等10家机
构3月份收益率均超3%。凭借2月份和
3月份的持续反弹，一季度，百亿元级主
观私募机构业绩扭亏为盈。上述37家
机构一季度平均收益率为1.51%，其中
21家机构实现正收益，占比为56.76%。

3月份，百亿元级“主观+量化”私募
机构业绩表现中规中矩，反弹不及量化
机构但跑赢主观机构，一季度业绩不及

主观机构但跑赢量化机构。有业绩记录
的13家百亿元级“主观+量化”私募机构
平均收益率为1.46%，其中12家机构实现
正收益，占比为92.31%。石锋资产、千宜
投资和玄元投资等3家机构3月份收益率
均超2.5%。一季度，百亿元级“主观+量
化”私募机构平均收益率为0.62%，其中8
家机构实现正收益，占比为61.54%。进
化论资产、石锋资产、相聚资本等3家机
构一季度收益率均超2%。

展望后市，铨景基金FOF基金经理
郑彦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们依
然维持核心价值股估值偏低的判断，而
股价是否上涨依赖于业绩驱动，在整体
经济基本面向好的大背景下，相信A股
核心价值股有望企稳上涨、稳中有进。”

在黑翼资产相关负责人看来，近期
股指期货基差在逐渐收敛，市场风险基
本得到释放，后续权益类资产性价比将
进一步提升，二季度私募发行市场也有
望持续转暖。

量化机构业绩回暖 2家机构重回百亿元级私募阵营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方凌晨

4月 8日，国泰基金发布旗下国
泰中证煤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泰中证煤炭
ETF”）实施基金份额拆分的公告，这
也是年内第二只公告实施份额拆分
的基金。

国泰基金在公告中表示，为满
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提高国泰中
证煤炭 ETF 的交易便利性，决定对
该基金实施份额拆分。份额拆分权
益登记日（2024年 4月 11日）登记在
册的基金份额将按 1:2 的拆分比例
进行拆分 ，即 1 份基金份额拆成
2份。

在国泰基金主动拆分基金份额
之前，广发基金对旗下广发国证
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广发国证 2000ETF”）
也实施了拆分。

3月31日晚间，广发基金发布该
基金基金份额拆分结果称，广发国证
2000ETF该次基金份额拆分比例为
1:2。拆分后，广发国证 2000ETF 基
金 份 额 总 额 由 1.405 亿 份 调 整 为
2.811亿份，基金份额净值由 1.3410
元变为 0.6705元。调整后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
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除小数
点尾数处理外，基金份额拆分对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 的 权 益 无 实 质 性
影响。

据悉，基金份额拆分是在保持现
有基金份额持有人资产总值不变的
前提下，改变基金份额净值和持有基
金份额的对应关系，重新列示基金资
产的一种方式。

谈及实施基金份额拆分的原因，
国泰基金相关人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份额拆分
后单位净值会降低，对应的基金份额
会增加，从而保持资产总值不变。对
于ETF而言，单位净值降低，投资者
的交易门槛也就随之降低，有助于提

升交易的便利性。”
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曾衡伟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基金实施
份额拆分，首先，可以降低投资者对
价格的敏感性，通过降低高净值基金
的净值水平，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
其次，有利于提高交易便利性，降低
申购和赎回门槛，增强基金的流动性
和交易活跃度；最后，有利于稳定和
扩大基金规模，特别是在市场波动
时，吸引新投资者，提升市场竞争
力。”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看来，ETF拆分基金份额，除
了可以降低投资的门槛，吸引更多
的投资者进入市场外，还可以促进
ETF 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市场的效
率。因为拆分后基金份额变得更加
细分，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求进行投资，有利于增加市场的
交易量，提高 ETF 市场的流动性。
同时，基金份额拆分对于基金运作
没有太大影响。

从以往拆分基金份额的ETF情
况来看，基金“门槛”较高主要体现在
几方面，一是基金单位净值较高；二
是部分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百
万份级别；三是当ETF持有人在进行
场内交易时，其最低门槛是持有1手
也就是 100份。通过拆分增加基金
份额、调降基金单位净值，便于降低
交易门槛。

同时，杨德龙表示：“基金拆分并
不会改变投资基金本身的风险收益
特性，投资者仍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投资决策。”

曾衡伟表示：“需要警惕潜在的
流动性风险，拆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短暂交易暂停或会给投资者带来流
动性困扰。同时，份额拆分虽不直接
影响基金业绩，但有效利用新增资金
可能对长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总
之，基金份额拆分是提升市场竞争力
与吸引力的有效策略，但基金公司需
妥善管理相关风险，确保基金稳定运
营。”

ETF主动拆分基金份额调降净值
提升投资者交易便利性

本报记者 李 冰

自 3月 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
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至
今已“满月”。

《意见》发布以来，北京、深圳、广
州等多地开展优化支付服务行动，同
时机构端也抓实落细实施具体工作，
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4月 8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
门指导下，境内外支付、金融行业、商
业服务业代表在北京市蓝色港湾发
起“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共建计
划。该计划联合各大卡组织、海外移
动支付企业、银行等各方，推出以重
点商圈为核心的入境支付便利服务
提升行动。

政府端积极推动

4月 8日，第一次来中国的巴基
斯坦游客冉纳，使用本国移动支付
软件纳雅贝（NayaPay）成功扫码支
付，他在北京蓝色港湾吃了北京烤
鸭、逛了超市、喝了奶茶。这是巴基
斯坦纳雅贝在华直接扫码支付的第
一天，也是北京蓝色港湾成为全国
首个“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的第
一天。

冉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天我还去超市买了一点礼物给家
人，全程用的都是巴基斯坦的电子钱
包，感觉就像是在自己本国使用一
样。”

3月份，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
务提升支付便利性工作实施方案》。
自 2月 5日至 3月 24日，支付服务中
心已为近 3000 位境外来宾提供服
务，示范区境外个人累计办理外卡刷
卡业务已达10.3万笔。

3月 28日，由广州市政府、中国
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共同打造的“优
化支付服务示范区”在白云国际机场
正式启用。

同时，数字人民币也有最新进
展。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指导
下，相关银行已形成数字人民币App

“碰一碰”硬钱包收款方案，并率先在
深圳试点。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数字人民币App“碰
一碰”硬钱包即可收款，具有受理侧

改造成本低、携带方便、收款便利的
特点，可以有效扩大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的受理范围，方便境外来华人士、
老年人等群体快速便捷付款，提升数
字人民币支付服务水平。

机构端抓实落细

当前，银行业、支付机构等机构
端正积极抓实落细实施相关方案。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于 3月初成立专
项工作组，统筹制定行动方案，确立
行动目标，明确路线图，细化时间表，
印发《优化支付服务水平提升支付便
利性行动方案》，配套《推动情况监测
评价方案》。通过“方案+目标”“机
制+督导”，多维度推动行动方案快
速落地、见实见效。

中国银行从境外银行卡境内服
务、现金兑换、扫码支付、境内账户开
立及数字人民币应用 5个方面强化
设计、完善配套措施。

支付机构方面，4 月 8 日，支付
宝方面披露，目前通过蚂蚁集团的
Alipay+数字跨境支付和营销解决方
案，已有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支付
宝”可在境内无缝便利消费。未来 6
个月，蚂蚁集团还将从各大出入境口
岸、高铁站、网约车等交通出行场景，
到文旅热点、酒店商圈等地区，加强
商家培训，设立双语服务，加大支付
便利化宣传投放力度。

与此同时，微信支付已完成“3
优化、2扩展、1打通”，即优化绑卡流
程，优化微信开通流程，优化护照核
验效率；扩展商家网络，扩展服务指
引；支持境外用户持境外手机号绑定
外卡，同时支持扫码、被扫、微信小程
序、In-App 多种支付方式便捷支
付。数据显示，今年 3月份，微信支
付外卡业务日均交易金额对比去年
服务升级前，增长超 3倍，日均交易
笔数增长超4倍。

“综合来看，多地政府及各方机
构均在积极响应，稳步推进支付便利
性提升。机构端抓实落细具体措施，
从市场化角度让支付便利性的提升
落到实处，对落实优化支付服务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新规‘满月’的
效果来看，目前支付服务更具有包容
性，且支付服务更加多样化，长期看
未来机构侧的刷卡和NFC的使用率
会提升。”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
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优化支付服务新规落地“满月”
多方机构正抓实落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