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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汇金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172
许可证流水号：01127983
批准成立日期：1994 年 03 月 07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青浦区

赵巷镇盈港东路7778号
电话：021-59771459

邮编：201799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5 年 04 月 22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网站上（www.nfra.gov.cn）查询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网站上（www.nfra.gov.cn）查询

关于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并收回《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山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3100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852636
批准成立日期：2001 年 03 月 16 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武宁路360号
邮编：200063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监管局

收回日期：2025 年 04 月 22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上海金融机构已审批
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项目 117个

李 锐

至少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ETF 基金成
为市场大赢家。 日前， 来自东方财富 Chioce
的 s 统计数据显示， 国内 ETF 基金迎来新时
代，就在产品数量突破 1100 只之际，总规模
也首次突破了 4 万亿元。 而摩根资产管理中
国发布的最新报告也证实， 截至今年 1 月底
的最近一年时间，中国 ETF 市场资金净流入
规模居亚太地区第一位。

规模领跑

据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4 月 25 日发布的
《ETF 环球市场纵览—中国版》（以下简称
“报告”），近十年来全球 ETF 规模大幅增
长，其中亚太地区复合年均增长率位列第一。
截至 2025 年 1 月底的近一年时间里，中国
ETF 市场资金净流入规模约合 6354 亿元人
民币，居亚太地区第一。报告显示，2014 至
2024 年 11 年间，全球 ETF 资金累计净流入
约 7.8 万亿美元，在 2024 年资金净流入达到
1.5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亚太地区
ETF市场发展迅速。2014 年以来，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亚太地区 ETF 资产规模复合
年均增长 24%，速度领先于其它地区。值得注
意的是，中国内地市场表现更为突出，各类宽

基指数迎来增量配置资金青睐。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亚太地区 ETF 资产规模达 1.8 万
亿美元，中国市场资产规模占比第一，达
33.4%。资金流向同样反映出中国市场的增
长，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近一年中国
ETF 市场资金净流入规模达 886.2 亿美元，
约合 6354 亿元人民币，居亚太地区第一。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4 月 20 日，全市
场ETF总只数超 1100 只，总规模首次突破
4 万亿元大关。其中，股票 ETF 最新规模为
2.95 万亿元，占比高达 73.55%。而从公司层
面来看，数据统计显示，截至 4月 24日，ETF
规模超过千亿的公募基金有12家，合计 3.42
万亿元，占据了85.5%的ETF份额。具体来看，
截至 4月 24日，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华泰
柏瑞基金以 7041.17 亿、6423.05 亿、4856.11
亿的ETF规模，大幅领先其他基金公司位列
第一梯队。在ETF管理规模排名前20的公司，
今年一季度有15家基金公司的ETF规模较去
年末出现增长。其中，有3家公司增幅超过10%，
分别是富国基金、工银瑞信和景顺长城，增幅
分别为20.16%、16.94%和 12.18%，为这些公
司的非货基金规模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含“科”量成新宠

而从去年以来，投资科创板、创业板等科

技板块的ETF基金，成为市场最受青睐的方
向。博时基金董事长江向阳在4月 25日举办
的“走进上交所活动暨ETF发展研讨会”上
表示，“ETF投资将成为投资人联系中国企业
科技创新、转型升级，联系全球经济互联互通
的重要纽带。”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培育新质生
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阵地”，
科创板也是 A股指数化投资比例最高的板
块，共有 28 条指数、74 只 ETF 产品，总规模
达 2500 亿元。其中科创 50ETF 总规模近
1660亿元，成为境内规模最大的单市场ETF。
博时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唐屹兵
在研讨会上表示，科创板行业分布契合AI发
展趋势，“硬科技”领域并购重组有利于促进
创新技术的发展。目前科创板研发投入强度显
著高于其他板块，未来随着研发成果的转化，
科创板整体利润率或有较大提升空间。
最近半个月，首批 4只科创综指增强策

略ETF相继上报。从此前科创综指相关基金
的发行来看，较为火热。据统计，科创综指
ETF 及联接基金合计募集规模已超 400 亿
元，其中，15 只科创综指 ETF 已上市，募集
规模合计 228 亿元，14 只已发行 ETF 联接
基金，募集规模合计 176 亿元。近期，场外科
创综指产品已获批 16只，其中 10 只产品正
在募集。

五大痛点

江向阳谈到如何通过 ETF 更好地为投
资人创造价值。他认为，投资人现阶段 ETF
投资存在五方面痛点：
一是资产不多元。单一资产的收益降低，

波动加大，须进行股、债、商品、REITs、比特
币等多元化的资产体系以分散风险；二是研
究不深入。股、债、商品定价逻辑各异，投资人
亟需对单类资产的深度研究并形成对应的投
资策略；三是配置难度大。资产多元配置，需
个性化的财富管理综合解决方案；四是运营
不高效。投资人多资产投资亟需更加及时、专
业和全面的知识陪伴，更加方便、快捷的资产
配置场景和模式；五是生态不完善。券商、基
金公司、指数公司、媒体、各类投资者需形成
相互赋能、相互促进、各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为解决上述痛点，江向阳表示，博时
基金正在加快改革创新，打造下一代“ETF
价值赋能体系”，特点可概括为“资产多元
化、研究深度化、服务投顾化、运营体系化和
生态可持续化”。
据介绍，目前博时基金已初步形成“多资

产、全谱系、低相关”的资产体系。ETF 资产
研究团队持续深度跟踪研究，帮助投资者更
好理解不同资产的投资属性。在推动单一产
品向组合资产配置服务转型的同时，博时基
金正运用数智化技术，加速客户资产配置组
合服务系统的优化和迭代。

中国 ETF规模大增，含“科”量成为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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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刘志飞

“截至 4 月 21 日， 上海辖内金融机构已
审批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项目 117 个”。 4
月 24 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 2025 年第二
季度新闻发布会， 介绍一季度上海金融运行
情况.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信贷调研部副主
任周鹏介绍， 目前上海已披露股票回购增持
计划的上市公司 45 家， 可用贷款金额超过
130亿元，政策工具的使用规模持续扩大。

股票回购可用
贷款金额超过 130亿元

周鹏介绍，自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推出股
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以来，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按照总行工作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迅速
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开展项目对接，优化授信
审批流程，推动政策工具第一时间在沪有序
落地，助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辖内金融
机构积极加大资源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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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加强内部业务联动，为客户提供多
元化综合性服务，受到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
的普遍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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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举办多场股
票回购增持贷款政策宣讲暨银企对接交流活
动，讲解业务流程和政策要点，搭建银企交流
平台。多家在沪金融机构也积极开展业务经
验交流和案例分享，向上市公司介绍相关服
务内容。截至 4月 21 日，上海辖内金融机构
已审批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项目 117 个，
其中涉及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60 家、专精特新
企业超过 50家。已披露股票回购增持计划的
上市公司 45 家，可用贷款金额超过 130 亿
元，政策工具的使用规模持续扩大。
周鹏透露，下一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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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持续、规范用好政策工
具，大力推动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业务在沪增
量扩面，支持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
长效机制。

一季度全市本外币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8.7%

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还介绍了一季度上海金融运行情况。
3月末，全市本外币贷款余额 12.6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8.7%，增速较上年同期高 0.9 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 1.8 个百分点。
3月末，住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6%，

增速较上年同期高 9.1 个百分点。其中，个人

住房贷款需求回升，余额同比增长 6%，增速
自去年 10 月转正以来连续六个月回升。非
金融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5%，增速较
上年同期低 2.5 个百分点。其中，短期贷款需
求回升，一季度增量占企业贷款增量的
51.6%，同比提高 16.8 个百分点。境外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 23.4%，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
长势头。从融资成本看，3月份，全市新发放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2.85%，较上年同
期下降 38 个基点，环比下降 4 个基点，处于
历史低位。其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 3.16%，比上年同期下降 34 个基点。一季
度，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605 亿元，同
比多增 1729亿元。从结构看，对实体经济发
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3759 亿元，占社融增量
的 81.6%。企业债券净融资 343亿元，同比少
增 267 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净融资 29 亿
元，同比少增 27 亿元。表外净融资（包括委
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26亿元，同比多增 1842亿元。政府债券净融
资 317亿元，同比多增 473亿元。
下阶段，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按照总行

统一部署，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进一步优
化信贷结构，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
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