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国际指数产业概况

自

１８９６

年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问世至上世纪

７０

年

代，股票指数一直都仅用作反映市场表现的标尺，编制股票指

数并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但

１９７６

年在美国问世的指数

基金及

１９８２

年诞生的股指期货改变了这一切。

１９７６

年， 美国先锋集团推出基于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的开

放式指数基金，这是全球第一只指数共同基金。 由于很多人认

为指数基金的投资策略缺乏技术含量，指数基金一直没有得到

投资者的认同。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指数基金才真正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最新也是最令人激动的指数型基金产品是交

易所交易基金（

ＥＴＦ

）。 到

３

季度末，全球

ＥＴＦ

产品超过了

３０００

只，资产规模超过

１．２

万亿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以很快的速度

增长。指数基金将股票指数的功能从延续了几十年的标尺功能

扩展到了投资功能，并让证券指数开始走向了产业化。

１９８２

年

推出后即大获成功的股指期货与

１９８３

年推出的指数期权则赋

予了股票指数另一项重要功能—交易功能。基金公司开发指数

基金等指数化投资产品以及指数交易市场的投资者及其它参

与者都需要指数公司提供各种服务，从而使指数从一个简单的

市场标尺发展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完整产业链。

由于指数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并且道琼斯、标准普尔

等指数行业的先行者在一开始也没有将指数产业作为其公司

的主要利润来源，因此从一开始指数行业就成了一个充分竞争

的行业。 目前除了道琼斯、标普、

ＭＳＣＩ

、富时等知名指数商外，

国际证券市场上还出现了其它为数众多的指数编制机构，一些

大的金融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如花旗、高盛、巴克莱等也都编制

发布了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证券类指数。

目前国际上的指数公司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国际性指

数提供商，主要包括琼斯、标普、富时和

ＭＳＣＩ

等四大指数公

司，它们都具有比较完善的全球指数体系，具有广泛的全球影

响力， 其发布的许多指数都被开发成了指数基金、

ＥＴＦ

和指数

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第二类是区域性指数提供商，主要包括

一些编制指数的交易所以及罗素、恒生等地方性指数商，它们

一般具有较完善的反映当地证券市场的指数体系，在当地的指

数产业发展中占据一定优势。虽然其旗下指数的品种与范围并

不多，但却在当地深入人心，其它指数机构很难撼动其在本地

的优势。 第三类则属于专业细分领域的指数提供商，如

Ｍａｒｋｉｔ

、

ＷｉｓｄｏｍＴｒｅｅ

等，它们一般成立较晚，没有完善的综合性指数体

系，指数数量较少，但其旗下指数往往专注于某一类资产或具

有某些鲜明的特色，一般会被开发为指数基金或

ＥＴＦ

，但被开

发成衍生品的比较少见。

图

１

、指数产业生态链

二、四大指数公司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整合，今天的指数编制格局已与往日

大为不同， 全球的指数编制资源开始集中到道琼斯、 标准普

尔、

ＭＳＣＩ

、富时集团等四大指数编制机构之手。 它们不仅在发

布的指数数量上远远超过其它机构，在业绩基准、投资标的等

指数的应用上也是其它指数机构望尘莫及的。从网站资料看，

ＭＳＣＩ

、富时等编制发布的指数数量都超过了惊人的

１０

万条，

跟踪复制标普指数的资产规模达到了

１．１

万亿美元， 跟踪复

制

ＭＳＣＩ

指数的资产规模达到

２９００

亿美元，与道琼斯指数相

关的资产有近

９

万亿美元。

随着指数专业化的发展，许多证券交易所都已经将指数业

务交由专业的指数机构负责。 譬如， 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

所、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台湾证券交易所、意大利证券交易

所、 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等都已采取了与国际专业指

数机构合作的模式，基本上不再独立编制开发证券指数。整体

来看四大指数公司占据了全球指数业务的绝大部分市场份

额，这一态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将延续下去。

四大指数公司的主导地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方面的原

因。 一是四大指数公司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指数具有先发优

势，率先推出的指数往往更容易得到市场的关注，从而获得更

强更持久的市场影响力，其地位很难被后来者超越。道琼斯在

１８９４

年就开始尝试股票指数的编制，

１８９６

年正式诞生了全球

第一个股票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这至今仍是全球最

知名的股票指数。标准普尔指数由美国标准普尔公司

１９２３

年

开始编制发表， 最初采用

２３０

只股票，

１９５７

年扩展为现行的

标普

５００

指数，是目前全球跟踪资产最大、衍生品交易规模最

大的指数。

ＭＳＣＩ

在

１９６９

年就发布了全球发达国家指数系列，

是第一个提供全球性投资标杆的专业机构。 富时集团的指数

业务历史可以追溯至

１９３５

年的

ＦＴ３０

，由伦敦交易所编制，并

在《金融时报》上公布。

二是股东背景为四大指数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道琼斯

指数隶属于道琼斯公司， 道琼斯公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

商业财经信息提供商之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

《亚洲华尔街日报》、

ＣＮＢＣ

电视频道等媒体对道琼斯指数每日

每时的报道， 以及道琼斯指数在美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客观

形成的历史地位， 都为道琼斯公司树立了权威的指数开发商

形象。 标准普尔公司是一家有

１４０

多年历史的资讯信息服务

提供商，是美国最大的证券研究机构与咨询评级机构之一，这

不仅给标普的指数业务奠定了基础， 还为其树立了良好的形

象，使市场更愿意相信并使用标普编制的指数。 富时集团是证

券交易所与知名报业集团金融时报的合资企业， 伦敦证券交

易所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富时集团身世显

赫， 金融时报在世界传媒业中建立的影响力平台则为指数的

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ＭＳＣＩ

是摩根史丹利公司（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与瑞士基金管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Ａ

）

合作组成的企业， 摩根史丹利以优秀的金融咨询服务和市场

执行力享誉全球，在国际资本市场、投资综合管理和财务管理

等领域皆具领导地位，其专业、权威的市场形象自然使其旗下

指数自然倍受关注。

三是强大的创新能力确保了四大指数公司的持续领先。

目前全球证券指数体系日益细化， 四大指数公司不仅拥有传

统的股票指数，还都率先发布了固定收益指数、商品指数、房

地产指数以及对冲基金指数等反映其它类别资产价格变动的

指数。 在股票指数中，四大指数公司都有风格、行业、主题、策

略等适合特定投资者需求的专门化指数体系。 在指数方法上，

四大指数公司率先采用自由流通量加权，并且不断创新。 可以

说，不断创新是四大指数公司保持领先地位的保障。

三、中小指数编制机构逐步崛起

在指数基金特别是

ＥＴＦ

快速发展的推动下， 近年来一些

中小指数编制机构开始崛起。在中小指数商中，

ＳＴＯＸＸ

是发展

最为成功、规模最大的一家，

ＳＴＯＸＸ

由道琼斯、德交所和瑞士

交易所在

１９９８

年合资成立，目前已经发展为欧洲主要的指数

商之一，其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已经成为指数行业内具有传

奇色彩的成功典范，其编制的指数授权给全球约

４００

家公司，

作为期货、期权、结构性产品和指数基金、

ＥＴＦ

的标的，目前欧

洲三个规模最大的

ＥＴＦ

和占全部管理资产

３０％

的产品都基于

ＳＴＯＸＸ

指数。 此外，

ＳＴＯＸＸ

还是欧洲第一、世界第三的衍生产

品指数提供方。

中小指数商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

ＥＴＦ

快速发展所导致

的指数资源稀缺及整个指数产业的细分与差异化竞争。 在

ＥＴＦ

问世后的

１０

多年中，市场上一些主要指数商的知名指数

都被巴克莱、先锋、道富等开发成了

ＥＴＦ

产品或被他们提前占

有，指数资源争夺激烈，而标普、道琼斯等知名指数商也更愿

意将其指数授权给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使用， 使得中小型

ＥＴＦ

管理人很难获得较受市场关注的指数。

为了能够搭上

ＥＴＦ

发展的高速列车， 中小型

ＥＴＦ

管理人

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新的指数。为避免与巴克莱、先锋、道富等大

型

ＥＴＦ

管理人直接竞争，中小型

ＥＴＦ

管理人在选择

ＥＴＦ

标的

时也往往更喜欢一些具有独特风格或特点的指数。 譬如

２００３

年进入

ＥＴＦ

领域的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ｅ

公司，其旗下有不少

ＥＴＦ

都是

跟踪不太知名的中小指数商的指数， 而

Ｖａｎ Ｅｃｋ

公司旗下绝

大部分

ＥＴＦ

都选择中小指数商提供的指数作为跟踪标的。

一些中小指数商正是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 开发出了许

多有特色的符合

ＥＴＦ

发展潮流的指数产品。 这些指数产品不

仅满足了中小型

ＥＴＦ

管理人的指数需求， 而且这些指数往往

具有一些传统指数所不具备的新卖点， 从而获得了市场的认

可。 这又推动了指数产业向细分领域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根据黑石集团（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的统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季度，

在

ＥＴＦ

跟踪资产规模最多的前

２６

家指数商中， 有

１０

家指数

商是

２０００

年前后介入指数业务的。 在

３

季度末，跟踪非四大

指数公司指数的

ＥＴＦ

数量达到了

１３４８

只，占全部

ＥＴＦ

数量的

５７％

，资产规模为

５０３７

亿，占全部

ＥＴＦ

资产规模的

４３％

。 在

ＥＴＦ

市场中，中小指数商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新兴的指数商多在某些领域别具特色。 譬如

Ｍａｒｋｉｔ

公司

专注于欧洲的信用类指数， 以其指数为标的

ＥＴＦ

已经有

９３

只，跟踪资产规模

４６０

亿美元；再如

ＷｉｓｄｏｍＴｒｅｅ

公司开发了

一系列根据成份公司利润加权的基本面类指数， 以其指数为

标的

ＥＴＦ

数量有

３５

只，资产规模达到

７０

亿美元。

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 中小指数商大多还只能算在夹缝

中顽强生存，与四大指数公司相比明显缺乏竞争力，无论是指

数数量、研发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还是市场的服务能力，都难

以相提并论。

表

１

、最新全球

ＥＴＦ

跟踪标的的分布情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季度末）

指数商

ＥＴＦ

数量

规模

（亿美元）

占比

前

３

季度增长

ＥＴＦ

数量

规模

（亿美元）

占比

ＭＳＣＩ ３５９ ２９２６ ２４．８０％ ９４ ４８８ １６．６８％

标普

２９０ ２６０９ ２２．１０％ ５７ １１７ ４．４８％

巴克莱

８２ １１３１ ９．６０％ １２ ２５７ ２２．７２％

罗素

６７ ６８５ ５．８０％ ６ ２５ ３．６５％

富时

１６８ ５０９ ４．３０％ ４２ ８１ １５．９１％

ＳＴＯＸＸ ２１８ ４７２ ４．００％ １４ －３７ －７．８４％

Ｍａｒｋｉｔ ９３ ４６０ ３．９０％ ２３ ７８ １６．９６％

道琼斯

１５１ ４２４ ３．６０％ １５ １５ ３．５４％

纳斯达克

６３ ３０７ ２．６０％ ２０ ４２ １３．６８％

德交所

４０ ２６２ ２．２０％ １０ ２８ １０．６９％

东证所

５３ １７６ １．５０％ ０ ５１ ２８．９８％

恒生

１２ １３９ １．２０％ ３ ２１ １５．１１％

日经

９ １２１ １．００％ １ －４ －３．３１％

ＥｕｒｏＭＴＳ ２９ １０９ ０．９０％ ７ －１ －０．９２％

纽交所

１８ ８３ ０．７０％ ８ ２２ ２６．５１％

瑞士交易所

１７ ８２ ０．７０％ ４ ９ １０．９８％

ＷｉｓｄｏｍＴｒｅｅ ３５ ７１ ０．６０％ －１０ １３ １８．３１％

ＣＡＣ １５ ６８ ０．６０％ －３ －７ －１０．２９％

Ｉｎｄｘｉｓ ６ ４４ ０．４０％ －１ １７ ３８．６４％

中证指数

２７ ３０ ０．３０％ １６ ６ ２０．００％

纽银梅隆

１１ ２５ ０．２０％ ０ ２ ８．００％

Ｉｎｔｅｌｌｉｄｅｘ ３８ ２４ ０．２０％ －４ －２ －８．３３％

晨星

１０ １７ ０．１０％ ０ ０ ０．００％

Ｓ－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５ １２ ０．１０％ ２ ０ ０．００％

Ｚａｃｋｓ １２ ７ ０．１０％ －２ １ １４．２９％

价值线

３ ２ ０．００％ －２ －１ －５０．００％

其它

５３８ １０１７ ８．６０％ １２２ ２３２ ２２．８１％

合计

２３７９ １１８１２ １．００１ ４３４ １４５３ １２．３０％

资 料 来 源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ｅａｍ

，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

四、竞合是未来国际指数产业发展主基调

虽然竞争是主旋律，但合作却一直存在，这也是指数产业

发展的主基调。 特别是出现新的指数领域时，各指数商都会纷

纷以合作的方式跑马圈地，争取获得先发优势。 指数商在指数

编制开发方面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与证券交易所合作。 交易所在数据资源方面具有先

天优势， 而且在局部市场的影响力也是其他机构所不能比拟

的。 通过与交易所合作，将指数商的专业经验与交易所的数据

优势相结合，指数商不仅能够顺利进入新的市场，而且能够借

助交易所的影响力使指数在短时间内被当地的投资者认可接

受，有助于指数的产品化。 四大指数商与许多交易所都有密切

合作。

１９９８

年道琼斯与德交所、 瑞士交易所合资组建的

ＳＴＯＸＸ

指数公司就是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二是与其他指数公司合作。 指数公司间的合作相对比较

少， 目前的资料显示知名指数公司间的合作基本上局限于合

作开发行业分类标准。 如标准普尔与

ＭＳＣＩ

在

１９９９

年合作开

发了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作为对抗，道琼斯与富时集团则

在

２００５

年合作推出了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ＩＣＢ

。 这两大行业分

类标准被全球的投资经理们广泛采用。 知名指数商与其他中

小指数公司的合作内容一般是合作开发新指数， 目的是为了

拓展新的市场领域或丰富其指数体系， 增加市场占有率或绕

过进入新市场的障碍。 譬如，道琼斯与

Ｗｉｌｓｈｉｒｅ

的合作就是如

此。 道琼斯的指数大都是蓝筹指数， 包含的样本量相对比较

少，代表性较弱，而

Ｗｉｌｓｈｉｒｅ

宽基指数被认为衡量美国证券市

场最全面的指数，

２００４

年道琼斯通过与

Ｗｉｌｓｈｉｒｅ

合作顺利获

得了有影响力的宽基指数。

三是与研究机构合作。 研究机构一般在某领域具有突出的

专业特长、市场知名度与权威性，将研究机构的专业性与指数

商的指数编制经验相结合，合作开发新指数，能够显著增强指

数商的创新能力与市场影响力。 目前指数商与研究机构合作

开发的指数多为非股票型指数或非传统型的创新指数。

四是购并其他机构的指数。 指数商通过购并获得的指数

一般都是比较有特色或指数商本身短时间内难以开发的指

数，通过购并，可以使指数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进入新的领

域，丰富指数体系，扩大业务范围。 最典型的购并案例是标准

普尔收购高盛的商品指数

ＧＳＣＩ

， 使自己在短时间内获得了

ＧＳＣＩ

这一全球最为知名最受欢迎的商品指数。

五、我国指数产业的发展

沪深证券交易所是我国最早的指数编制机构，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发布的上证综合指数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发布的深证成指已经

成为投资者衡量沪深两市股价变动时采纳主要标尺指数。

１９９９

年后， 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深化， 机构投资者不断壮

大，指数基金开始萌芽，股指期货呼声四期起，包括沪深交易

所、 券商研究机构等市场多个方面都积极投入力量开展指数

及指数衍生产品的研究开发。

２００２

年上交所发布了第一只投资性指数—上证

１８０

指

数， 随后华安

１８０

指数基金和天同

１８０

指数基金相继发行成

立，开启了我国指数化投资的先河。

２００４

年初上交所发布上证

５０

指数，随后推出我国第一只

ＥＴＦ

产品—华夏上证

５０ＥＴＦ

，使

最近

２０

年全球最成功的金融创新产品登上了我国市场的舞

台。

２００５

年上交所与深交所组建了中证指数公司，由此使我国

指数发展走向了专业化、规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指

数产业开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指数体系迅速形成，指数基

金与

ＥＴＦ

数量不断增加，指数化投资资产规模快速扩大，市场

认知度不断提升。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沪深

３００

为交易标的指数期

货成功问世，不仅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诞生，也使证

券指数进一步拥有了交易功能，指数产业链趋于完善。

从指数看，中证指数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指数体系，覆盖

了股票、债券、基金等多种资产类型，形成了规模、行业、风格、

主题、策略等丰富的指数系列，指数的市场范围从内地

Ａ

股市

场到延伸到香港、台湾乃至全球市场。 除一些传统指数外，诸

如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央企、民企、创业成长等独具市场特色

的创新指数也不断发展起来。

目前中证指数公司开发管理的指数已经超过

３００

条。

从指数应用看，包括指数基金和

ＥＴＦ

在内，目前我国市场

的指数化基金产品有

６７

只，资产规模

３１９２

亿元，约占全部共

同基金资产规模的

１３．４％

，已经接近或超过欧美市场的指数化

投资比例。其中，我国市场有

ＥＴＦ１５

只，资产规模

７７７

亿元，占

全部指数化产品规模的

２４．３％

。 随着我国市场的对外开放，海

外投资者积极开发

Ａ

股指数产品，目前已有

２７

只跟踪中证指

数公司管理指数（含中证指数和上证指数）的

ＥＴＦ

产品分别在

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瑞士、美国等市场上市。 根据黑石集

团统计，至

３

季度末，在全球指数商中，跟踪中证指数的

ＥＴＦ

数量排名第

１５

名，资产规模排名第

２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期货今年

４

月推出后，月均单边交易量

５００

多万张，月均成交额

４

万多亿元，业已跨入全球主要指数衍生

品行列，并成为全球最有特色的证券指数衍生品之一。

由此可见，近

１０

年来，我国市场的指数、指数化投资产

品、指数衍生产品相互推动发展，使指数产业化发展模式基本

形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

２

、 内地指数基金标的指数分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季度

末，不含联接基金）

指数商 个数 个数占比

资产规模

（亿元）

资产占比

中证

３９ ５８．２％ １５７９ ４９．５％

上证

１６ ２３．９％ ８９１ ２７．９％

深证

７ １０．４％ ４８８ １５．３％

其它

５ ７．５％ ２３３ ７．３％

合计

６７ １００％ ３１９２ １００％

数据来源：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尽管发展较快、成绩喜人，但与国际指数产业相比，我国

的指数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产品数量少、规模较小、产业链

短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为推动我国指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迎

接国际竞争与挑战， 我国指数产业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快

发展的步伐。

一是大力发展各类指数产品。 截止

３

季度末，我国股票市

场总市值突破

２３

万亿元，居全球第三位。 但我国市场的指数

基金、

ＥＴＦ

指数化投资产品发展相对缓慢，数量和规模都不能

匹配对应的市场规模，指数衍生品数量单一，仅有沪深

３００

期

货一棵独苗，指数期权、权证等国际市场成熟品种仍未推出。

因此，从国际大趋势来看，我国市场的指数产品在数量、品种

与规模等方面的发展空间都很巨大。 从国际上看，大多数金融

产品创新都围绕指数展开的， 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也应围绕

指数做文章。把握好目前金融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市场

ＥＴＦ

等

股指期货配套产品及指数期权等创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出步

伐，不仅能够满足市场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推动我国

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提升指数创新能力。 与所有行业一样，创新也是指数

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保证。 近几年来，指数行业的创新虽然

比不上科技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 但各种创新也层出不

穷，新型指数不断问世。 我国的指数编制机构需要紧跟国际创

新动向，学习国外经验，加强与指数用户、市场研究机构的合

作，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努力研究新的指数方法，拓宽指数覆

盖的资产类型，开发出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指数，不仅使

我们在竞争激烈的指数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也能为我国的

指数编制机构、 指数产品管理机构向海外发展的长远目标打

下扎实基础。

三是以差异化指数为突破口，加强海外市场的研究能力。

四大指数公司在国际证券市场都具有十分完善的指数体系，

拥有十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内地指数机构欲扬帆出海，选择

与这些指数编制机构直接面对面竞争并不明智， 而编制一些

差异化的指数，选择错位竞争，在细分市场上做文章则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口。

今年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创新之年， 融资融券与股指期货

顺利推出，市场交易机制逐步完善，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金

融衍生产品的推出为更多的金融产品创新提供了基础工具与

条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大力发展指

数产业，为市场提供更多高透明度的标准化产品，不仅仅是多

了投资选择， 更能为我国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积

极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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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我国指数产业的发展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上证

３８０

指数编制方案

关于发布上证

３８０

指数的公告

为进一步丰富指数体系， 为投资者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

投资标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对外发布上证

３８０

指数。 指数基日为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点为

１０００

点，具体编制方案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ｓｉｎｄｅｘ．ｃｏｍ．ｃｎ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一、 指数名称及代码

指数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指数名称：上证

３８０

指数

指数简称：上证

３８０

指数英文名称：

ＳＳＥ ３８０ Ｉｎｄｅｘ

英文简称：

ＳＳＥ ３８０

二、 指数基日和基点

上证

３８０

指数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日， 基点为

１０００

点。

三、 样本选取方法

１

、样本空间

上证

３８０

指数的样本空间由上证

１８０

指数样本空间剔除

下列股票后的所有沪市

Ａ

股组成：

上证

１８０

指数样本股；

●

最新一期财务报告中未分配利润为负的公司股票；

●

成立

５

年以上且最近五年未派发现金红利或送股的公

司股票。

２

、选样方法

步骤

１

计算样本空间内股票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

益率、成交金额和总市值的综合排名。

步骤

２

按照上证二级行业的自由流通市值比例分配样

本只数。 具体方法是：

第

ｉ

行业样本配额

＝

第

ｉ

行业所有候选股票自由流通市值

之和

／

样本空间所有候选股票自由流通市值之和

×３８０

步骤

３

按照行业的样本分配只数，在二级行业内选取综

合排名最靠前的股票。

四、指数计算

●

上证

３８０

指数采用派许加权综合价格指数公式进行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

报告期指数

＝

报告期样本股总调整市值

／

基期

×１０００

其中，总调整市值

＝ ∑

（股价

×

调整股本数），调整股本数

的计算方法同上证

１８０

。

五、指数修正：同上证 １８０指数。

六、样本股调整

上证

３８０

指数样本每半年定期调整一次， 实施时间分别

为每年

１

月和

７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在两次定期调整之间， 若上证

３８０

指数样本股进入上证

１８０

指数，该样本立即被调出上证

３８０

指数，并由该调出样本

同行业排名最靠前的样本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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