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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准基金”的入市，ETF 基金尤其
是沪深 300ETF 成为最大受益者。来自东方财
富 Choice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6
日，沪深 300ETF 最规模再次回到 1 万亿元以
上，而 ETF 基金总规模水涨船高，目前已经达
到 3.99 万亿元， 距离 4 万亿元大关仅有一步
之遥。

与此同时，从陆续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大
多数权益类基金对于科技板块青睐有加。

再上万亿

这一次，沪深300ETF跑在了前面。统计
数据显示，ETF产品数量大增，已目前已经迈
入“千只时代”，而总规模也在同步增加，最
新数据达到 3.99 万亿元。其中，股票型 ETF
规模超过 2.9 万亿元，成为 ETF 基金规模增
长的主力军。
而从具体产品种类来看，随着以中央汇

金为代表的类“平准基金”入市增持 ETF，宽
基品种沪深 300ETF 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
总规模已经重回万亿元之上。
截至 4 月 15 日，全市场 24 只沪深

300ETF整体规模已达到 10038.67 亿元。其
中，规模超过千亿元的沪深 300ETF 共有 4
只。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规模位居首位，达
到 3648.42 亿元；易方达沪深 300ETF、华夏
沪深 300ETF、嘉实沪深 300ETF 规模紧随
其后，分别为 2512.92 亿元、1806.21 亿元、
1604.69 亿元。
而从净流入数据来看，上述沪深

300ETF也是主要资金净流入产品。其中，华
泰柏瑞沪深 300ETF 资金净流入达 337.46
亿元，沪深 300ETF华夏、沪深 300ETF 易方
达资金净流入均超过 200 亿元，嘉实沪深
300ETF资金净流入超过 160亿元。
其实，就从 2024 年来看，宽基 ETF 规模

增长较快。以沪市为例，2024 年以来，有超过
60 只宽基 ETF 在上交所上市，沪市宽基
ETF规模目前已近 1.6 万亿元。科创板 ETF

产品热度同样持续，“科八条”发布以来有 42
只科创板ETF上市、57 只科创板 ETF 获批，
较“科八条”发布前数量翻番。目前，科创板
ETF规模近 2500 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年底，ETF

产品总数达到 1046 只，较 2023 年底增加
149 只，而在规模方面，2024 年年底存量
ETF 的总规模达到 3.7 万亿元，较 2023 年年
底增长了 1.7 万亿元。

看好科技

就在近期，基金一季报陆续披露。就从目
前披露的季报来看，科技板块受到权益类基
金经理的青睐。
以中欧互联网先锋混合基金为例，一季

度围绕科技主线布局。从行业配置来看，该基
金一季度维持港股互联网的较高仓位、强化
AI 推理侧和应用的配置，同时加入一些估值
处于低位的科技消费股。截至一季度末，腾讯

控股的持仓市值占基金净值比例超过 9%。此
外，中芯国际、澜起科技、完美世界、吉比特成
为该基金新进前十大重仓股。
金信稳健策略混合基金经理孔学兵表

示，一季度基金显著增配了国产光刻机供应
链，涉及光源、照明系统、投影物镜、双工件台
等关键环节，同时保留了刻蚀、薄膜沉积、涂
胶显影等高技术壁垒的基础配置。而对于近
期市场，景顺长城基金基金经理余广认为，宏
观和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建议密切关
注谈判走势以及各企业应对方案。下跌中更
看重公司估值和基本面，基于中长期角度，自
下而上选股来应对短期波动。关注被动下跌
的内需股、互联网科技股、自主可控板块。
长城基金高级宏观策略研究员汪立指

出，市场的中期方向仍有赖于政策的支持，如
果出台的是补充流动性相关政策，风险偏好
抬升可能是市场主逻辑，科技等可能是更好
的资产；如果是基本面刺激的政策，政策重点
补贴方向可能也是市场交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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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近日发布消息
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证监
局会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委金融办、市国资
委、市工商联、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单位，举办
多场上海地区股票回购增持贷款政策宣讲暨
银企对接交流会议，21 家全国性银行在沪分
行以及上海地区累计近 130 家国有和民营上
市公司代表参加。
会议指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出

台以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有关部门迅
速指导辖内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项目对接，大
力优化授信审批流程，推动政策第一时间在
沪平稳有序落地。辖内金融机构积极组建工
作专班，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开通授信审批
绿色通道，支持客户根据需要获得充足资金
进行市值管理，受到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的
普遍欢迎。会议结合外部环境和资本市场最
新发展形势，鼓励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积极
利用股票回购增持贷款政策，抓住时间窗口，
做好公司市值管理，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发展。
会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强化与上市公

司和主要股东的对接，加大行内政策协调和
资源保障，进一步提高审贷放贷效率。要加强
商行与投行业务联动，将股票回购增持贷款
与并购金融、债券业务以及其他信贷服务等
有机结合起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综合性服
务方案。要坚持风险为本，做好风险防控，建
立完善相关制度和内部控制措施，确保合规
运行。
系列活动在上海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上市

公司之间搭建了银企交流平台，通过向有股
票回购增持需求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面对
面解读政策口径、介绍业务流程、推广典型案
例，为银企持续深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股
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市已
披露股票回购增持计划的企业超过 40 家，合
计获得贷款金额上限约 100 亿元，业务规模
持续扩大。
下一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证监

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政策宣贯力
度，引导辖内金融机构与上市公司充分对

接；通过深入走访上市公司，一对一宣讲
再贷款专项政策，了解相关企业困难诉
求，支持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持续规范用

好政策工具，不断提升公司投资价值，持
续推动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业务在上海增量
扩面。

央行上海总部推动股票回购
增持贷款业务增量扩面

晨报记者 刘志飞

近日，银联国际与越南国家支付公司
（NAPAS）、中国工商银行、越南外贸银行
在河内联合宣布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推
进中越两国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适逢
中越建交 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此
次合作是银联服务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
新篇章，是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政府对政府模
式的新成果，是深化中越两国经贸交流和人
员往来的新举措。
根据协议约定，银联国际与 NAPAS 将

通过系统“一点对接”实现二维码支付网络
双向互联互通。双方将推动云闪付APP 及
接入“云闪付网络支付平台”的银联合作钱
包，在越南国家二维码VietQR受理商户使
用，同时推动越南本地VietQR钱包在中国
境内银联二维码商户便捷支付。中国工商银
行、越南外贸银行将作为首批结算银行，为
跨境支付提供本币结算服务。
银联依托中越两国战略合作新格局，积

极践行政府对政府模式下的跨境互联互通
新尝试。2024 年 8月，中越两国央行签署合
作谅解备忘录，明确加强本币结算和跨境支
付合作。同年 10月，银联与NAPAS签署二
维码互联互通合作备忘录。此后，银联与越
方机构在两国央行指导下加快步伐，在较短
时间内达成合作协议。
银联自 2005 年进入越南市场以来，持

续完善本地支付生态建设。越南几乎全部商
户POS终端受理银联卡，累计发卡量突破百
万张。近年来，顺应当地无现金社会发展趋
势，银联进一步加快移动支付业务拓展，非接
受理覆盖率超 60%，Lazada 越南站点、越南
航空等主要线上平台支持银联在线支付，为
两国跨境游客提供便捷、安全的支付服务。

随着中越二维码支付网络的全面对接，
两国消费者将共享更便捷的跨境支付服务。
银联将联合产业各方持续推动支付产业互
联互通，加快构建可持续发展业务模式，为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力量。

银联服务“一带一路”
支付便利化再添新成果

沪深 300ETF再超万亿，ETF基金总规模逼近 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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