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条款和声明

2022年8月

2022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盘点与展望

规模再创新高，固收贡献主要增量

厉海强

中信证券研究部 首席金融产品分析师



目录

CONTENTS

2

1. 行业格局及发展趋势

2. 全品类基金业绩盘点

3. 首发基金市场聚焦

4.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聚焦

5. 行业展望



oPoNoPpQnNpRoOpQwPmRsOaQ9RbRoMnNoMnPkPqQyQjMqRoQ9PmNnQuOtRmONZrNrR

3

1.行业格局及发展趋势

I. 公募基金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II. 七大类基金规模环比实现正增长

III.混合债券型及短期纯债型基金高速增长，被动产品线多品类增长

IV. 产品线格局：债券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份额小幅提升

V. 头部基金公司份额稳定，八家基金公司规模超五千亿元

VI. 基金公司分类规模盘点

VII.千亿基金经理升至5人



4

 公募基金管理规模环比上升6.7%，至26.7万亿元，规模和份额进一步扩容。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剔除ETF联接基金后，
国内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和管理份额分别达到26.7万亿元和23.8万亿份，均创出了历史新高；管理规模较一季度末增加了
16861.8亿元，环比增幅6.7%，较年初增长了4.6%；份额较年初增加了10903亿份，环比增幅4.8%，较年初增长了9.3%。
二季度受权益市场回暖的影响，规模增速高于份额的增长。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日期：20220630 

注：未披露季报的新发基金在当期按首发规模纳入统计，ETF联接基金在统
计规模是予以剔除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历年公募基金规模及其增长率（单位：亿元，%） 历年公募基金份额及其增长率（单位：亿份，%）

1.1 公募基金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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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类基金中有七大类产品线规模环比实现正增长，货币市场型、债券型扩容超5000亿元，贡献主要增量。货币市场型
与债券型基金增长较多，较2022年一季度末分别增加了5654亿元和5379亿元；而混合型、量化对冲型和可转债型基金的
规模出现不同程度缩水，总的来看，固收类产品贡献行业主要的增量。

 货币市场型、债券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的呈现净流入，权益类基金份额小幅减少。从份额变化维度看，剔除二季度新
发基金，仅货币市场型、债券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的份额为净流入，其他品类呈现出不同程度下滑，随着二季度权益市
场的回暖，权益类基金呈现小幅赎回状态。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统计区间：2011年至20220630

历年基金规模分类统计 历史各类基金规模增长率

1.2 固收类产品贡献行业主要的增量，权益类基金份额小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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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细分品类的规模方面，混合债券型及短期纯债型基金增长显著。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混合债券型和短期纯债型基
金规模环比增长32.2%、40%，分别增至17044.4亿元和8374亿元，而短期纯债型基金较一季度末规模小幅下滑2.4%。

 被动产品线中多数品类保持增长，债券类被动产品发展较快，QDII股指增强型规模有所下降。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被
动型类别基金中，除QDII股指增强外，其它品类较一季度均呈现出正增长，其中规模较小的债券指数增强型增速居首，债
券指数型和QDII股指型基金增速次之，分别涨了41%和20%，规模分别增至5479亿元和1905亿元；股票指数型和股票指
数增强型基金环比分别增长了9.1%和11.8%，规模增值12924.7亿元和1670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历年债券型基金分类规模（亿元） 历年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剔除联接基金）分类规模（亿元）

1.3 混合债券型及短期纯债型基金高速增长，被动产品线多品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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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线格局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债券型基金和指数及指数增强型份额占比小幅提升。按主被动产品线分开统计，截至
2022年二季度，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仍居首位，规模提升到106097亿元，但份额占比下降0.4pct至39.8%。债券型基金
（不含指数）规模位列第二，规模首超7万亿元，较2019年末规模实现翻倍，份额占比提升0.3pct至26.8%。主动权益型、
混合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FOF型、QDII型及可转债型基金份额占比分别为14.8%、8.8%、8.2%、0.8%、0.3%和
0.2%，其中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的份额占比提升0.7pcts，混合型基金份额下降约0.7pct，其它品类份额占比相对稳定。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日期：20220630  注：债券型中剔除债券指数及指数增强品种

2022年二季度各类基金规模谱系图（亿元，按主被动产品线分开统计）

1.4 产品线格局：债券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份额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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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大类资产属性进行统计（注：单资产类别涵盖主被动产品线），截至2022年二季度，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仍高居榜首，
债券型基金、权益型基金规模分别约为7.7万亿元、5.4万亿元，分居第二、第三，份额分别为28.9%、20.3%，占比相较
上一季度均有回升；位列第四的混合型基金规模降至约2.3万亿元，排名第五、第六的QDII型基金和FOF型基金管理规模
分别为2741亿元和2223亿元。权益型产品中，主动管理型基金规模占比超7成；债券型产品中，主动管理型基金占比约
93%。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2022年二季度末各类基金规模谱系图（亿元，按大类资产属性统计）

1.4 产品线格局：债券型、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份额小幅提升



9

 头部基金公司市场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八家基金公司规模超五千亿元，40家基金公司超千亿元。自2019年来，剔除货币
基金，头部10家公司管理规模的市场份额集中度相对稳定，份额占比维持在38%~40%之间，2022年二季度末小幅下滑，
占比为39.4%。从管理规模来看，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管理规模高于千亿元的基金公司数目回升至40家，其
中易方达基金管理规模继续维持万亿水平，另有8家公司维持五千亿元以上级别。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注：剔除货币基金，同一基金合并计算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日期：20220630

注：剔除货币基金，同一基金合并计算

2022年二季度基金公司规模（亿元，只） 历年前十大基金公司规模及占比（亿元，%）

1.5 头部基金公司份额稳定，八家基金公司规模超五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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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继续领跑主动权益型和混合型基金。主动权益型方面，前10名基金公司规模均超千亿元，其中易方达、中欧和汇
添富基金继续位居前三，旗下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分别为2846亿元、2471亿元、2436亿元。受权益市场回暖因素影响，
与上一季度相比，前10名基金公司管理规模均有所上升，其中易方达基金规模上升最大，规模增幅超12%。混合型基金
方面，前10名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均超700亿元，其中易方达、广发、东方资管、南方及华夏基金等五家公司管理规模超
1000亿元，其管理规模涨跌互现。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易方达基金 主动权益型 2846 48 306 

中欧基金 主动权益型 2471 57 131 

汇添富基金 主动权益型 2436 69 193 

富国基金 主动权益型 2079 79 151 

广发基金 主动权益型 2055 81 154 

景顺长城基金 主动权益型 1910 57 179 

嘉实基金 主动权益型 1832 87 129 

工银瑞信基金 主动权益型 1549 62 10 

华夏基金 主动权益型 1435 70 98 

交银施罗德基金 主动权益型 1318 33 153 

2022年二季度主动权益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2022年二季度混合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1.6 基金公司分类规模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易方达基金 混合型 1772 75 -71 

广发基金 混合型 1579 66 -20 

东证资管 混合型 1249 47 -6 

南方基金 混合型 1132 68 -32 

华夏基金 混合型 1022 47 90 

招商基金 混合型 894 54 -112 

中欧基金 混合型 893 35 -77 

华安基金 混合型 744 42 18 

安信基金 混合型 734 33 25 

博时基金 混合型 717 75 -2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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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品类中，博时基金和招商基金在中长期纯债型基金中居前，易方达基金持续领跑混合债券型基金。中长期纯债型基
金方面，管理规模前十的公司规模均超千亿元，其中博时基金、招商基金和中银基金位居中长期纯债型基金的前三，管理
规模分别为2522亿元、1793亿元、1772亿元。混合债券型基金方面，管理规模居首的易方达基金规模缩至2510亿元，成
为前十大基金公司中唯一管理规模下降的公司，但领先优势依然巨大，管理规模超第二名招商基金超1400亿元。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博时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2522 99 182 

招商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793 44 56 

中银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772 34 -32 

富国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543 28 -24 

工银瑞信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446 25 72 

永赢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432 47 36 

鹏华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431 40 -75 

南方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146 49 -170 

中银证券 中长期纯债型 1092 15 5 

兴业基金 中长期纯债型 1089 25 -69 

2022年二季度中长期纯债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2022年二季度混合债券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1.6 基金公司分类规模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易方达基金 混合债券型 2510 13 -288 

招商基金 混合债券型 1063 20 85 

富国基金 混合债券型 940 18 206 

天弘基金 混合债券型 931 17 169 

鹏华基金 混合债券型 711 25 301 

景顺长城基金 混合债券型 702 13 31 

工银瑞信基金 混合债券型 621 19 59 

广发基金 混合债券型 562 20 102 

汇添富基金 混合债券型 510 21 319 

南方基金 混合债券型 423 12 62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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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基金继续引领被动型产品，管理规模超千亿元公司升至八家。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包括QDII指数）方面，剔除
ETF联接基金后，管理规模超千亿元公司升至8家，前十大基金公司规模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华夏基金和易方达基金
的管理规模超2000亿元，国泰基金、南方基金和招商基金紧随其后。QDII基金（剔除指数和另类），易方达基金管理规
模居前首，富国、广发和华夏基金继续保持二、三、四位，管理规模分别为84亿元、62亿元、57亿元，管理规模前十的
基金公司中，易方达基金规模上升比例最高。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华夏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2839 107 288 

易方达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2045 99 138 

国泰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306 85 191 

南方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274 68 193 

招商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231 53 197 

华泰柏瑞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088 40 146 

汇添富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060 68 134 

广发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1043 72 215 

富国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927 69 102 

天弘基金 指数及指数增强型 860 67 70 

2022年二季度指数及增强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2022年二季度QDII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1.6 基金公司分类规模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剔除ETF联
接基金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易方达基金 QDII型* 273 5 37 

富国基金 QDII型* 84 8 5 

广发基金 QDII型* 62 3 -7 

华夏基金 QDII型* 57 8 -3 

南方基金 QDII型* 46 6 1 

嘉实基金 QDII型* 45 5 -1 

上投摩根基金 QDII型* 40 7 -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QDII型* 36 4 -3 

天弘基金 QDII型* 36 1 -2 

汇添富基金 QDII型* 28 5 -2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剔除ETF联
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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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施罗德和兴证全球基金居FOF型基金前二位，鹏华和汇添富基金居可转债基金前二。FOF基金方面，八家公司管理
规模超百亿元，其中交银施罗德和兴证全球基金仍居前二，管理规模分别为345亿元、276亿元，较2022年一季度分别降
低了13亿、提升了25亿元。在可转债基金方面，鹏华基金和汇添富基金管理规模仍居前2，但由于汇添富基金管理规模下
降12亿，现鹏华基金管理规模最大，可转债基金整体规模下降明显，主要是富国、汇添富规模下滑所致。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交银施罗德基金 FOF型 345 6 -13 

兴证全球基金 FOF型 276 8 25 

汇添富基金 FOF型 148 15 18 

民生加银基金 FOF型 128 8 -7 

南方基金 FOF型 125 15 8 

易方达基金 FOF型 121 12 13 

浦银安盛基金 FOF型 121 8 -17 

广发基金 FOF型 114 12 8 

华夏基金 FOF型 99 17 6 

中欧基金 FOF型 88 9 7 

2022年二季度FOF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2022年二季度可转债型基金规模靠前的基金公司（亿元）

1.6 基金公司分类规模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剔除ETF联
接基金

基金公司 基金类别 规模合计 基金数 规模变化

鹏华基金 可转债型 70 1 1 

汇添富基金 可转债型 67 1 -12 

兴证全球基金 可转债型 45 1 1 

前海开源基金 可转债型 31 1 8 

博时基金 可转债型 30 1 -5 

南方基金 可转债型 30 2 -4 

广发基金 可转债型 30 1 1 

富国基金 可转债型 25 1 -19 

华夏基金 可转债型 19 1 0 

华宝基金 可转债型 13 1 2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是相对2022年一季度，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剔除ETF联
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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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基金徐猛管理规模居首，多数经理管理规模上升。剔除货币、ETF联接基金后，前10名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均高于800

亿元，其中管理规模超千亿的基金经理升至5位，分别是华夏基金徐猛（1195亿）、易方达基金胡剑（1091亿）、华夏基
金张弘弢（1074亿），中欧基金葛兰（1018亿元）、招商基金候昊（1014亿元），前10名基金经理规模多数上升，仅胡
剑、张清华管理规模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中欧基金葛兰管理超千亿元，前十名管理规模均增长。主动权益型基金方面，中欧基金葛兰、景顺长城刘彦春和兴证全
球基金谢治宇管理规模居前三，前十大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刘彦春和萧楠管理规模较一季度末增加
超百亿元。

基金经理 管理规模 规模变化 基金公司

徐猛 1195 107 华夏基金

胡剑 1091 -175 易方达基金

张弘弢 1074 77 华夏基金

葛兰 1018 56 中欧基金

侯昊 1014 92 招商基金

张清华 972 -56 易方达基金

张坤 971 122 易方达基金

余亮 936 4 中银证券

王晓晨 919 257 易方达基金

刘彦春 870 122 景顺长城基金

2022年二季度部分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剔除货币基金，亿元） 2022年二季度部分基金经理管理规模（主动权益型，亿元）

1.7 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千亿基金经理升至5人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相对2022年一季度

基金经理 管理规模 规模变化 基金公司

葛兰 1018 56 中欧基金

刘彦春 870 122 景顺长城基金

谢治宇 805 42 兴证全球基金

周蔚文 729 34 中欧基金

张坤 720 86 易方达基金

刘格菘 685 68 广发基金

胡昕炜 603 94 汇添富基金

李晓星 551 70 银华基金

萧楠 530 100 易方达基金

张萍 425 56 汇添富基金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注：此主动权益型基金包括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
规模变化相对2022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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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F型和QDII型基金头部基金经理格局略有变化。截至2022年二季度，FOF型产品方面，前10大基金经理管理规模超90

亿元，其中兴证全球基金林国怀、交银施罗德基金蔡铮居于管理规模前二，管理规模分别是276亿元、209亿元。QDII型
基金方面，易方达张坤管理规模继续居首且领先持续扩大，管理规模升至251亿元，富国基金张峰和广发基金李耀柱分别
位居二三，其管理规模分别为66亿元和62亿元。

基金经理 管理规模 规模变化 基金公司

林国怀 276.5 24.9 兴证全球基金

蔡铮 208.7 -16.8 交银施罗德基金

丁凯琳 138.2 0.7 兴证全球基金

刘兵 136.1 4.3 交银施罗德基金

于善辉 121.9 -7.5 民生加银基金

陈曙亮 120.7 -17.3 浦银安盛基金

张浩然 98.2 9.0 易方达基金

李文良 95.7 3.2 南方基金

杨喆 93.1 6.6 广发基金

李彪 91.9 8.2 汇添富基金

2022年二季度部分基金经理管理规模（FOF型，亿元） 2022年二季度部分基金经理管理规模（QDII型，亿元）

1.7 基金经理管理规模：千亿基金经理升至5人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规模变化相对2022年一季度

基金经理 管理规模 规模变化 基金公司

张坤 251 35.9 易方达基金

张峰 66 4.2 富国基金

李耀柱 62 -7.3 广发基金

徐成 36 -2.6 国富基金

胡超 36 -1.8 天弘基金

张军 28 -2.1 上投摩根基金

刘平 24 0.9 华夏基金

何凯 24 -0.8 博时基金

宁君 23 0.2 富国基金

黄亮 21 -0.4 南方基金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注：此主动权益型基金包括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
规模变化相对2022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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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品类基金业绩盘点

I. 主动权益型基金领涨，超九成基金产品取得正回报

II. 单只基金分类业绩盘点

III.规模以上基金公司分类产品线业绩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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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二季度，公募23个子类产品线中除QDII股指增强型和其他类型基金外，其他21个品类基金获得正回报，主动权
益型基金以8.5%的平均涨幅居首，可转债型、偏股混合型FOF基金、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的季度平均收益率超6%。固收
类品种方面，混合债券型基金涨幅居首，平均涨幅达2.35%，QDII债券型、债券指数增强型、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平均涨幅
均超1%，二季度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99%、1.61%、1.04%。

 从获正回报的基金只数占比来看，超93%的基金收益率为正，其中可转债型、货币市场型基金均取得正回报，多数基金
类型超9成基金获得正回报，量化对冲型、QDII型基金表现相对不佳，正回报基金占比约57%、16%。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2022年二季度主要类型基金收益率分布 2022年二季度全品类基金收益率分布

2.1 21个品类、超九成基金取得正回报，主动权益型基金领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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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股混型基金前十大品种涨幅均超20%，新能源低碳和科技创新主题基金占比较高。主动权益型方面，2022年二季度
前十大基金回报均超24%，均值26.1%，而混合型基金方面，2022年二季度前十大基金涨幅均高于22%，平均涨幅25%，
二季度受新能源行业表现强劲影响，收益靠前的基金多为新能源和科技创新主题基金或重仓新能源行业。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12079.OF 信澳新能源精选 33.35% -21.59%
011891.OF 易方达先锋成长A 27.16% -18.94%
012126.OF 泰达宏利新能源A 26.36% -23.25%
006128.OF 银河和美生活A 26.14% -20.47%
013851.OF 中信建投低碳成长A 26.05% -23.47%
009467.OF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 24.46% -14.25%
009025.OF 海富通科技创新A 24.40% -23.86%
010115.OF 易方达远见成长A 24.30% -19.3%
519005.OF 海富通股票 24.16% -23.28%
006265.OF 红土创新新科技 24.15% -20.6%

2022年二季度收益靠前的主动权益型基金 2022年二季度收益靠前的混合型基金

2.2 单只基金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注：收益率统计剔除年中转型、清盘、净值异常、净值披露不满全年及规模小于1亿的基金，下同。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02420.OF 汇添富盈鑫灵活配置A 32.66% -20.57%
002810.OF 金信转型创新成长 28.92% -18.47%
001437.OF 易方达瑞享I 27.69% -21.35%
002083.OF 新华鑫动力A 26.21% -22.86%
001856.OF 易方达环保主题 24.17% -19.12%
005119.OF 银华智荟内在价值A 23.80% -25.83%
001156.OF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 23.48% -18.57%
005211.OF 银河智慧主题 23.39% -19.27%
002272.OF 新华科技创新主题 23.04% -20.71%
002296.OF 长城行业轮动A 22.95% -19.6%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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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型基金业绩良好，可转债型和混合型基金随股市回暖收益较高。固收类产品方面，可转债基金和混合债券型基金受
2022年二季度股票市场回暖影响，迎来了较好的收益，可转债基金十大产品涨幅均超8%，前十名基金平均跌幅达9.6%。
混合债券型基金方面，业绩前十大基金涨幅均超6%，平均回报超9%。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00067.OF 民生加银转债优选A 14.20% -7.75%
005246.OF 国泰可转债 10.22% -7.06%
006030.OF 南方昌元可转债A 9.64% -11.58%
000536.OF 前海开源可转债 9.43% -12.04%
090017.OF 大成可转债增强 9.34% -6.25%
240018.OF 华宝可转债A 9.28% -6.23%
005461.OF 南方希元可转债 9.00% -12.09%
005771.OF 银华可转债 8.62% -12.48%
050019.OF 博时转债增强A 8.29% -7.75%
004993.OF 中欧可转债A 8.27% -8.93%

2022年二季度收益靠前的可转债型基金 2022年二季度收益靠前的混合债型基金

2.2 单只基金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03092.OF 华商丰利增强定开A 15.89% -9.6
210014.OF 金鹰元丰A 10.53% -13.67
006102.OF 浙商丰利增强 10.02% -10.43
530017.OF 建信双息红利A 9.17% -8.75
001751.OF 华商信用增强A 8.77% -10.55
360013.OF 光大添益A 8.40% -10.97
009916.OF 格林泓利A 7.57% -4.07
519726.OF 交银稳固收益 7.17% -0.78
519967.OF 长信利富A 6.84% -10.37
009512.OF 天弘添利E 6.65% -10.42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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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F基金和QDII基金主动偏股型业绩优异。2022年二季度业绩前十的FOF型基金均为偏股混合型FOF和股票型FOF基金，
回报率均超7%，平均收益率超9%。QDII基金二季度业绩前十大品种季度收益率均超9%，平均回报率11.8%，且均为股
票型或偏股混合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12652.OF 易方达优势领航六个月持有A 11.56% -14.65%
501213.SH 中欧汇选FOF 9.97% -13.16%
013287.OF 易方达优势价值一年持有A 9.59% -13.95%
501218.SH 工银睿智进取FOF 9.16% -11.05%
013647.OF 汇添富经典价值成长一年持有 8.91% -8.98%
008169.OF 汇添富积极投资核心优势三个月持有期 8.59% -12.05%
013381.OF 中欧甄选3个月持有A 8.42% -11.49%
012936.OF 民生加银积极配置6个月持有 7.99% -15.73%
008168.OF 汇添富聚焦价值成长三个月持有 7.97% -9.83%

012282.OF 中欧睿智精选一年持有 7.93% -13.12%

2022年二季度收益靠前的FOF基金 2022年度二季度收益靠前的QDII股混型基金

2.2 单只基金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012584.OF 南方中国新兴经济9个月持有 14.22% -8.7%
012379.OF 创金合信港股互联网3个月持有A 13.86% -11.72%
001691.OF 南方香港成长 13.58% -9.01%
110011.OF 易方达优质精选 13.47% -8.22%
010644.OF 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人民币 12.32% -4.98%
100061.OF 富国中国中小盘人民币 11.45% -5.79%
012060.OF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A人民币 10.16% -4.4%
006308.OF 汇添富全球消费人民币A 9.95% -7.57%
862001.OF 光大阳光香港精选人民币A 9.53% -14.24%
008284.OF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人民币 9.12% -16.5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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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海富通基金和新华基金领跑主动权益型基金，新华基金、长城基金和平安基金业绩居混合型基金前三。主动
权益型产品线方面，前十名基金公司的平均收益率均超12%，其中银河基金、海富通基金和新华基金收益率居前三，旗下
对应基金平均收益分别为14.8%、14.7%、14.2%。混合型产品线方面，前十名基金公司正收益均超6%，其中新华基金、
长城基金和平安基金平均收益率居前三，旗下产品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1.1%、9.3%和8.8%。

基金公司 主动权益型
平均收益率

主动权益型
最大回撤平均

银河基金 14.8% -16%

海富通基金 14.7% -20.1%

新华基金 14.2% -14.3%

鹏扬基金 13.1% -16.4%

易方达基金 13.0% -13.7%

泰达宏利基金 12.8% -18.9%

财通证券资管 12.7% -13%

诺德基金 12.7% -10.2%

睿远基金 12.5% -13.3%

信达澳亚基金 12.2% -16.1%

2022年二季度主动权益型收益靠前的公司（50亿元以上） 2022年二季度混合型收益靠前的公司（50亿元以上）

2.3 规模以上公司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基金公司 混合型
平均收益率

混合型
最大回撤平均

新华基金 11.1% -12.9%

长城基金 9.3% -13.4%

平安基金 8.8% -12.5%

泓德基金 8.6% -9.9%

民生加银基金 8.4% -11.3%

泰达宏利基金 7.7% -12.6%

银华基金 7.7% -10.3%

农银汇理基金 7.6% -12.9%

金信基金 7.5% -17.0%

中海基金 6.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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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资管、长盛基金和东证资管领跑中长期纯债型基金，浙商基金、华商基金和金鹰基金收益率位居混合型基金前三。
中长期纯债型方面，2022年二季度收益率靠前的10家基金公司平均回报均超1%，其中华泰资管、长盛基金和东证资管居
前三。混合债券型基金方面，浙商基金、华商基金和金鹰基金居前三，本季度平均回报分别为6.2%、5.7%和5.2%，前十
大基金公司平均收益均超2%。

基金公司 中长期债券型
平均收益率

中长期债券型
最大回撤平均

华泰证券资管 1.60% -0.1%

长盛基金 1.31% -0.3%

东证资管 1.29% -0.1%

东方基金 1.28% -0.1%

金元顺安基金 1.27% -0.1%

兴证全球基金 1.27% -0.2%

富荣基金 1.27% -0.1%

银华基金 1.25% -0.2%

蜂巢基金 1.20% -0.2%

兴业基金 1.19% -0.3%

2022年二季度中长期债券收益靠前的公司（50亿元以上） 2022年二季度混合债券型收益靠前的公司（50亿元以上）

2.3 规模以上公司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基金公司 混合债券型
平均收益率

混合债券型
最大回撤平均

浙商基金 6.2% -5.9%

华商基金 5.7% -5.8%

金鹰基金 5.2% -6.3%

泓德基金 3.7% -2.5%

光大保德信基金 3.6% -4.3%

华富基金 3.4% -2.6%

太平基金 3.2% -2.8%

交银施罗德基金 3.0% -0.8%

建信基金 2.9% -2.1%

嘉实基金 2.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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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欧、易方达和富国基金领跑FOF型基金，交银施罗德、华泰柏瑞和南方基金在QDII股混型基金中收益靠前三。FOF型
基金方面，2022年二季度收益率靠前的10家基金公司平均收益均超3%，其中中欧、易方达和富国基金居前三，收益率均
超5%。QDII股混型基金方面， 2022年二季度收益率靠前的10家基金公司平均收益均超2%，其中交银施罗德基金、华泰
柏瑞基金和南方基金居前三，收益率均超9%

基金公司 FOF型
平均收益率

FOF型
最大回撤平均

中欧基金 7.9% -11.3%

易方达基金 5.2% -7.2%

富国基金 5.0% -10.3%

汇添富基金 5.0% -7.7%

光证资管 4.8% -10.4%

工银瑞信基金 4.7% -6.2%

广发基金 4.4% -7.7%

嘉实基金 4.0% -6.9%

民生加银基金 4.0% -6.7%

交银施罗德基金 3.9% -5.3%

2022年二季度FOF型基金收益靠前的公司（10亿元以上） 2022年二季度QDII股混型收益靠前的公司（10亿元以上）

2.3 规模以上公司分类业绩盘点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基金公司 QDII股混型
平均收益率

QDII股混型
最大回撤平均

交银施罗德基金 16.42% -16.7%

华泰柏瑞基金 12.98% -15.5%

南方基金 9.16% -11.1%

富国基金 6.96% -7.3%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4.73% -12.4%

汇添富基金 4.49% -11.4%

华夏基金 4.46% -14.0%

景顺长城基金 3.94% -9.5%

嘉实基金 3.23% -13.5%

上投摩根基金 2.0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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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基金市场聚焦

I. 上半年共募集约6850亿元，二季度发行市场有所回暖

II. 细分产品线：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和债券指数型发行规模占各自大类比重超八成

III.十大公司发行规模占比有所回落，募资效率呈下降趋势

IV. 平均募资量：仅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平均发行规模有所提升

V. 十大首发规模单品——均为债券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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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新发规模约6850亿元，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下滑58%，债券类产品发行规模占比居首。2022年上半年，公
募基金发行规模约685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期间共发行710只（注：多份额基金合并计算）基金，2022年第二季
度发行了411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53亿元。基金大类方面，上半年主动权益型基金募集1143亿元（占比16.7%，相
较第一季度有所下降）、债券型基金募集2678亿元（占比39.2%）、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共募集了2186亿元（占比
32%）居前三甲，混合型基金募集549亿元（占比8%），此外，FOF型和QDII型基金分别募资260亿元和5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20630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20630

历年基金发行规模及只数 2022年上半年基金发行规模分类统计（亿元）

3.1 上半年共募集约68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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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长期纯债型发行规模占比仍为债券型基金发行主体，债券指数型基金发行在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中超八成。2022年
上半年，债券型基金细分产品线发行规模方面，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募资2213亿元，仍占债券型基金新发绝对权重
（82.64%），短期纯债型募资规模占比继续提升，增至8.14%。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基金方面，受益于同业存单指数基金
的发行，债券指数型基金上半年新发了1769亿元，占比为81%，股票指数型募资327亿元，此外，股票指数增强型和QDII

股指型分别募资66亿元和24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20630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20630

历年债券型基金分类发行规模占比 历年指数及指数增强基金分类发行规模占比

3.2 细分产品线：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和债券指数型发行规模占各自大类
比重超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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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上半年，前十大公司的基金发行规模合计占比37.64%，总体较一季度的40%有所下降，同期基金发行数占比不足
三成，从定义的前十大公司的募资效率（前十大公司发行规模占比/前十大公司发行数量占比）来看，前十大基金公司的
募资效率呈下降趋势。华夏基金、招商基金、汇添富基金三家公司发行规模超300亿元，居前三，前十大公司平均发行规
模258亿元，上半年共有27家公司发行规模超百亿元，二季度的发行市场相对一季度总体回暖。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内环为首发募资规模，外环为首发数量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前十大公司募资效率=前十大公司发行规模占比/前十大公司发行数
量占比，数据截至20220630

2022年上半年基金公司发行规模及数量（亿元，只） 历年募资前十大基金公司募资占比与募资效率

3.3 十大公司发行规模占比有所回落，募资效率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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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各类公募基金平均发行规模（亿元）

3.4 平均募资量：仅指数及指数增强型平均发行规模有所提升

 分类统计2022年上半年各大类基金的平均

发行规模，仅指数及指数增强型较上年平
均发行规模有提升，其它品类均呈不同程
度下降，其中，指数及指数增强型的平均
募资金额分别为14.3亿元，主动权权益型、
混合型、债券型、FOF型、QDII型的平均
募资量分别为5亿元、6.8亿元、15亿元、4

亿元、2.4亿元。

 债券型细分品类方面，短期纯债型基金的
平均发行规模小幅增长，增长至5亿元，而

混合债券型、中长期纯债型平均发行规模
较上年平均有所，分别下降至8.5亿元、
20.88亿元；被动管理型产品线中，债券指
数型平均募资规模增幅显著，增至65.5亿
元，股票指数型、股票指数增强型、QDII

股指型的平均募资规模有所下滑。

基金类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H1

主动权益型 13.76 7.29 11.16 13.40 28.41 3.91 7.50 7.75 10.56 31.4519.90 5.04

混合型 18.31 14.32 8.61 13.03 25.35 8.24 4.90 11.58 8.08 16.7616.23 6.86

债券型 22.54 27.82 18.07 9.41 8.15 11.12 12.86 10.34 14.45 22.2419.43 15.05

指数及指数增强 7.73 17.73 9.29 7.65 6.81 6.72 3.92 15.54 19.23 14.62 7.85 14.29

可转债型 13.17 30.87 14.23 5.06 4.31 2.99 2.42 2.34 6.22 2.40 2.13

货币市场型 25.11 70.96 31.16 16.28 11.96 17.37 12.96 18.01 12.57

FOF型 27.73 3.27 4.40 5.2512.71 4.07

QDII型 5.71 9.62 12.55 8.87 7.03 3.42 3.37 4.16 6.5016.94 2.40

量化对冲型 21.56 12.60 9.95 2.24 2.52 14.08

其他类型 12.80 5.73 7.06 2.92 11.57 4.09 3.10 2.31 4.42 2.92 6.53 4.6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QDII型不含指数和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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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十大首发规模单品——均为债券类基金

基金全称 认购户数 成立日期 募资金额：亿元 基金类型 基金公司

招商添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 20220303 150.00 中长期纯债型 招商基金

汇添富鑫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98 20220627 80.00 中长期纯债型 汇添富基金

惠升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1 20220621 80.00 债券指数型 惠升基金

中信建投景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5 20220608 79.99 中长期纯债型 中信建投基金

浦银安盛普裕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55 20220325 79.99 中长期纯债型 浦银安盛基金

华安添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 20220615 79.99 中长期纯债型 华安基金

交银施罗德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26 20220608 79.90 债券指数型 交银施罗德基金

万家鑫橙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 20220427 79.99 中长期纯债型 万家基金

鹏华永宁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 20220408 74.10 中长期纯债型 鹏华基金

博时富鸿金融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8 20220526 68.27 中长期纯债型 博时基金

2022年二季度发行规模前十大基金

 从2022年上半年发行规模来看，剔除同业存单指数产品后，市场募资规模前10产品8只为中长期纯债型基金，2只为债券
指数型基金，其中排名前三的基金分别募资150亿元、80亿元和80亿元，十大首发规模单品多为定期封闭基金。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剔除同业存单指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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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偏股基金重仓聚焦

I. 主动偏股基金规模环比小幅提升，重仓股市值占比和仓位均小幅回升

II.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并超配电新、食品饮料、医药，持股集中度有所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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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偏股基金规模环比提升6%，重仓股市值占比小幅提升。截止2022年二季度末，主动偏股基金规模为5.5万亿元，较
一季度末环比上升6%，较年初下降10.7%，其中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的规模分别为7466亿元、
32040亿元及15457亿元，较一季末分别增长7.5 %、11%、0.2%。

 主动偏股基金整体的重仓市值（仅统计季报中披露的前十大重仓股，并根据基金规模进行加权）加权占比近3年维持在较
高水平，重仓市值的占比提升至48.3%，其中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的重仓市值占比为53.2%，
50.5%，41.4%。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主动偏股基金规模情况（亿元，%）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市值及占比（亿元，%）

4.1 主动偏股基金规模环比小幅提升，重仓股市值占比和仓位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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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偏股基金权益仓位小幅提升，偏股混合型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的权益仓位提升近10年的新高。2022年二季度，主
动偏股基金权益规模加权仓位为84.6%，环比有所提升，并已超过年初水平，三类基金权益仓位均有所上升，其中偏股混
合型基金和普通股票型基金的权益仓位提升近10年的新高。

 持股集中度方面，基于我们在前期报告（基金选择因子研究系列之一—抱团历史解析与抱团衡量因子构建，2022.3.25）
构建的集中度观测指标（混合HHI），数据显示，主动偏股基金重仓股的集中度相较一季度有所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各类型主动偏股基金权益仓位（%）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市值及占比（亿元，%）

4.1 主动偏股基金规模环比小幅提升，重仓股市值占比和仓位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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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并超配电力设备及新能源、食品饮料、医药、电子等行业，环比增仓最快的三大行业是汽车、消费者
服务和钢铁。截止2022年二季度末，主动偏股基金重仓规模居前的一级行业分别是电力设备及新能源（4068亿元）、食
品饮料（3784亿元）、医药（2735亿元）、电子（2396亿元），其配置占比分别为16.8%、15.6%、11.3%、9.9%，较
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分别超配6.9pcts、7.8pcts、2.5pcts、1.7pcts。重仓规模环比增速最快的行业分别为汽车（72%）、消
费者服务（44%）、钢铁（37.8%）、食品饮料（35%）、交通运输（32%）；占行业自由流通市值比的靠前的一级行业
分别是食品饮料（12.6%）、消费者服务（11.4%）、电力设备和新能源（10.7%）、国防军工（9%）、医药（8.1%）。

4.2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并超配电新、食品饮料、医药，持股集中度有所回升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中信一级行业情况（节选）

排名 中信一级行业 2022年二季度重仓规
模(亿元)

重仓规模变化(
亿元)

重仓规模QoQ
（%）

占行业自由流通
市值比（%） 配置比例（%） 超配比例

（PCTS）
本季度涨跌幅

（%）

1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4,068.3 711.7 21.2 10.7 16.8 6.9 13.9 

2 食品饮料 3,784.4 986.5 35.3 12.6 15.6 7.8 21.2 

3 医药 2,735.0 -81.5 -2.9 8.1 11.3 2.5 -2.8 

4 电子 2,395.7 -362.6 -13.2 7.6 9.9 1.7 2.0 

5 基础化工 1,647.5 160.1 10.8 6.2 6.8 -0.1 8.3 

6 有色金属 1,208.2 236.8 24.4 7.8 5.0 0.9 6.5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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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中信一级行业 2022年二季度重仓规
模(亿元)

重仓规模变化(
亿元)

重仓规模QoQ
（%）

占行业自由流通
市值比（%） 配置比例（%） 超配比例

（PCTS）
本季度涨跌幅

（%）

1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 4,068.3 711.7 21.2 10.7 16.8 6.9 13.9 

2 食品饮料 3,784.4 986.5 35.3 12.6 15.6 7.8 21.2 

3 医药 2,735.0 -81.5 -2.9 8.1 11.3 2.5 -2.8 

4 电子 2,395.7 -362.6 -13.2 7.6 9.9 1.7 2.0 

5 基础化工 1,647.5 160.1 10.8 6.2 6.8 -0.1 8.3 

6 有色金属 1,208.2 236.8 24.4 7.8 5.0 0.9 6.5 

7 汽车 877.0 367.5 72.1 6.3 3.6 -0.0 24.9 

8 计算机 861.5 101.3 13.3 4.8 3.6 -1.1 -2.2 

9 国防军工 835.1 58.4 7.5 9.0 3.4 1.0 5.0 

10 机械 794.1 104.5 15.2 4.3 3.3 -1.5 7.5 

11 银行 642.2 -249.9 -28.0 2.5 2.6 -4.1 -2.3 

12 交通运输 489.8 119.4 32.2 4.5 2.0 -0.8 8.6 

13 房地产 485.8 -93.4 -16.1 5.6 2.0 -0.3 -8.4 

14 消费者服务 467.0 143.4 44.3 11.4 1.9 0.9 25.3 

15 农林牧渔 389.6 -117.9 -23.2 5.7 1.6 -0.2 -3.5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中信一级行业情况（一）

4.2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并超配电新、食品饮料、医药，持股集中度有
所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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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中信一级行业 2022年二季度重仓规
模(亿元)

重仓规模变化(
亿元)

重仓规模QoQ
（%）

占行业自由流通
市值比（%） 配置比例（%） 超配比例

（PCTS）
本季度涨跌幅

（%）

16 通信 357.1 -10.8 -3.0 4.8 1.5 -0.5 -0.5 

17 家电 333.4 16.5 5.2 4.1 1.4 -0.7 12.7 

18 建材 281.5 6.0 2.2 5.0 1.2 -0.3 7.0 

19 石油石化 256.6 24.3 10.5 4.9 1.1 -0.3 6.3 

20 煤炭 213.5 13.9 7.0 4.4 0.9 -0.4 8.9 

21 轻工制造 208.7 36.5 21.2 5.1 0.9 -0.2 1.6 

22 钢铁 202.9 55.7 37.8 4.5 0.8 -0.3 0.4 

23 传媒 192.5 -66.6 -25.7 2.9 0.8 -0.9 -5.1 

24 建筑 149.5 -32.2 -17.7 2.0 0.6 -1.4 -0.2 

25 非银行金融 139.3 -7.3 -5.0 0.7 0.6 -4.6 -0.1 

26 电力及公用事业 133.2 -47.1 -26.1 1.3 0.5 -2.1 3.7 

27 纺织服装 52.7 -7.8 -12.9 2.5 0.2 -0.3 0.8 

28 商贸零售 34.9 -7.1 -16.9 0.9 0.1 -0.8 0.1 

29 综合 0.8 -0.1 -15.0 0.0 0.0 -0.5 -4.5 

30 综合金融 0.0 -0.6 -98.5 0.0 0.0 -0.1 -15.7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中信一级行业情况（二）

4.2 主动偏股基金重仓并超配电新、食品饮料、医药，持股集中度有
所回升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36

行业展望

I. 行业生态持续丰富

II. 行业发展仍处于较好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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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行业生态持续丰富

 基金保有渠道：银行依然占据主要优势，券商渠道规模增速亮眼。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了2022年二季度末的前100家基
金销售机构的保有量数据，前100家机构股混类基金总销售保有规模6.34万亿元，较一季度末的5.91万亿元进一步增长
4299亿元，涨幅超7%，相比2021年同期的6.16万亿元，增长了1802亿元，涨幅近3%。根据上述口径，我们统计，银行
代销股混类基金保有规模3.47万亿元，环比增长7%，市占率54.8%，券商渠道二季度股混类基金保有规模合计12398亿
元，环比增长9.1%，市占率19.6%。

 产品创新如火如荼。2022年上半年，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获千亿资金追捧，公募基金积极布局细分品类和主题ETF，包括
国证疫苗ETF、中药ETF、碳中和ETF、政金债ETF等。

 监管自律呵护行业生态。2022年6月10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并对薪酬
结构、薪酬支付、绩效考核、薪酬内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指引》，绩效薪酬的递延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
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关键岗位人员递延支付的金额原则上不少于40%，绩效考核指标应体现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情
况，此外，《指引》对高管、基金经理等绩效薪酬持基要求也进行了明确。

 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新纳入ETF品种。证监会6月28日消息，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决定批准两地交易所正式将
符合条件的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首批标的ETF名单中包含沪股通ETF共53只，深股通ETF

共30只，港股通ETF共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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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业发展仍处于较好的机遇期

资料来源：中国基金业协会，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注：公募数据直接取自基金业协会，与报告统计口径有差异

大资管细分品类年度规模增速

 公募基金行业规模又创新高，仍处于较好的机遇期。2012至2022Q2，公募基金行业经历了连续10年的规模增长，资产管
理规模从2万亿翻了十余倍到26.7亿左右，同时，行业内部的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股票+混合的规模占比从超过
8成，下降至不足3成。上述变化与大资管行业扩容背景息息相关，宏观经济的加杠杆催生了偏固收类相关产品的大繁荣，
2018年资管新规推出后，公募基金以其内在的净值化特征，相对优势凸显，在大资管细分品类中，其增长显得较为持续
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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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业发展仍处于较好的机遇期

 此外，货币供应、居民财富仍在持续增长，公募基金在大资管领域的竞争力并没有显著的变化，需求侧的增长趋势明确，
尽管2022年一季度受权益市场波动影响，行业规模小幅下降，但随着二季度权益市场回暖，行业再创出了历史新高。

 另一方面，从国际来看，根据ThinkAheadInstitute发布的全球前500家资产管理机构的统计分析报告，2020年共同基金占
到70.6%的资产，占据资产管理的核心地位，而目前我国公募基金在大资管领域的比例尚不足20%。

 除此之外，其他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支撑因素有：（1）宏观经济转型背景下，公募基金作为大资金容量品种能承担投融资
重任，促进资产合理定价和经济体资源优化配置；（2）A股资产波动率下降改善权益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在注册制的
推进下，股票供给更加市场化，类似2007~2008、2015年的大幅波动更加难以出现；（3）居民投资渠道有限。房地产的
投资属性难以恢复，在可投资的选项中，公募基金的相对地位提升。



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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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海强（首席金融产品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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