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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衍菘

6月份以来，多只LOF（上市型开放式
基金）产品二级市场价格持续偏离基金净
值，出现大幅溢价。为防范投资者盲目追
高，富国基金、嘉实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
等6家公募机构密集发布溢价风险提示
公告。

例如，6月26日，嘉实基金公告称，旗
下嘉实惠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
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
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较大
损失。

类似情况在富国天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C类基金份额、交银施罗德智选
星光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LOF）等产
品中同样上演，相关产品的溢价风险提示
亦于近两日相继发布。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陈宇恒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产品大
幅溢价主要缘于资金大量涌入场内基金推
高交易价格。LOF基金场内流通规模普遍
较小，少量资金即可撬动价格异动。”

为抑制过度投机，富国基金、华宝基
金、财通基金等多家基金公司还表示，若相
关产品后续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
有效回落，或将申请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
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

尽管LOF基金场内价格短期飙升，但
业内人士提醒，高溢价背后隐藏着价格回
归净值的潜在损失与临时停牌引发的流动
性风险。

LOF基金交易价格最终需向净值收
敛。陈宇恒表示，若投资者在溢价峰值入
场，一旦市场情绪降温或套利资金介入，价
格可能快速回落。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建
议，投资者参与LOF交易前需重点关注以
下两点：一是对比基金净值与场内价格，溢
价率超过5%需谨慎；二是关注基金公司申
购限制政策，避免因流动性收窄陷入被动。

在A股市场回暖背景下，部分场内基
金的投机性交易风险有所累积。机构通过
限制申购、停牌预警等手段强化风险管理，
而投资者亦需保持理性，避免被短期价格
波动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未来LOF
基金的溢价现象或随市场情绪平复而
缓解。

部分LOF基金大幅溢价
基金公司密集预警

本报记者 昌校宇

在市场资金配置偏好转向稳健
票息资产的背景下，信用债ETF（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迎来快速发展
期。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6月29
日，全市场信用债ETF年内资金净流
入规模已接近 1000亿元（995.43亿
元），在债券型ETF净流入总额中占比
接近60%。目前，信用债ETF总规模
已达2147.19亿元，在债券型ETF总规
模中的占比已达57%。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信用债ETF
产品线显著丰富，带动市场资金大规
模涌入。其中，年初集中上市的首批
8只基准做市信用债ETF成为本轮规
模扩张的重要推手。以公司债ETF易

方达、信用债ETF博时为代表的首批
产品，初始发行规模合计达217.1亿
元，目前单只产品规模均超100亿元，
整体规模已突破1200亿元。

例如，公司债ETF易方达自今年1
月 24 日 上 市 以 来 规 模 增 幅 已 超
600%。数据显示，6月26日，公司债
ETF易方达单日净流入资金为15.93
亿元，推动其规模首次突破200亿元
大关，达到205.28亿元，创历史新高，
在同类8只基准做市信用债ETF中规
模排名首位。截至6月29日，该产品
最新规模为207.56亿元。

规模的迅速增长，折射出信用债
ETF获得各类资金青睐。谈及原因，
易方达基金债券指数投资部总经理
李一硕分析称：“在当前利率震荡的

市场环境下，中等期限的高评级信用
债具有一定的票息收益，且信用风险
较低，投资性价比优势明显。”

作为场内ETF的创新品种，信用
债ETF具有多重优势。李一硕以首批
基准做市信用债ETF为例介绍道，作
为工具型产品，其不仅具有“T+0”交
易、低成本、分散风险、透明度高等优
势，而且所跟踪的上证基准做市公司
债指数、深证基准做市信用债指数反
映了交易所上市债券中规模较大、信
用质量较高、流动性较好的信用债的
整体表现，以此为跟踪标的开发的
ETF，信用风险相对更低、跟踪效率相
对更高，是助力投资者便捷配置场内
信用债资产的优质工具。

此外，信用债ETF的配套措施也

在不断完善。自今年6月6日起，符合
条件的信用债ETF可申报作为质押券
进行通用质押式回购交易，投资者可
利用此类产品开展质押融资，借助资
金杠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多元
投资策略。

信用债ETF博时基金经理张磊认
为：“信用债ETF被纳入通用质押式回
购，不仅有助于投资者增厚收益，还
能进一步提升产品流动性。从实际
效果看，各家公募机构旗下信用债
ETF在纳入回购质押库后，规模都出
现了显著增长。”

另据李一硕介绍，目前各类投资
者都在积极参与信用债ETF的投资，
其中，企业年金、养老金、银行理财、
FOF、保险资管、信托产品等在内的资

管类产品需求尤为突出。“在大资管
时代背景下，居民财富管理业务具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出于长期配
置还是短期交易需求，各类资管产品
对信用债ETF都有较大投资需求，未
来发展可期。”

展望未来，景顺长城基金固定收
益部基金经理陈健宾认为，今年上半
年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存款利
率相继下调，其中存款利率单次降幅
为近几年最大，预计保险预定利率也
将很快跟进调整。无论是看资产比
价关系还是金融机构负债成本，信用
债的配置价值都更加凸显。考虑到
外部扰动持续，国内稳地产政策力度
加大，预计货币政策仍将较为积极，
信用债市场有望延续良好表现。

信用债ETF总规模突破2100亿元
基准做市产品成增长主力

本报记者 郭冀川

近期，智能眼镜在消费电子市场
可谓风头正盛。从销售端来看，618
购物节期间，智能眼镜销量爆发式增
长，不少产品宣告售罄。比如，北京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小米”）在6月26日发布新品AI眼镜，
称其是“面向下一代的个人智能设
备”，截至记者发稿，该产品在京东平
台已售超万件。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智能眼镜的
魅力，《证券日报》记者近期来到北京
通州博士眼镜店，一踏入店门，便看
到多款智能眼镜醒目地摆放在门店

“C位”。眼镜店销售人员介绍，这些
智能眼镜都有适配的近视镜片，即便
是没有配镜需求的消费者，也会乐于
购买，只为亲身感受科技魅力。

智能眼镜市场“三足鼎立”

当前，市面上主流的智能眼镜主
要分为VR（虚拟现实）眼镜、AR/XR

（增强现实/扩展现实）眼镜和AI（人工
智能）眼镜三大类别，它们各具特色。

VR眼镜通过显示屏和透镜将虚
拟画面投射到用户眼前，让用户有
身临其境的感觉。它也是智能眼镜
领域最早实现商业化的产品。然
而，VR眼镜宛如一个加厚版的滑雪
镜，体积较大且重量不轻，长时间佩
戴会使人感到疲惫。遥在（山东）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运营沉浸式
体验游戏的公司，该公司CTO马玉广
对记者说：“我们的娱乐项目均需使
用VR眼镜，但佩戴舒适度欠佳是消
费者普遍反映的痛点。目前，公司
正与一些AR/XR眼镜厂商探讨合作
事宜。”

AR/XR眼镜则在轻量化和佩戴
舒适性方面表现卓越。其显示模组
结构小巧，却能带来影院“巨幕”级
的观影体验，即便插入带有度数的
镜 片 ，眼 镜 的 整 体 外 观 依 然 时 尚
美观。

VITURE（北京行者无疆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薛亚飞向记者介绍，

AR/XR眼镜的崛起得益于显示技术
的突破，它的显示效果不逊色于VR
眼镜，还能适配多款游戏主机，为用
户带来更加逼真、沉浸式的游戏和观
影体验。但它也有使用发热与供电
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产品还在迭
代中。

当下最为热门的当数AI眼镜，它
虽然没有“巨幕”般的观影和游戏体
验，却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翻
译、导航等多种需求，且佩戴效果和
普通眼镜无异。但AI眼镜目前价格
较高且续航时间较短。

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教育与科
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华对记
者分析，AI大模型技术的迅猛发展，
让智能眼镜能够实现更加智能的交
互和拥有更为丰富的功能。此外，光
学显示技术进步、5G普及让产品使用
体验提升，光波导技术让镜片厚度大
幅降低，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智能眼镜
的产品形态愈发成熟。

智能眼镜的热潮，不仅得益于技
术的成熟和市场的细分，更离不开政

策的鼎力支持，今年消费补贴将智能
眼镜纳入其中，这无疑为智能眼镜市
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智能眼镜风
口的到来，是技术、市场和政策共同
作用的结果。

公司竞相入局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智能眼镜行业从业者纷纷表示，
2025年极有可能成为智能眼镜爆发
的关键元年，届时行业或将迎来一场
激烈异常的“百镜大战”。

年初以来，已经有不少厂商涌入
智能眼镜市场，近期，除了小米外，北
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科技巨
头透露对这一市场的战略布局。

同时，当下智能眼镜市场呈现出
产品功能百花齐放的态势，除了在消
费电子领域，其在医疗服务等多个领
域 的 应 用 也 逐 渐
展开。

智能眼镜也并非
年轻人的专属，在日

前举办的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
医疗博览会上，多款智能眼镜亮相，
它们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导航、辅
助阅读、陪聊解闷等服务。

在技术的加持下，“AI+AR”也成
为企业竞相布局的焦点。四川影目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杨龙昇对
记者表示，公司的产品定位是“一体
式AI+AR融合终端”，致力于在日常
可穿戴的形态中，探寻更自然、更实
用的视觉增强体验。

然而，尽管智能眼镜市场潜力
巨大，但要真正从“热潮”迈向“普
及”，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隐私
合规压力不容小觑，许多AI眼镜自
带摄像头，这一特性可能会引发公
共场景下的隐私争议。此外，由于
缺乏稳定的内容与交互生态支撑，
智能眼镜的长期使用驱动力也有待
验证。

智能眼镜开启视觉交互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