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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ETF

申购赎回采用场外交收模式

海通证券基金高级分析师 单开佳

ETF

是近来建立在开放式基金和

单位信托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产品， 从

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的指数化投资工

具， 因此具备一切指数投资具备的优

点， 例如投资操作透明、 费率低廉、

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等。 但

ETF

除了

普通指数基金的优势外独具特色， 集

开放式基金、 封闭式基金和指数基金

的优势于一身： 如同封闭式基金，

ETF

可以进行全天式交易； 如同开放

式基金，

ETF

可以随时申购和赎回；

如同指数基金，

ETF

进行被动管理；

此外，

ETF

还可以发展相关衍生产

品， 如

ETF

期货、

ETF

期权， 进行

卖空等多种投资策略。

ETF

诞生之初是为机构投资者提

供对冲交易工具而创新的一种金融产

品， 但随着

ETF

的发展和种类的丰

富，

ETF

已经渐渐成为能与共同基金

媲美的大众化投资工具， 受到公众的

普遍认可和欢迎。 美国、 香港等海外

市场

ETF

申购赎回都采用场外交收

模式。

美国香港

ETF

申赎

T+3

或

2

日交收

无论是海外

ETF

还是我国

ETF

，

由于采用 “以物易物” 的申购赎回模

式， 因此

ETF

在一级市场上申购和

赎回过程均比较复杂， 且从申购赎回

到投资者可用

ETF

或者成分股份额

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目前来看， 海外

ETF

申购赎回采用场外交收方式， 一

般需要超过

2

天的时间， 美国需要

3

天时间， 香港需要

2

天时间。

从美国

ETF

申购流程来看， 以

SPDR

为例投资者通过

NSCC

申购

SPDR

基金单位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正常情况下

SPDR

基金受托人会在

T+3

日内将新申购的

SPDR

基金单位

通过

DTC

登记到被授权参与经纪人

账户上， 然后由被授权参与经纪人再

将新申购的

SPDR

基金单位转交到

SPDR

投资者的账户上。 （见图

1

）

投资者申购

SPDR

基金单位的价

格是以申购日

SPDR

基金的净资产值

为准， 即以

SPDR

基金当日收市后计

算出来的基金净资产值为准。 投资者

的申购方式具体表现为一揽子基准指

数即

S&P 500

指数成分股股票和一

小部分现金组合。

SPDR

基金受托人

负责

SPDR

基金每日单位资产净值的

估值， 并确定每日单位基金组合中的

构成成分， 即每日

SPDR

股票篮子和

一小部分现金构成。

在清算流程方面， 投资者通过

DTC

清算程序申购

SPDR

基金单位

的， 需要通过与

DTC

签订参与协

议的 “

DTC

参与机构” 进行。 投资

者发出申购

SPDR

基金单位交易指

令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内 （

T+1

）， 必

须通过

DTC

将一揽子股票在上午

11 ∶00

以前转交给

SPDR

基金受托

人， 必须通过联邦储备银行的电子转

移系统将现金在下午

2∶00

以前转交

给

SPDR

基金受托人。 否则， 投资者

的申购交易指令将被视为无效委托。

投资者也可以用书面的形式通知分销

商， 将被取消的申购交易指令进行重

新申报， 重新进入申购程序。 若上述

程序进展顺利， 在

T+3

日，

SPDR

基

金受托人将

SPDR

基金单位转交给

投资者。

在美国

ETF

赎回方面， 赎回指

令直接转交给

SPDR

基金受托人， 以

便于基金受托人在赎回时将赎回费用

直接扣除掉。 赎回时如果发生某些股

票数额不足或者某些股票的交易受到

限制时， 基金受托人有权用现金来替

代， 现金数额以必须赎回日所缺股票

的市价进行估值并计算。

香港

ETF

申赎以盈富基金为例，

该

ETF

标的指数为香港恒生指数，

该基金最初发行采用现金认购而后续

的申购采用一揽子股票进行， 其现金

认购流程与我国现行的网上网下现金

认购相似， 而后续申赎流程与国际通

行的

ETF

申赎流程比较类似， 时间

上需要

T+2

日才能完成。

投资者采用恒指一揽子股票申购

程序是： （

1

） 投资者向参与经纪人

提出用一揽子股票进行申购的申请，

参与经纪人冻结投资者账户内的一揽

子股票； （

2

） 参与经纪人向香港中

央结算公司提出正式申请； （

3

） 香

港中央结算公司受理正式申请后， 将

参与经纪人账下的一揽子股票过户到

盈富基金账户上， 同时将相应的盈富

基金份额登记到参与经纪人名下；

（

4

） 参与经纪人将盈富基金份额登记

到投资者名下， 如果上述流程进展顺

利则申购委托申请递交

T+2

日实施

交收。 投资者向参与经纪人递交申购

盈富基金单位的委托申请， 每笔申请

必须是

100

万个基金单位或其整数

倍， 必须是在交易日下午

4∶15

以前

递交， 否则申购委托申请将被视为下

一个交易日为有效委托申请日。

投资者赎回盈富基金的流程为：

（

1

） 投资者向参与经纪人递交赎回委

托申请， 参与经纪人冻结投资者账户

下的基金份额； （

2

） 参与经纪人向

香港中央结算公司正式提出赎回委托

申请； （

3

） 香港中央结算公司受理

赎回委托申请后， 将盈富基金账户下

的一揽子股票过户给参与经纪人， 同

时扣除参与经纪人名下相应的基金份

额； （

4

） 参与经纪人将一揽子股票

登记到投资者账户上， 同时扣除投资

者账户上相应的基金份额。

全球

ETF

国别和管理公司

高度集中

ETF

因集众家之长于一身而发展

迅猛， 截至

2012

年

2

月底， 全球

ETF

资产净值总额达到

1.7

万亿美元，

同期全球基金市场总规模

19

万亿美元

（剔除货币基金和

FOF

），

ETF

规模占比

接近

10%

。

按

ETF

注册地为统计口径， 美国

是当前

ETF

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的国

家， 从全球

ETF

规模前十大国家可以

看到， 美国

ETF

规模占据了全球

ETF

总规模的

70%

以上， 形成一家独大的

局面。 此外， 近

12%

的

ETF

是跨境

ETF

， 欧洲和亚洲的

ETF

规模分别占到

8%

和

4%

。 （见表

1

）

从

ETF

规模前

10

大国家分布看，

美国占据首位， 同时相当多的

ETF

选

择在如泽西岛、 卢森堡等避税天堂国家

注册。 此外， 法国、 加拿大、 德国等资

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

ETF

规模也较

大。 在亚洲， 日本和韩国也跻身前

10

大国家， 尤其是日本

ETF

规模达到近

400

亿美元， 占据全球

2.33%

的份额。

ETF

经过

20

年发展已形成了几大

寡头资产管理公司垄断市场的情形， 截

至

2012

年

2

月底， 全球前

10

大

ETF

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规模占比超过

80%

， 其中

iShares

系列

ETF

数量达到

555

只， 规模

6728

亿美元， 占全球的

40%

， 道富、 先锋两家公司规模占比也

超过

10%

， 此外

Powershares

、

DB X-

Trackers

、 领先和亚洲的野村证券等公

司

ETF

市场份额也较大。 （见表

2

）

从单只

ETF

的规模也能够看出

ETF

市场的集中度日益提高， 规模前

10

大

ETF

规模占比超过

1/4

， 其中美国

第一只

ETF

即跟踪

S&P 500

指数的

SPDR ETF

规模近千亿美元， 占比超过

5%

。 此外， 跟踪黄金价格的

SPDR

黄

金

ETF

、 先锋新兴市场

ETF

、

iShares

摩

根士丹利指数系列

ETF

、

PowerShares

跟踪纳斯 达 克

100

指 数

ETF

以 及

iShares

的一个债券指数

ETF

规模也较

大。 另外， 从去年和今年这

10

只基金

的规模和排名看， 规模较大的

ETF

规

模较为稳定， 排名始终保持在靠前位

置。 （见表

3

）

作为被动投资为主的

ETF

， 跟踪指

数直接决定了

ETF

收益和风险水平，

各资产管理公司发行

ETF

时也会抢占

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指数， 因此目前全球

ETF

跟踪标的指数的集中度相当高。 从

下表可以看到， 当前

ETF

标的指数集

中度高达近

40%

， 其中仅跟踪标普

500

指数的

ETF

规模就占到

ETF

总规模的

10%

左右。 此外， 黄金价格、 摩根士丹

利系列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和罗素

2000

等都是

ETF

偏好跟踪的标的指数。

（见表

4

）

ETF

种类不断丰富

创新

ETF

层出不穷

ETF

自诞生以来就不断推陈出新，

先后在投资区域 （单一国家、 单一区

域、 全球）、 投资标的 （股票、 债券、

货币市场、 黄金等商品）、 投资策略

（高息、 多空、 杠杆） 乃至投资模式

（指数化、 主动管理） 等多方面进行创

新， 发展出品种繁多的产品， 迎合世界

各地投资者的多元化选择。

最早

ETF

投资是跟踪股票指数的，

可以理解为股票

ETF

， 此后随着债券指

数， 货币市场指数以及各类衍生品的不

断丰富，

ETF

投资标的也得到了不断的

扩张， 出现了投资于债券的

ETF

、 货币

市场

ETF

、 基于衍生品

ETF

等各类

ETF

。

据晨星分类， 可以看到目前传统的

股票

ETF

依然占据主要位置， 近

70%

的

ETF

是这类

ETF

， 债券

ETF

发展速

度较快， 当前已经占到

15%

的市场份

额。 投资于黄金、 石油等商品的

ETF

占比也较高， 但需要指出， 这些

ETF

追踪商品指数， 既可以直接投资于实物

资产， 也可以运用期货、 远期等金融衍

生品来达到跟踪商品指数的目的。 货币

市场

ETF

尚处在萌芽阶段， 当前共有

23

只产品， 总规模不足

ETF

总规模

0.5%

，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 基于衍生品的另类投资

ETF

当前市场份额约

4%

， 这类

ETF

如领先

（

Lyxor

） 所发行的

ETF

， 采用 “合成复

制” 策略， 持有与所追踪指数无关的投

资， 并签订股票挂钩掉期协议， 这些掉

期协议将

ETF

所追踪指数的表现与

ETF

所持投资的表现交换， 从而令

ETF

投资者收取与指数相同的回报。

在传统

ETF

基础上， 境外市场率

先发展出了能够在市场下跌时上涨或者

能够在市场上涨时放大收益的新型

ETF

， 即反向及杠杆型

ETF

。

杠杆

ETF

， 又称做多或看多

ETF

，

是通过运用股指期货、 互换合约等杠杆

投资工具， 实现每日追踪目标指数收益

的正向一定倍数 （如

1.5

倍、

2

倍甚至

3

倍） 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当目

标指数收益变化

1%

时， 基金净值变化

可以达到合同约定的

1.5%

、

2%

或

3%

。 当杠杆倍数为

1

倍时， 杠杆

ETF

实际上就相当于传统

ETF

。

反向

ETF

， 又称做空

ETF

或看空

ETF

， 是通过运用股指期货、 互换合约等

杠杆投资工具， 实现每日追踪目标指数

收益的反向一定倍数 （如

-1

倍、

-2

倍甚

至

-3

倍）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当

目标指数收益变化

1%

时， 基金净值变化

达到合同约定的

-1%

、

-2%

或

-3%

。

美国是杠杆和反向

ETF

规模最大

的国家，

ProShares

公司则是美国最大

的杠杆

ETF

管理人， 旗下这类

ETF

数

量繁多， 其中杠杆

ETF

中

2

倍杠杆和

3

倍杠杆各有

46

只和

5

只， 做空

ETF

中

1

倍、

2

倍、

3

倍做空的

ETF

分别为

18

、

45

和

5

只， 可见目前市场上

2

倍杠杆做

多和做空

ETF

较为主流。

在投资操作上， 杠杆和反向

ETF

主

要投资于目标指数组合证券和金融衍生工

具， 其他资产通常投资于国债及高信用等

级和高流动性的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

最初

ETF

都以指数为基础的， 但积

极管理型

ETF

的产生打破

ETF

的传统

模式。

2008

年

3

月， 贝尔斯登发行了

全球第一只主动管理的

ETF: Bear

Stearns Current Yield

， 虽然这只基金在

同年

9

月就因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

后的策略调整而清盘， 但市面上仍陆续

有包括

PowerShares

，

WisdomTree

在内

的多家基金公司紧随其后发行了主动型

ETF

， 其他国家或地区， 如亚洲的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 也都在研究和

探讨积极管理型

ETF

。 与传统

ETF

一

样， 主动型

ETF

可在二级市场交易，

并在市场价格与基金净值发生偏离时利

用套利机制保持价格的一致。 但最大的

区别则是， 主动型

ETF

并非追踪特定

指数， 而是通过运用量化模型， 以超越

基准指数为目标。

沪深

300

指数投资价值分析

国信证券 阳璀

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重要支配性地位， 具有业绩优

良、 成交活跃、 红利优厚等特点， 覆

盖了沪深两市六成左右的市值。 今年

2

月

15

日，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

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

致辞时指出， 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来说， 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 城

市化的高峰时期， 因此我国上市公司

总体上的成长潜力更大， 而目前沪深

300

等蓝筹股的静态市盈率不足

12

倍， 显示出罕见的投资价值。

为了对沪深

300

指数的投资价值有

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我们将从风险收

益、 财务估值、 行业结构三个方面对其

进行分析， 并与代表大盘的中证

100

、

代表小盘的中证

500

、 中小板综指进行

对比， 以便得到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风险收益：长期收益稳健

风险适中

2006

年到

2011

年， 沪深

300

指

数 的 累 计 涨 幅 和 波 动 率 分 别 为

154.0%

、

32.1%

， 同期中证

100

、 中

证

500

、 中小板综指的累计涨幅分别

为

124.0%

、

279.8%

、

247.6%

， 年化

收益波动率分别为

31.8%

、

36.2%

、

33.7%

。 长期来看， 沪深

300

属于中

度收益中度风险的投资标的， 适合稳

健型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

自

2008

年四季度以来， 小盘股

相对于大盘股持续处于强势， 这一状

况在

2011

年四季度得以逆转， 风格

开始转向以沪深

300

为代表的蓝筹股，

中证

100

、 沪深

300

、 上证

180

等中

大市值指数大幅跑赢中证

800

、 中证

500

、 中小板等指数， 我们认为这一现

象仍将持续， 回归价值回归蓝筹将成

为

2012

年的投资主题， 这将为沪深

300

等蓝筹指数提供强劲动力。

财务估值：高

ROE

低市盈率市净率 高分红率

净资产收益率 （

ROE

） 是净利润

与股东权益的百分比， 该指标反映股

东权益的收益水平， 指标值越高， 说

明股权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 从

2011

年的盈利数据来看， 沪深

300

样本股的净资产收益率 （

ROE

） 约为

18.11%

， 稍低于中证

100

样本股

（

20.02%

）， 但显著高于中证

500

和中

小板指数。 总资产利润率 （

ROA

） 是

企业利润总额与企业资产平均总额的

比率， 它是反映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

果的指标。 沪深

300

、 中证

100

、 中

证

500

总资产利润率没有显著差异，

中小板指数总资产利润率明显高于其

他三个指数。 综合来看， 沪深

300

成

分股公司普遍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能够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给股东带来较

高的利润。 （见图

1

）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目前沪深

300

指数的市盈率约为

11.38

倍， 略高于中证

100

， 远低于中

证

500

和中小板综合指数； 市净率约为

1.89

倍， 略高于中证

100

， 明显低于中

证

500

和中小板综合指数。 因此从整体

估值水平来看， 沪深

300

指数要远低于

全市场平均水平， 具有很强的估值吸引

力。 （见图

2

）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后提出了证

监会将通过四项举措提升上市公司对股

东的回报， 包括要求上市公司树立牢固

的分红意识， 上市公司采取措施完善分

红政策及其决策机制等。 这些举措将有

利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形成， 遏制垃圾股

和题材股的炒作之风。 通过对比

2009

年至

2011

年的三年股息率 （股票分红

率）， 我们发现沪深

300

指数样本股的

股票分红率连续

3

年大幅高于中证

500

和中小盘综合指数， 略低于中证

100

，

远高于

A

股市场的平均水平。 因此， 对

于长期价值投资来说， 沪深

300

指数是

非常合适的投资标的。 （见图

3

）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行业结构：超配金融采掘食品

低配化工机械电子

沪深

300

指数前四大权重行业为金

融服务、 采掘、 有色金属、 食品饮料，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

31.80%

、

7.67%

、

7.25%

、

6.70%

， 合计为

53.42%

。 与万

得全

A

指数行业分布权重比较， 沪深

300

的五大超配行业分别为： 金融服

务、 采掘、 食品饮料、 有色金属、 黑色

金属， 包括了前四大权重行业， 合计占

比为

55.93%

。 五大低配行业分别为： 化

工、 机械设备、 电子、 医药生物、 轻工

制造。

2012

年的前

3

个月， 在银行股、 地

产股和有色金属股的带领下， 股市迎来

了一波估值修复的强势反弹行情。 中国

的股市在经过了

2011

年的调整后， 我

们认为中长期反转可期， 周期类消费类

股票将成为领涨先锋， 沪深

300

指数在

超配行业的带动下， 将获得稳定的超额

收益。

综上所述， 沪深

300

指数长期收益

稳健， 风险适中，

2011

年四季度以来表

现优异； 样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高， 分

红率高， 并且其估值水平低； 沪深

300

指数以金融服务类股票为重心， 超配周

期类消费类股票， 符合产业升级方向，

是未来股市走暖的投资主线。 沪深

300

指数不但是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 而且

其成分股是融资融券的主要标的股票，

是投资者分享未来中国股市投资收益的

绝佳投资品种。

表 1�全球 ETF 规模前 10 大国家(截至 2012-2-29)

ＥＴＦ

地区分布

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数量

（

只

）

ＥＴＦ

规模前

１０

大国家 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数量

（

只

）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

，

２０３．９９ ７１．９２ １

，

４３８

美国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

，

２０３．９９ ７１．９２ １

，

４３８

跨境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１９８．８２ １１．８８ １

，

１１４

爱尔兰

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０５．１２ ６．２８ ３８７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１３４．３４ ８．０２ ７４９

卢森堡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６７．８３ ４．０５ ４４３

亚洲

Ａｓｉａ ６７．２７ ４．０２ ３９５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５１．５７ ３．０８ ３０５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４８．７４ ２．９１ ２４７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４８．７４ ２．９１ ２４７

拉丁美洲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０．８２ ０．６５ ２９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４３．６７ ２．６１ １３１

大洋洲

Ｏｃｅａｎｉａ ５．６４ ０．３４ ７３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３８．９３ ２．３３ １０１

非洲

Ａｆｒｉｃａ ４．４９ ０．２７ ３６

瑞士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３４．８７ ２．０８ １５０

中东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０．０３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０

泽西岛

Ｊｅｒｓｅｙ ２５．８６ １．５４ ２８４

韩国

Ｋｏｒｅａ

，

Ｓｏｕｔｈ １０．５２ ０．６３ １１４

注:各个地区和国家 ETF 规模的统计口径是 ETF 注册发行地

资料来源： 晨星

表 2�全球管理 ETF 规模最大的前 10 大基金公司(截至 2012-2-29)

拥有

ＥＴＦ

最多的基金公司 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数量

（

只

）

ｉＳｈａｒｅｓ ６７２．８２ ４０．１９ ５５５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

道富

）

３０３．９８ １８．１６ １５６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

先锋

）

２００．０８ １１．９５ ７７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ｅｓ ５７．０３ ３．４１ １４４

ＤＢ Ｘ－Ｔｒａｃｋｅｒｓ ４７．２５ ２．８２ ２１４

Ｌｙｘｏｒ

（

领先

）

３９．９６ ２．３９ １８７

ＥＴＦＳ ２８．７１ １．７１ ２６４

Ｖａｎ Ｅｃｋ

（

凡埃克

）

２６．４４ １．５８ ４４

ＰｒｏＳｈａｒｅｓ ２２．９２ １．３７ １３１

Ｎｏｍｕｒａ

（

野村证券

）

１９．８２ １．１８ ３７

资料来源： 晨星

表 3�全球规模最大的 10 只 ETF(截至 2012-2-29)

全球规模前

１０

大

ＥＴ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排名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排名

ＳＰＤＲ Ｓ＆Ｐ ５００ ９９．６０ ５．９５ １ ９５．３０ ６．４７ １

ＳＰＤＲ Ｇｏｌｄ Ｔｒｕｓｔ ７３．５９ ４．４０ ２ ５１．８９ ３．５２ ２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ｄｘ Ｆｕｎｄ ５５．０８ ３．２９ ３ ４３．０２ ２．９２ ３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４０．９４ ２．４５ ４ ３６．６５ ２．４９ ５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ＭＳＣＩ ＥＡＦＥ Ｉｎｄｅｘ ３９．４２ ２．３５ ５ ３９．３７ ２．６７ ４

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ｒｅｓ ＱＱＱ Ｔｒｕｓｔ

，

Ｓｅｒｉｅｓ １ ３３．２７ １．９９ ６ ２５．４８ １．７３ ７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Ｓ＆Ｐ ５００ Ｉｎｄｅｘ ２８．５５ １．７１ ７ ２８．４１ １．９３ ６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ＴＩＰＳ Ｂｏｎｄ ２３．２２ １．３９ ８ １９．４５ １．３２ ８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２０．７８ １．２４ ９ １９．１６ １．３０ ９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ｉＢｏｘｘ ￥ Ｉｎｖｅ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Ｃｏｒｐ Ｂｏｎｄ １９．５６ １．１７ １０ １２．９４ ０．８８ １２

资料来源： 晨星

表4�全球前10大ETF标的指数(截至2012-2-29)

前

１０

大

ＥＴＦ

产品 净资产

（

10

亿

）

市场份额占比

（

％

）

数量

（

只

）

Ｓ＆Ｐ ５００ ＴＲ １３９．９１ ９．５６ ３０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ｉｘ Ｇｏｌｄ ＰＭ ＰＲ ＵＳＤ １２８．１７ ８．７６ ３３

ＭＳＣＩ ＥＭ ＮＲ ＵＳＤ １１１．６５ ７．６３ １７

ＭＳＣＩ ＥＡＦＥ ＮＲ ＵＳＤ ３９．５５ ２．７０ ６

ＮＡＳＤＡＱ １００ ＴＲ ＵＳＤ ３６．８６ ２．５２ １９

ＢａｒＣａｐ ＵＳ Ａｇｇ Ｂｏｎｄ ＴＲ ＵＳＤ ３０．３７ ２．０８ ８

ＦＳＥ ＤＡＸ ＴＲ ＥＵＲ ２８．４１ １．９４ １４

Ｒｕｓｓｅｌｌ ２０００ ＴＲ ＵＳＤ ２４．００ １．６４ １６

ＢａｒＣａｐ Ｕ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ＵＳ ＴＩＰＳ ＴＲ ＵＳＤ ２３．８５ １．６３ ４

Ｓ＆Ｐ ＭｉｄＣａｐ ４００ ＴＲ ２１．６６ １．４８ １０

资料来源： 晨星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资讯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