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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如何看待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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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回顾与沪深 300 指数有关的二十年 

萌芽：1998 年，对于统一指数的需求迫切，展开探索与研究。 

筹备：2003 年，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编制跨市场指数的联合工作小组。 

试运行：2004 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每半年轮流担当主计算方和主发布方。  

上市：2005 年 4 月 8 日，沪深 300 指数通过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实时发布。 

衍生品：2010 年 4 月 16 日，第一张股指期货合约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上市。 

ETF：2012 年 5 月，沪深 300ETF 上市。 

 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变迁是一部我国经济近代史 

从初上市，成分股公司以传统成熟行业为主，到金融股成为第一权重，再到互

联网新科技公司注入新的活力。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公司是跟随我国经济发

展成长起来的实力最强的一批上市公司，并且成分股公司的行业权重也随着我

国产业结构升级在不断调整。 

 当下如何看待沪深 300 指数？ 

沪深 300 指数具有周期性、低风险性、估值低，盈利能力强，股息率高等特点，

决定了沪深 300 指数适合做中长期投资和配置为王的属性。 

我们对沪深 300 指数再平衡策略和大类资产配置平衡策略进行历史回测，看到

无论是通过沪深 300 指数来对 A 股市场进行中长期投资，还是进行大类资产配

置都能得到理想收益。 

 指数化投资理念深入人心，沪深 300 ETF 逆市爆发 

2018 年底沪深 300ETF 规模达到约 880.30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长率为

26.04%，份额增长率为 87.26%。沪深 300ETF 能逆市爆发的原因主要有： 

1、费率低，管理成本低，投资透明，仓位稳定，流动性好，操作简单； 

2、被动管理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 

3、随着资产配置业务发展，长期资金低位布局和外资流入。 

 流动性为王：华夏沪深 300ETF 

华夏沪深 300ETF 规模约为 228 亿，日均成交额约为 1.124 亿，占全市场沪深

300ETF 交易额 11.15%； 

隐含流动性估算约为40亿元左右，华夏沪深300ETF与多家头部券商紧密合作，

完善做市商机制，强大的隐含流动性足以支持大资金的交易需求； 

2018 年日均跟踪偏离度为 0.0064%，跟踪误差为 0.1327%，跟踪误差远低于

考核标准，是投资沪深 300 指数的优质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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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沪深 300 指数是我国 A 股市场的中流砥柱。 

作为核心指数，沪深 300 指数汇集了全市场市值最大、流动性最好的 300 只股票，是 A

股市场蓝筹公司的代表，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被大量的主动型基金作为业绩比

较基准。 

这只“王牌”指数从酝酿初期至成熟上市历时数年，凝结大量金融工作者的努力与心血，

是一部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变迁的浓缩近代史。 

 

回顾与沪深 300 有关的二十年1 

沪深 300 指数是第一支跨沪、深两大市场反映 A 股整体走势的指数，由上交所和深交

所共同合作研发，是我国指数发展历史上重大创新，于 2005 年 4 月 8 日正式上市。 

当时，A 股投资者结构开始出现机构化趋势，市场产品创新和衍生品发行也迫切需要反

映沪深市场整体走势的标的，统一指数上市迫在眉睫，沪深 300 指数便是众望所归、翘

首以待。 

 

图 1：沪深 300 指数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长江证券研究所 

 

                                                      

1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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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 

自 1998 年起，沪、深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展开对跨市场指数的探索与研究，分别成立

了研究跨市场指数的工作小组，以满足市场对统一指数、市场产品创新和衍生品发行的

迫切需求，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机构化投资，降低机构管理成本。另外多家证券公

司、高校也都对跨市场指数进行了大量研究探索。 

当时市场普遍希望统一指数能够反映 A 股市场全貌，可以覆盖 A 股市场大部分的市值、

流动性与主要行业。2 

筹备 

2003 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在对统一指数进行充分交流并达成共识后，成立了编制跨

市场指数的联合工作小组，经过大量努力，反复在编制、选样、计算、调整、发布、管

理等多方面研究论证后，攻克了重重难关，设计完成了“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结合国

内实际情况的沪深 300 指数”。3 

试运行 

2004 年初开始进行沪深 300 指数试运行。 

“由沪、深证券交易所分别每半年轮流担当主计算方和主发布方，指数样本也按照每半

年一次调整的原则进行了 2 次样本调整”。4 

上市 

2005 年 4 月 8 日，沪深 300 指数通过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实时发布。 

沪深 300 指数是以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期，基点为 1000 点，采用分级靠档法确定

成分股权重的方法。 

在选样中，沪深 300 指数以流动性和市值作为两大标准，并且更重视流动性：“先对样

本空间股票在最近一年的 A 股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剔除排名后 50%的股票；

再对剩余股票按照最近一年 A 股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排名，选取前 300 名股票作为指

数样本”。 

2005 年 9 月，中证指数公司成立。之前沪深 300 指数由沪、深交易所联合工作小组进

行维护和管理。中证指数公司成立后，移交与中证指数公司进行维护和管理，每半年进

行一次成分股调整。5 

                                                      

2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 

3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 

4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 

5 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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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 

2006 年 9 月 8 日，上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获批准成立，正式开始筹备股指期货上

市工作。 

在沪深 300 指数成功上市 5 年之际，2010 年 4 月 16 日，我国第一张股指期货合约—

—沪深 300 股指期货合约开始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市交易。6 

首只沪深 300ETF 上市 

2012 年 5 月，沪深 300ETF 上市，整体规模超过 500 亿。通过以一篮子股票或者现金

替代的方式进行申赎，实现了“T+0”回转交易，可进行高频套利。 

现况 

当前，沪深 300 指数已经成为了 A 股市场的标杆，覆盖全市场约 60%的市值，是 A 股

市场最具有影响力的指数之一。 

至 2018 年底，跟踪沪深 300 指数的 ETF 有 8 只，规模约 880 亿；跟踪沪深 300 指数的

LOF 有 44 只，规模约 436 亿。 

以沪深 300 指数及其衍生指数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达到 1964 只，整体规模约

13874.27 亿元，为 A 股市场之最。 

按照 WIND 基金分类，在 1029 只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中，以沪深 300 及

其衍生指数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数量为 558 只，比例为 54.23%，规模约 5318 亿元。 

 

图 2：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中以沪深 300 及其衍生指数为业绩基准的基金数量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6 资料来源：中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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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变迁是一部我国经济近代史 

近二十年来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也是跟随我国经

济发展成长起来的实力最强的一批上市公司，并且成分股公司的行业权重也随着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在不断调整。 

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的变迁记录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进程。 

 

初上市成分股公司以传统成熟行业为主 

从 90 年代起，工业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力量。2005 年，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 50%。 

可以看到，当 2005 年 4 月 8 日沪深 300 指数上市时，权重最大的成分股公司多为能源

与重工业等成熟传统行业公司。当时第一大金融权重股为招商银行，市值仅为 633.46

亿元，而贵州茅台市值为 196.23 亿元。 

表 1：2005 年沪深 300 指数上市时权重最大的成分股公司 

代码 简称 行业 纳入时市值(亿元) 

600028 中国石化 能源 3,797.57 

600011 华能国际 公用事业 883.66 

600019 宝钢股份 材料 764.48 

600036 招商银行 金融 633.46 

600050 中国联通 电信服务 587.15 

600188 兖州煤业 能源 393.16 

600026 中远海能 工业 384.15 

600688 上海石化 能源 339.12 

600009 上海机场 工业 338.37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金融股成为第一权重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将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

发展。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第三产业保持势头强劲，逐渐取代了第二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主导地位。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提出，要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

的现代金融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

揭开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2005 年是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高峰的开始，按照“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

原则，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股份

制改造并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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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005 年也是我国金融业的拐点，2005 年之后金融业占第三产业 GDP 比例开始

稳步增长，在 2015 年达到了顶峰，金融行业公司大量被纳入沪深 300 指数，金融行业

渐渐成为沪深 300 指数中权重最大的行业。 

图 3：金融业与第三产业 GDP 占比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2：沪深 300 指数后继纳入的部分金融成分股 

纳入日期 代码 简称 行业  权重（%）  纳入时市值(亿元)  

2008-07-01 601939 建设银行 金融  0.53  13,320.28 

2007-01-23 601628 中国人寿 金融  0.36  12,444.95 

2006-11-10 601398 工商银行 金融  1.20  11,489.58 

2010-07-29 601288 农业银行 金融  1.45  8,989.41 

2006-07-19 601988 中国银行 金融  0.76  8,884.37 

2007-05-29 601328 交通银行 金融  1.56  6,638.74 

2007-05-18 601998 中信银行 金融  0.18  4,219.50 

2007-03-15 601318 中国平安 金融  7.01  3,302.34 

2015-01-26 000166 申万宏源 金融  0.29  2,919.35 

2015-06-15 002736 国信证券 金融  0.20  2,624.00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科技公司注入新的活力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缓慢，传统产业转型举步维艰的状况，此时

反而给了科技互联网(TMT)行业历史机遇，新科技、新网络、新商业模式如同雨后春笋，

给中国经济再次注入一剂强心针。2011 年是科技互联网行业迅速崛起的一年，科技公

司开始做大做强，走上 A 股的舞台，走入了沪深 300 指数。 

产业升级的故事仍在继续，或许科技股的权重将在沪深 300 指数中越来越大，我们期待

优质的中概股回归能促使沪深 300 指数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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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科技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增速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3：沪深 300 指数部分科技成分股纳入详情 

纳入日期 代码 简称 行业 权重（%） 纳入时市值(亿元)    

2011-01-04 002415 海康威视 信息技术 0.95 474.15    

2012-07-02 000725 京东方 A 信息技术 0.72 1,401.06    

2011-01-04 600703 三安光电 信息技术 0.39 258.26    

2013-12-16 002230 科大讯飞 信息技术 0.39 317.55    

2014-06-16 002475 立讯精密 信息技术 0.35 220.89    

2014-06-16 002008 大族激光 信息技术 0.34 242.43    

2015-06-15 300104 乐视网 信息技术  --   1,224.18     

2018-06-11 601360 三六零 信息技术  0.10  2432.35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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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如何看待沪深 300 指数？ 

当下，沪深 300 指数有如下几个特点： 

1. 行业配置角度方面，在沪深 300 指数中金融行业和周期行业的成分股公司比例达

到 64%，赋予了沪深 300 指数非常强的投资周期性。  

图 5：沪深 300 指数的成分股公司金融、周期、消费、成长行业占比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2. 交易方面，沪深 300 指数市值超过 30 万亿，覆盖 A 股市场约 60%的市值，具有

较强抗操纵性，波动率也较低，风险较小； 

3. 估值水平方面，目前沪深 300 指数 PE(TTM)为 10.6 倍，低于市场绝大多数核心指

数，并且处于历史低位； 

图 6：沪深 300 指数近十年 PE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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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沪深 300 指数与市场核心指数详情 

代码 名称 PE PB 股息率 年化波动率 市值（亿） 净利润（亿） ROE(180930) 

881001.WI 万得全 A 13.8 10.42 2.08% 23.09% 508,877.63 36,120.29 8.55% 

000906.SH 中证 800 11.45 8.39 2.55% 22.61% 362,716.76 31,502.41 9.13% 

000001.SH 上证综指 11.47 8.05 2.57% 20.65% 332,283.42 28,324.43 9.01% 

000300.SH 沪深 300 10.59 7.49 2.83% 22.49% 300,578.79 28,093.07 9.52% 

000010.SH 上证 180 9.62 6.81 3.16% 21.53% 233,402.85 23,978.39 9.60% 

399106.SZ 深证综指 22.17 23.21 1.29% 25.64% 177,332.67 7,805.58 7.16% 

399107.SZ 深证 A 指 22.18 23.29 1.30% 25.67% 177,195.37 7,829.96 7.16% 

000016.SH 上证 50 9.19 6.47 3.43% 22.38% 161,291.85 17,231.72 9.79% 

399001.SZ 深证成指 17.33 19.4 1.55% 25.81% 108,900.71 5,893.38 8.55% 

399344.SZ 深证 300R 16.59 17.75 1.62% 25.92% 88,406.06 4,911.74 9.16% 

000852.SH 中证 1000 21.5 21.15 1.27% 27.81% 63,066.52 2,903.20 6.78% 

000905.SH 中证 500 18.86 20.14 1.42% 26.21% 62,137.97 3,409.34 6.63% 

399004.SZ 深证 100R 15.97 22.09 1.81% 26.45% 55,336.62 3,454.07 9.45% 

399008.SZ 中小 300 21.1 37.02 1.25% 25.89% 50,894.98 2,313.25 8.73% 

000009.SH 上证 380 16.11 11.92 1.98% 25.64% 45,212.23 2,787.62 8.42% 

399005.SZ 中小板指 20.23 38.43 1.29% 26.62% 31,920.56 1,492.19 10.12% 

399012.SZ 创业 300 36.35 52.06 0.74% 30.68% 26,607.76 734.24 6.24% 

399006.SZ 创业板指 29.92 39.35 0.66% 30.30% 18,900.46 494.86 7.55% 

399673.SZ 创业板 50 31.03 49.25 0.61% 33.85% 11,478.41 299.18 8.43%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4. 盈利能力方面， 2018 年半年报显示，沪深 300 指数成分股公司净利润(TTM)总和

与上证综指净利润(TTM)总和基本持平，几乎囊括了 A 股市场最具赚钱能力的上市

公司。同时与中证 500、上证 50 等指数相比，净利润增速变化率最小，业绩非常

稳定。 

沪深 300 指数 ROE、股息率水平在市场核心指数中均处于头部地位，并且股息率

在历史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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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沪深 300 指数历史股息率水平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8：沪深 300 指数净利润增速（TTM）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沪深 300 指数具有周期性、低风险性，估值低，盈利能力强，股息率高

等特点，决定了其适合做中长期投资和配置为王的属性。 

 

等待微笑曲线的出现 

在市场震荡探底的过程中，沪深 300 指数非常适合中长期投资，通过再平衡策略，等待

微笑曲线的出现。 

近几年来，沪深300指数完成的最漂亮的微笑曲线(成本再平衡)是在2015年6月至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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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沪深 300 指数微笑曲线（2015 年 6 月至 2018 年 2 月）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沪深 300 再平衡策略 

在当前时间点，对于沪深 300 指数来说，定期再平衡策略不妨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首

先确定阶段目标收益率，每阶段根据净值做动态再平衡。 

我们尝试预设月度目标收益率 1%，然后月度进行动态再平衡，收益率曲线如下： 

图 10：沪深 300 指数定期再平衡策略收益率曲线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可以看到在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阶段，虽然沪深 300 指数点位变化不大，但是

定期再平衡策略却获得了 13.8%的收益，超越沪深 300 指数 14.7%，年化收益率为

4.35%，Sharpe(月度)为 1.66，波动率为 0.11。 

可以看到，在中长期投资中无论是沪深 300 指数先抑后扬，还是震荡横盘，再平衡策略

都能有理想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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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配置平衡策略 

2018 年，是我国 A 股市场资产配置元年，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了沪深 300 指数具有周

期性、低风险性，估值低，盈利能力强，股息率高等特点，市值覆盖 A 股市场 60%以

上，是最具市场代表性、最适合做配置的指数。 

简单地看，如果选取沪深 300，债券，黄金，能源四类资产，初始按照 1:1:1:1 比例配

置。当某类资产净值涨幅或者跌幅过高时，通过对于此类资产减仓或者加仓的方式，实

现此类资产的再平衡，本质上是完成了止盈或摊薄成本的动作。 

 

图 11：沪深 300、中证全债、GSCI 黄金、能源 CFCI 指数收益率曲线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5：沪深 300、中证全债、GSCI 黄金、能源 CFCI 指数相关系数 

 沪深 300 中证全债 GSCI 黄金 能源 CFCI 

沪深 300 1.00 

   中证全债 0.55 1.00 

  GSCI 黄金 -0.20 -0.12 1.00 

 能源 CFCI -0.03 -0.16 0.56 1.00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我们选取 2008 年—2018 年十年区间，如果某类资产净值涨幅达到 100%或者跌幅达到

50%，对此类资产进行一次恢复初始净值的再平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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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大类资产配置平衡策略收益率曲线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3：大类资产配置平衡策略分年收益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可以看到，大类资产配置平衡策略年化收益率 7.44%，Sharpe(月度)为 1.89，波动率

为 0.22，最大回撤为 17%，效果较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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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投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沪深 300 ETF 逆市爆发 

2018 年，虽然 A 股市场表现低迷，ETF 市场却如火如荼，迎来了春天。沪深 300 ETF

规模逆市爆发，相比 2017 年年底的规模 698 亿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沪深 300ETF

规模约为 880 亿元，增长率为 26.04%。 

沪深 300ETF 份额由 2017 年年底的 176.63 亿份增长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330.75

亿份，增长率为 87.26% 

表 6：沪深 300ETF 规模与份额变化 

 20171231 20180331 20180630 20180930 20181231 2018 年增长率 

沪深 300ETF 规模(亿)  698.43   689.11   671.90   796.06   880.30  26.04% 

沪深 300ETF 份额(亿份)  176.63   197.38   211.14   252.66   330.75  87.26%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4：沪深 300ETF 规模（亿）与份额（亿份）变化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沪深 300ETF 能逆市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ETF 自身费率低，管理成本低，投资透明，仓位稳定，流动性好，操作简单。 

2) 被动管理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 

3) 随着资产配置业务发展，长期资金低位布局和外资流入。随着 A 股不断开放，QFII

额度不断提升，市场互通越来越成熟，沪深 300 产品的规模将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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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为王：华夏沪深 300ETF 

华夏沪深 300ETF 无论在规模还是流动性上，均在沪深 300ETF 中处于头部地位。 

华夏沪深 300ETF 发行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发行

ETF 产品的基金管理公司，其发行的华夏上证 50ETF 是我国 A 股市场上第一只 ETF，目

前规模约 458 亿，具有成熟丰富的 ETF 管理经验。 

 

二级市场流动性好，交易额占比不断攀升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夏沪深 300ETF 规模约为 228 亿，日均成交额约为 1.124

亿，占全市场沪深 300ETF 交易额 11.15%，规模和交易额在沪深 300ETF 产品中均处于

头部地位，规模大、流动性充裕。 

图 15：华夏沪深 300ETF 规模（亿）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16：华夏沪深 300ETF 日均成交额占比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18 / 20 

 

金融工程丨专题报告 

由图 16 可见，华夏沪深 300ETF 的交易额市场占比不断持续攀升，未来表现值得期待。 

 

隐含流动性同样表现优异 

ETF 除了交易层面的流动性之外，还有隐含流动性值得关注。 

隐含流动性是 ETF 真实流动性的另一方面体现，由于 ETF 存在做市商机制，做市商可

以通过报价买入后赎回、申购后按报价卖出等操作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市场交易的稳定。

隐含流动性的根本在于成分股的流动性，只要 ETF 成分股流动性充足，做市商便能为

二级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我们对隐含流动性进行估算7： 

指数日均可成交金额：
,

,

,

min{ 0}
i t

i t
i

i t

Amount
Amount


 ，其中 ,i t 和 ,i tAmount

分别为成份股 i 在过往一年的成交金额 ,i tAmount 和 t 日的开盘参考权重。 

由某个成份股过往一年的日均成交金额与该成份股在指数中所占权重的比值得到该成

份股所确定的流动性瓶颈，依次对每个成份股流动性瓶颈进行降序排列，以尾端一定比

例成份股流动性瓶颈作为指数日均可成交金额的测度。 

以成份股流动性瓶颈最小值来测算，沪深 300 指数日均可成交金额大致维持在 263 亿

水平，假设每日成交 10%的日均可成交金额并不会对市场形成较大的扰动，照此测算沪

深 300ETF 日均可安全成交金额或大致为 26.3 亿元左右，即估算隐含流动性为 26.3 亿

元左右。 

如果以尾端 5%成份股流动性瓶颈而言，估算隐含流动性约为 40 亿元左右。 

图 17：沪深 300 指数成份股流动性瓶颈排序（亿）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7 风险提示：对隐含流动性历史估算，不能完全代表隐含流动性未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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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沪深 300ETF 的做市商机制非常完善，其聘请的流动性服务商包括中信证券、中国

银河、中金公司、招商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等头部券商。 

即使二级市场的成交量出现低靡，华夏沪深 300ETF 完善做市商机制带来的强大的隐含

流动性足以支持大资金的交易需求。 

 

跟踪误差远低于考核标准 

华夏沪深 300ETF 的净值收益率与沪深 300 全收益指数收益率对比，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最大跟踪偏离度为 0.4969%，日均跟踪偏离度为 0.0236%，

年跟踪误差为 0.7361%。 

分年来看，华夏沪深 300ETF 最大日均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均出现在 2015 年，分别

为 0.0504%、1.2095%；2018 年，华夏沪深 300ETF 日均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分别

为 0.0064%、0.1327%，远小于产品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年跟踪误

差不超过 2%的考核标准。 

图 18：华夏沪深 300ETF 历史跟踪偏离度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表 7：华夏沪深 300ETF 跟踪偏离度与跟踪误差 

时间区间 日均跟踪偏离度(绝对值) 跟踪误差(年化） 

2013.7.1-2013.12.31 0.0168% 0.2894% 

2014 0.0245% 0.5762% 

2015 0.0504% 1.2095% 

2016 0.0295% 0.5497% 

2017 0.0104% 0.2747% 

2018 0.0064% 0.1327% 

资料来源：Wind, 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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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 

 看    好： 相对表现优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中    性： 相对表现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持平 

 看    淡： 相对表现弱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公司评级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为： 

 买    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大于 10% 

 增    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 5%～10%之间 

 中    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    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小于-5%  

 无投资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

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说明：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