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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我 国 国 际 收 支 运 行 呈

现 新 特 征 ，对 外 资 产 持 有 主 体 多 元

化 稳 步 推 进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近 日

发 布 的《2021 年 第 三 季 度 中 国 货 币

政 策 执 行 报 告》指 出 ，我 国 银 行 、企

业 等 民 间 部 门 持 有 的 对 外 资 产 比

重 相 应 提 升 ，目 前 已 成 为 我 国 对 外

资金运用的主体，6 月末直接投资、

证 券 投 资 和 其 他 投 资 形 式 的 资 产

分 别 占 我 国 对 外 资 产 的 27% 、11%

和 24%。

为什么要鼓励对外资产持有主体

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

续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利用外资规模

迅速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

将一部分外汇资源由国家集中持有转

为民间分散持有，有助于建立开放型

经济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从外

汇市场建设、汇率市场化和自由浮动

等角度看，私人部门应该更多地持有

对外资产，实现“藏汇于民”。2015 年

以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人民

币有涨有跌呈现双向波动，企业和银

行也就是民间部门持汇意愿也在逐渐

增强。

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多元化，有助

于优化我国对外投资及收益的结构。

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对外投资，有

利于市场“这只手”更好发挥作用，继

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高水

平开放作出积极贡献。

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多元化，有助

于民间部门提升对外资产负债的匹配

度。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各类投资

4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倍。其中，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分别增

长 18%和 31%，体现了境内主体多元

化配置资产的需求；对外存贷款等其

他投资增长 2.8 倍，延续去年下半年以

来快速增长态势，在境内外币流动性

充裕的背景下，境内主体自主调节资

产负债配置，平衡了其他项目资金流

入，有助于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多元化，有助于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更

加稳固。去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金融市场双向开

放的推动下，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更加活跃。总的来看，我国国际收

支已经从“双顺差”走向大体均衡。未来，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促进

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

际收支基本平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底，我国公募基金在基金规模、份额以及基金数量上

均创出历史新高。其中，以混合型基金为代表的权益类基

金愈发受到投资者重视与青睐。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我国

居民财富管理需求的提升，在坚持“房住不炒”以及净值化

转型大背景下，公募基金规模有望持续增长。同时，也体现

出 A 股市场吸引力不断提升，借道专业机构公募基金入市

已成为众多投资者的热门选择。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

理公司 137 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 44 家，外商独资 1 家，内

资公司 92 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

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12 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 家。以上机

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 24.41 万亿元，再创历史

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 9 月份份额及净值齐跌的局面，10

月份，公募基金全行业在基金规模、份额以及基金数量上均

创 出 历 史 新 高 。 具 体 来 看 ，公 募 基 金 10 月 份 规 模 增 加

5055.66 亿元，环比增长 2.12%；整体份额达 20.90 万亿份，环

比增加 3637.55 亿份，增幅 1.77%。同时，10 月份基金数量

达到了 8969 只，相比 9 月份增加 103 只。

从基金种类来看，7 大类基金均实现份额及规模净增

长。其中，货币基金规模增幅为 2601.98 亿元，环比增幅

2.76%，总份额则从 9 月末的 9.41 万亿份增至 10 月末的 9.66

万亿份，增加了 2596.26 亿份。此外，权益类基金的规模也

在 10 月份实现增长。其中，股票基金增长 602.55 亿元，环

比增幅 2.54%，10 月末规模已达到 2.43 万亿元；混合基金增

长 1206.6 亿元，增量在五大细分品类基金中排名第二，环比

增幅为 2.14%，10 月末规模达到 5.76 万亿元。

在市场震荡下 10 月份新基金发行低迷，但从今年整体

的情况来看，仍是公募基金发行“大年”。Wind数据显示，截

至 11 月 24 日，年内新成立基金总数为 1609 只，总份额已达

到 2.61 万亿份。其中，今年新成立基金的数量已超过 2020

年全年新成立基金总数，去年为 1387 只。从结构上看，今年

发行的混合型基金份额占比高达 60.97%，为近 5年来的最高

占比；股票型基金发行份额占比略高于去年，为 12.90%。

在公募基金投资方向上，新能源板块是公认的“香饽

饽”，不断获得公募基金的增持，从产业到整车再到电池，从

主动型产品到 ETF，公募基金产品均有涉及。

根据公募基金三季报披露的情况，三季度公募基金第

一大重仓股易主，连续 8 个季度稳坐第一大重仓股的贵州

茅台被新能源板块代表个股宁德时代反超。而实际上，

今年以来，在 A 股市场一些行业波动较大、市场分化明显

的背景下，投资新能源赛道的公募基金产品可谓收获颇

丰，截至 11 月 24 日，申万电气设备行业指数年初至今的

涨幅达到 58.61%。

海通证券研报显示，以季度变化看，三季度基金重仓股

中新能源产业链相关行业市值占比明显上升，化工、有色金

属和电气设备市值占比分别上升 1.9 个、1.5 个和 0.8 个百分

点，其中新能源产业链概念整体市值占比环比上升了 2.5 个

百分点；白酒、医药生物和电子市值占比则明显下降，分别

下降 2.8 个、1.5 个和 1.3 个百分点，三个行业市值占比合计

下降 5.6 个百分点。

“新能源车电池板块的上涨主要由几个因素驱动，在供

需方面，全球新能源车销量的大幅增长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

需求的回升带动以锂电池为主的新能源电池需求的增长；产

业方面，我国锂电产业在全球竞争力和市占率的提升为我国

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股价的上涨提供了更强的动力；新能源

车销售方面，在政策面持续鼓励、强产品驱动以及消费者认

同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大增。”广发国证

新能源车电池 ETF基金经理罗国庆表示。

此外，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公

募基金在三季度全面加码新能源赛道。不仅是光伏、新能

源汽车，和能源新基建相关的储能、风电赛道也获得了增

配。其中，风电领域三季度的配置比例提升了近 1 个百分

点，创 2018 年二季度以来新高水平。

对于公募基金规模屡创新高的原因，招商基金研究部

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机构投资者

化是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资本市场进入成熟阶

段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市场上散户投资者越来越少，机

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公募基金规模屡创新高实际上是整个

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二是公募基金整体

市场如今已开始进入健康发展轨道。近年来，在各类政策

推动下，公募基金市场发展已逐渐专业化、集约化，能更好

帮助投资者作出更合适、更专业的投资选择，因此越来越能

得到市场投资者的认可；三是当前整体利率水平相对较低，

市场期待比较高收益水平的投资产品，而相对银行存款有

更高收益水平的公募基金成了热门选择。

伴随着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增强，权益类基金在公募

基金中的地位愈加凸显，李湛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投资者

通过公募基金参与分享了政策红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

果，反映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改革的广泛认同以及对未来

发展的信心，根本上还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充满

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