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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公募基金总规模突
破26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时隔4
个多月，公募基金再迎来又一个里
程碑事件——全行业产品总只数
突破1万只大关，规模与数量均站
上新的台阶。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募基金大
发展背后有着多个长期因素支撑。

公募基金总只数
突破10000只大关

近日，基金业协会披露的一组
数据让关心公募基金发展的投资
者眼前一亮。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39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
合计 26.26万亿元，基金产品总只
数达到 9872只，而截至 7月 9日，6
月以来新成立了160只基金，剔除
清盘的 22 只，最新已成立公募基
金总只数达 10010只，正式突破万
只大关。

事实上，近年来公募基金一直
在加速发展，自 1998 年我国公募
基金诞生起，截至 2017年末，公募
基金总只数达到 4841 只，20 年时
间实现从零到近 5000 只的跨越，
而从 2018年至今年 7月，不到 5年
时间总只数从 5000只增长至 1万
只，且最近4年多时间均保持不低
于15%的年化增速。

公募基金的行业形象
受到大众认可

在长城、招商基金看来，近些
年，投资者不断加深对于公募基金
的理解和认知度，公募基金的行业
形象和专业价值越来越受到大众
认可，基金投资已成为大众理财的
重要选择，这一趋势成为推动公募
基金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鹏扬基金多资产策略部总监
唐正东表示，居民对权益类资产配
置需求明显提升、公募基金带来赚
钱效应等内外方面原因不断推动
公募基金数量和规模扩大，形成良
性发展。

诺德基金 FOF投资总监郑源
则指出，以下几方面原因促进了公
募基金数量的高速增长：第一，由
于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严格调
控，普通居民对于资产配置的需求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转向了权益市
场；第二，资管新规对于保本型产
品的限制，使得普通投资者对于具
有一定波动性的净值型产品接受
度大幅增加；第三，注册制改革使
得基金数量迅速增加，极大丰富了
公募基金的可投资标的，针对不同
风格，不同细分领域的公募产品得
以大量涌现；第四，过去4年，整个
公募基金群体的整体业绩比较优
异。从历史数据上来看，过去4年
应该是中国内地公募基金群体表
现最好的时间段之一。

博时、海富通、恒越基金认为
A 股市场机构化程度提升、基金
产品创新对行业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他们认为，个人投资者直接
炒股的难度与风险增大，使得更
多个人投资者选择借道基金等专
业机构进行投资理财。此外，基
金产品数量增长，不只是契合市
场及投资者需求的权益主题、工
具化为主的指数类等产品，也有
为追求更高更强发展目标的创新
型产品，头部公司在产品开发上
的探索使得诸如 FOF、公募 RE⁃
ITs、投资顾问模式得以问世；而
中小公司在强者恒强的格局下，
也在根据自身特色进行差异化产
品布局及创设。

基金销售渠道对基金行业发
展的影响也被业内人士提及。“基
金代销渠道蓬勃发展，除了传统
的银行和券商之外，互联网渠道
的加入，也使得普通投资者申赎
基金的成本和效率得以大幅度提
升。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量
公募基金路演从线下转变为线上，
视频直播路演等各种新兴媒体的
宣传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产品宣传
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晨星基金研
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屈辰晨、诺德基
金FOF投资总监郑源均持相似的
观点。

据《中国基金报》

记者7月9日获悉，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联合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相关部门
于近日印发《示范区数字人民
币 2022年试点工作安排》，明
确了示范区 2022 年数字人民
币创新试点工作场景及任务分
工。根据安排，2022 年，示
范区将着力推进跨区域信用就
医、特色数字乡村、特色金融
服务等9项数字人民币应用场
景落地。

记者了解到，2021 年，示
范区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推进
了 9 项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
在跨区域科技创新券、跨区域
税费缴纳、跨区域公共交通、跨
区域公共支付等方面打造了一
批亮点应用，有效验证了数字
人民币在跨区域场景中的理论
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
性和风险可控性。

2022年，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将围绕“进一步探索创新
应用场景”“持续深化特色应用
场景”和“推进创新试点成果集
成展示”三个方面，着力打造

“9+3+1”项试点场景落地：
以持续创新跨区域试点场

景和打造区域特色应用为抓
手，重点围绕民生服务，紧密
契合市场需求，探索结合数字
人民币支付即结算、全流程可
溯、智能合约等特性，着力推
进跨区域信用就医、特色数字
乡村、特色金融服务等 9项应
用场景的落地，进一步为数字
人民币在理论可靠性、系统稳
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
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等方面验证提供示范区的应用
场景支撑。

在已实现示范区秋粮收购
补贴发放及定向消费、农业保

险的购买及赔付、示范区跨区
域古镇旅游消费、示范区跨区
域商圈联动消费等场景基础
上，持续探索更多农业补贴的
绿色消费支付场景，深化建设
覆盖吃、住、游、购等各个方面
的古镇数字人民币支付消费体
系，继续深挖青浦、吴江两地商
圈联动场景开展数字人民币联
动消费支付活动，持续打造示
范区特色绿色农业、特色生态
旅游和特色联动商圈应用，进
一步凸显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性
和普惠性。

融合示范区跨区域创新试
点成效，集成区域试点亮点成
果，依托青浦区和吴江区相关
街区、村落及小镇基础，探索建
设数字人民币“创新街区”“创
新村落”等集成展示区，积极打
造示范区数字人民币创新试点
区域新名片。 据央视网

今年内9项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将在长三角示范区落地

7月8日，证监会发布消息
称，近日启动了私募股权创投
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试
点工作。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试点
工作有助于提高私募股权创投
基金的退出效率，解决管理人
和出资人减持股票时在价格和
时点上的分歧问题，进一步完
善减持规则。在拓宽多元退出
渠道、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的同
时，将进一步推动私募股权创
投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

将对市场产生
积极影响

证监会表示，私募股权创
投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
票，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与投
资者约定，将私募股权创投基
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的股份通过非交易过户方
式向投资者(份额持有人)进行
分配的一种安排。

截至 2022 年 5 月底，存续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
基金规模合计13.4万亿元。“业
界对于这种实物分配股票的方
式十分期待。”紫荆资本法务总
监汪澍对记者表示。在专业人
士看来，试点的意义体现在以
下几点。

第一，满足基金退出的需
要。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运营负责人董若愚认为，实物
分配股票的机制形成后，理论

上可以缩短基金退出的周期。
汪澍表示，大多数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的存续期限较长，投
资者往往要经历比较长的投资
周期。因此基金进入退出期
后，退出压力较大。实物分配
股票在基金层面直接将股票分
配给投资者，进而完成基金退
出。

第二，有助于解决管理人
和出资人对于退出时点和价格
上的分歧。“目前，私募股权创
投基金管理人和出资人在企业
上市后到底是持有还是退出，
存在分歧。”董若愚表示。汪澍
说：“有的人长期看好想继续持
有，有的人想早点卖掉‘落袋为
安’，实物分配股票能够提供灵
活的退出形式，满足不同投资
者的需要。”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私募股权退出路径。“实物分配
股票路径打通后，私募股权创
投基金可以将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票分散给 LP(有限合伙人)，
分散了减持主体的直接持股比
例，股价受到减持的影响会更
小。”汪澍表示。

国寿股权公司负责人张蕾
娣表示，近年来，我国私募股权
基金、创投基金退出环境持续
改善。此次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工作的启动，将对市场产生积
极影响，在拓宽多元退出渠道、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将
进一步推动私募股权基金、创
投基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

具体细则
值得期待

记者获悉，目前一些大型
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已经
准备征求投资者的意见，希望
能够达成共识，参与到试点工
作当中。

具体来看，本次试点工作
中，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须是所持有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这种退出模式的核心是
LP 跟普通合伙人(GP)要达成
一致。”一位私募股权基金人士
称。汪澍表示，基金内部如何
进行有效决策，GP 和 LP 之间
如何形成实物分配决议，是行
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具体操作层面，张蕾娣
认为，其中的信息披露、内幕
交易防范、涉税安排、基金业
绩考核等具体细则值得期待。
董若愚表示，在实物分配股票
时，要考虑 LP 持有基金份额
对应价值怎么计算，这关系到
管理人报酬的提取。

证监会指出，下一步将结
合试点工作实践情况及时总结
评估，继续推进完善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退出机制，引导并促
进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范发
展，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
度。“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
入，可以探索出一个可行的退
出模式。”张蕾娣表示。

据《中国证券报》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
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启动

公募基金数量突破一万只
基金投资已成大众理财重要选择

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显示，今年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新增7个铁路服务站点，辐射范围增至14省（区市）
106个站点，货物流向通达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发送集装箱37.9万标
箱，同比增长33.4%。图为在钦州港东站，货列占满轨道依次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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