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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目前来看， 股市今年持续调整的
态势还在持续。 随着股市的持续低迷，基金尤
其是权益类基金影响首当其冲， 不过， 包括
ETF 基金、QDII 基金以及债券基金， 反而成
为市场为数不多的亮点， 今年以来备受市场
关注，甚至成为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

ETF基金发展迅猛

从今年来看，ETF 基金发展迅猛。8 月
18 日，证监会网站显示，多只跟踪两大信创
指数的 ETF 齐齐上报，其中涉及七家 ETF
巨头公司。
其中华夏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上

报了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 ETF，跟踪
中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指数；而易方达、
广发基金、富国基金、国泰基金上报了国证信
息技术产业主题ETF，跟踪国证信息技术产
业主题指数。
8月 11 日，同样是证监会官网的信息显

示，国泰基金、汇添富基金、华泰柏瑞基金、博
时基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华夏基金、易方
达基金均上报中证 2000ETF，相关申请材料
已被中国证监会接收。
而在此前不久，作为科创板第二只宽基

指数，科创 100 指数仅推出两天，包括博时、
鹏华、国泰、银华在内的四家基金公司刚刚拿
到科创 100ETF的首批授权。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8 日，在近一个月

的时间内，ETF 份额增加 1100 亿份，总份额
达 1.83 万亿份，一个月增幅 6.39%，ETF 总
规模逼近两万亿关口。

QDII基金可圈可点

相比国内权益类基金的整体低迷，QDII
基金今年业绩可圈可点。其中，投资美股、日
本市场的QDII 基金成为最大亮点。
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广发全球精选

股票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回报约为 45%，居于
半年收益率排名首位。同样，涨幅居前的基金
几乎都是含纳指成分较高的产品，如华安基
金、国泰基金以及嘉实基金旗下的纳指十余
只纳指ETF，以及华夏全球科技先锋等重仓
科技板块的产品涨幅均超 40%。
值得一提的是，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的

持仓虽然没有 ETF 那样分散，但该产品两大
重仓股———苹果与微软上半年分别涨约五成
与四成，，该基金上半年涨超 44%，占QDII
业绩排行第三。
年内，日本市场成为了全球股市的“黑

马”。 包括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 225ET、华
夏野村日经 225ETF 在内的多只产品年内涨
幅均超过了 20%。
与此同时，泰达宏利基金与工银瑞信基

金旗下两只产品年内涨幅均为宏利印度与工
银印度市场人民币两只产品年内涨幅均在
8%左右，而二季度内更是双双涨超 15%。

债券基金“大额限购”

与此同时，债券基金纷纷采取大额限购
的举措。8月 18日，汇安基金发布公告，旗下
汇安嘉鑫纯债债券将于当日起暂停大额申购
业务，将对单个基金账户对累计金额超过
100元人民币的申购业务申请进行限制。
同日，建信基金发布关于鑫和 30 天持有

期基金在部分销售渠道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单日限
购金额为 1000 万元。

8 月 17 日，浦银安盛基金、广发基金等
多家基金公司旗下债基发布了暂停大额申购
的公告，部分债基暂停了个人投资者的申购
及转换转入业务。限制金额从 100 元人民币
到 1000 万元人民币不等。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8月 18 日，仅 8

月份就有包括平安双盈添益、博时富盛一年
定开、兴银合鑫债券、兴全恒鑫债券、财通安
裕 30天持有期中短债、广发中债 1—3年农
发债在内的 85只债券基金开始实施限购。11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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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高管离职声明

童磊自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不再担
任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虹口

支行支行行长职务，并已于 2023 年 5 月
6 日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自该日起其在
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表本银行。

周成自 2023 年 7 月 7 日起不再担
任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桃浦

支行副行长 （个人金融） 职务， 并已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办理完所有离职手
续， 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
表本银行。

蒲松自 2023 年 6 月 30 日起不再
担任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嘉

定新城支行临时负责人职务 ， 并已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办理完所有离职手
续， 自该日起其在外的从业行为均不代
表本银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23年 8 月 22 日

中行上海市分行探索科创兴国
服务模式

结合上海科创产业发展特点，中行上海
市分行聚焦重点区域，打造“188”科创企业
金融组织体系：即分行设立 1个科创企业金
融服务中心，统筹推进全辖科技金融业务发
展；围绕重点区域分设 8家科创企业金融服
务分中心，强化科技金融业务营销服务专业
力量；打造 8家科技金融特色网点，延伸科技
金融服务触角。结合科技型小微企业特点，自
主研发“中银 e企贷·科技贷”专属在线预授
信模型，推出“中银企 E 贷·科创贷”“中银
企 E贷·知惠贷”两款线上贷款产品，解决初
创期科技融资难问题，优化贷款申请流程，提
升信贷服务质效。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覆盖科创型
企业全生命周期

经过长期的积淀，浦发银行科创金融服
务已形成了一套覆盖科创型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信用贷款产品体系，可向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五类企业提供不同的信用贷款产品。包
括，针对拟上市企业的“上市贷”；针对科技
小巨人企业的“科技小巨人信用贷”；针对专
精特新企业的“专精特新企业服务方案”；针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履约贷”、“科创
助力贷”；针对初创期的科创企业的创客贷
产品。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深耕重点科
技园区科创企业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高度重视科创金融发
展，不断完善体制架构，形成以“专精特新”
企业、智能制造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核心，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国家重点产业
提供金融服务的良好格局。
分行成立智造金融部、绿色金融部等 2

家行业专营团队，同时所辖的松江支行为广
发系统内认定的“广发银行科技金融中心”，
深耕区域及上海重点科技园区科创企业；授
信管理部设立科创制造、绿色双碳等 2个专
业审查团队，发挥科创行业服务经验优势，提
升审批效率。

上海银行强化科创金融“支撑点”

上海银行近年来高度重视科创金融服
务，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不断加大对于科创、绿色、制造业等领域
的支持力度。截至 2023年 6月末，上海银行
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1,300 亿元，服务
的科技型企业超过 15,000 户。在上海产业
技术创新大会发布的“2023 上海硬核科技企
业 TOP100 榜单企业”中，上海银行服务企
业覆盖半数以上。
近年来，上海银行不断积累服务科技创

新型企业的经验，从政策制度、产品体系、组
织推动等多方面确保金融力量对未来产业发
展的支持。政策制度方面，上海银行从战略全
局高度加强了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

渠道协同方面，上海银行坚持推进渠道
与生态圈建设，持续加强与政府、平台协会的
对接与联动,与投资机构、券商、PE/VC、产业
基金构建合作机制，搭建行业研究、客户互
荐、服务互补的互惠共赢模式，不断提升科创
金融生态圈的服务能效。
产品体系方面。一方面，上海银行围绕科

技企业各层次需求，推出符合未来产业发展
的立体化金融产品体系。另一方面，根据科技
型企业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需求，建设覆盖
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
组织推动方面。上海银行将打造全集团

协同、区域专项覆盖的模式，以“未来产业”
的一体化服务为出发点，5 大未来产业重点
方向 16个细分赛道，由上海地区 5家分行，
覆盖 16 个行政区域的对口支行实施专项的
对接，因地制宜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

科创金融成沪上银行重点发力方向

A股市场持续调整

三类基金成为今年市场“香饽饽”

晨报记者 刘志飞

日前，上海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上海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将持续完善金融服务科
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打造科创金融服务的开放合作“生态圈”，进一步推动科创金融高质量
发展。

记者注意到，在上海展业的各家银行中，无论是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城商银行，都已
经陆续发力拓展科创金融业务。各家银行在科创金融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上优化创新，推出更
多举措服务科创企业，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助力。

为了挖掘各家银行科创金融特色模式， 树立银行科创金融服务典范，“新闻晨报·周到”已
于近期开展《上海银行业“科创金融特色模式”评选》活动。晨报记者陆续挖掘到一些精彩案例，
我们将陆续通过“新闻晨报”、“周到 APP”以及晨报系列新媒体账号等渠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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