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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QDII 基金共 231 只，合计规模 3180.52 亿

元，其中股票型 QDII 共 140 只，规模占比 90.03%；混合型 QDII 和债券型

QDII 分别为 48 和 25 只，规模占比分别为 7.17%和 1.88%；另类型 QDII

较为小众，数量仅有 18 只，规模占比 0.09%。 

 QDII 基金对主营业务在国内的上市公司也更为偏好，尤其是在中国

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我们考虑股票型 QDII 的实际选股偏好，首先以

近 4 期重仓股中，国内公司平均占比是否高于 60%将股票型 QDII 划分为偏

好国内公司和海外公司两类，其次在偏好国内公司的基金中按照投资区域分

为全球市场和中国香港市场，偏好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 同样按照投资区

域分为美国市场、全球市场和其他市场，划分标准为国家/地区投资市值占

基金资产净值比例是否大于 60%，最后按照是否有主题概念进行精准划分，

其中其他市场中的三级分类又按照是否为单一经济体和是否主题基金进行

划分。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剔除非初始基金（非人民币份额、C 类份额）

以及 ETF 联接基金后，全市场共有股票型 QDII 158 只。重点投资国内公司

的基金 82 只，合计规模 2267.88 亿元，投向中国香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占

比均较高。重点投资海外公司的基金共 59 只，美国市场是这类基金重点投

资区域。 

 QDII 基金投资于海外多元化资产，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主要能够

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从基金产品特点来看，申赎周期较长，交易费用较高，

比较适合偏中长期的配置。我们建议采用先从资产配置角度入手，首先通过

资产配置模型，计算出资金在 A 股、美股、港股、黄金、原油、Reits 等各

大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权重，然后根据资产配置结果与各类型 QDII 基金相匹

配，筛选出与资产配置结果相对应的 QDII 基金组合。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基金经理管理其他产品的历史业绩不

代表未来表现; 本报告根据历史公开数据整理，存在失效风险，不代表对基

金未来资产配置情况的预测，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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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DII 市场现状 

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基金，是指经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的股

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QDII 是在国内资本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允许符

合条件的境内金融投资机构到境外资本市场投资的机制，是在外汇管制背景下内地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的一种权宜之计。自 2007 年推出首款 QDII 基金以来，QDII 基金产品数量和规模不

断壮大，市场认可度和参与度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境内投资者实现跨境投资和全球资产配置

的重要工具。 

公募基金管理人发行 QDII 基金，需要获批相应的 QDII 额度。自 2007 年首批 QDII 基金

成立至今，QDII 制度已先后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2011 年欧债危机、2014 全球经济收

缩和 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大跌等国际事件，QDII 额度也跟随国内外汇管理制度不断调整。

截至 2023 年 3 月底，获得证监会批准的 QDII 投资资格，机构类型涵盖保险公司、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六大类，合计获批投资额度 1627.29 亿美元。

在 2020 年开始的新一轮 QDII 额度快速提升的进程中，公募基金的参与度明显较高，通过公

募基金投资海外市场的空间再次提升。 

图 1：QDII 投资额度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1.1. QDII 基金分类 

目前，公募基金围绕 QDII 额度正在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主要集中在 QDII 产品线布局方

面，投资范围涵盖了全球重要的股票、债券、商品等，按照投资标的可以划分为：股票型 QDII，

混合型 QDII，债券型 QDII 和另类型 QDII。从投资范围上看，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的 QDII

基金覆盖了海外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另类型 QDII 基金主要投资于

黄金、原油、贵金属等国际主要大宗商品，另外还有小部分产品涉及海外房地产信托投资

（Reits）。产品管理方式上则包括了自主构建组合和通过 FOF 形式配置海外基金两种不同手

段。自主构建组合的方式和国内产品运作相似，主动管理型产品依靠基金经理直接投资于海

外上市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被动管理型产品一般选择跟踪市场上某一股票或商品指数，

根据指数成分股及其权重进行投资。特别地，因为海外被动投资发达，部分 QDII 通过投资海

外基金管理人发行的 ETF 或其他基金产品，通过持有一揽子基金组合来实现投资目标。 

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QDII 基金共 231 只，合计规模 3180.52 亿元，其中股票型 Q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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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40 只，规模占比 90.03%；混合型 QDII 和债券型 QDII 分别为 48 和 25 只，规模占比分

别为 7.17%和 1.88%；另类型 QDII 较为小众，数量仅有 18 只，规模占比 0.09%。 

图 2：2018 年以来各季度 QDII 数量和总规模变化  图 3：各类型 QDII 规模占比（2023Q1）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QDII 规模结构分化主要源于投资者的投资目标，股票型、混合型 QDII 基金实际投向均

主要为海内外股票市场，均具有较高的长期持有价值，债券型 QDII 基金在熊市中的保本能力

较为突出，而另类投资型 QDII 基金风险波动较大，需要随市场变动进行短期决策。对于股票

型 QDII，大多数投资者通过申购指数型 QDII 基金进行工具化配置，承受相对较低的风险，

获取较为稳定的指数收益；主动管理型 QDII 基金由于基金管理人成长背景不同，投资水平参

差不齐，而且海外市场天然存在着较大的地理距离，需要承受更大的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和

市场风险，交易成本普遍较高。 

本文就当前股票型 QDII 产品进行梳理，为投资者通过 QDII 基金跨境投资提供参考。 

1.2. 股票型 QDII 基金分类 

目前，QDII 基金的投资区域涵盖了以欧美为代表的海外成熟市场，以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为主的大中华地区，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等。从产品规模分布上看，中国香港和美国市场是 QDII 基金的主要投资区域，合计占比

超过 90%。截至 2022 年年末，股票型 QDII 基金的主要投资区域为中国香港，占比达到 62%，

投资于美国市场的 QDII 基金规模占 29.22%。 

图 4：股票型 QDII 投资区域分布（2022H2）  图 5：股票型 QDII 主要区域投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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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香港和美国，股票型 QDII 在国内 A 股的投资比例相对也较高，2022 年末比例

为 8.03%。其余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占比均未超过 0.20%。 

因此，根据股票型 QDII 基金投资区域的不同大致分位以下几类：（1）投资于全球市场；

（2）主要投资于美国市场；（3）主要投资于中国香港市场；（4）主要投资于亚洲市场，包括

中国台湾、韩国、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5）主要投资于欧洲市场，包括英国、德国、

法国等。 

不过，在仔细研究对应分类下的 QDII 产品后，我们发现单纯的区域分类并不能很好地将

股票型 QDII 基金分类。首先因为海外监管和披露和国内不一致，基金管理人不仅需要克服时

间上的不一致，还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主动挖掘信息以及研究公司基本面，其中信息构成

障碍的部分包括文化差异、数据收费、信息质量以及政治壁垒等，即便是投资于全球市场的

QDII 基金对主营业务在国内的上市公司也更为偏好，尤其是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其次，采用主动管理模式的股票型 QDII 基金通常设定了比较复杂的业绩比较基准，如首批成

立的南方全球精选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MSCI 全球*60%+MSCI 新兴*40%，而我们也很难根据

业绩比较基准将 QDII 基金的实际持仓进行风格归因。 

综上，我们考虑股票型 QDII 的实际选股偏好，首先以近 4 期重仓股中，国内公司平均占

比是否高于 60%将股票型 QDII 划分为偏好国内公司和海外公司两类，其次在偏好国内公司

的基金中按照投资区域分为全球市场和中国香港市场，偏好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 同样按照

投资区域分为美国市场、全球市场和其他市场，划分标准为国家/地区投资市值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是否大于 60%，最后按照是否有主题概念进行精准划分，其中其他市场中的三级分类

又按照是否为单一经济体和是否主题基金进行划分。我们注意到因为海外被动投资的有效性

较强，主动管理型 QDII 超额收益并不稳定，故剔除非初始基金（非人民币份额、C 类份额）

以及 ETF 联接基金后，将主被动产品统一划分，分类框架如图 6。 

图 6：股票型 QDII 分类框架 

 

资料来源：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按照分类框架，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剔除非初始基金（非人民币份额、C 类份额）以

及 ETF 联接基金后，全市场共有股票型 QDII 158 只。重点投资国内公司的基金 82 只，合计

规模 2267.88 亿元，投向中国香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占比均较高。重点投资海外公司的基金

共 59 只，美国市场是这类基金重点投资区域。 

表 1：权益型 QDII 分类 

分类 数量 合计规模（亿元） 

国内公司 82 2267.88 

      全球市场 12 262.38 

      香港市场 70 2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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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公司 59 647.00 

      美国市场 41 562.34 

      其他市场 13 61.06 

      全球市场 5 23.60 

全球公司 17 105.64 

总计 158 3020.52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2. 股票型 QDII 分类和代表产品 

2.1. 主要投向国内公司的股票型 QDII 

主要投向国内公司的股票型 QDII 以被动指数型基金为主，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 ETF、华

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 ETF 等 6 只 ETF 规模大于 100 亿元。主动管理型基金整体规模不大，

较有特色的有张坤管理的易方达亚洲精选，以及聚焦于确定性增长比较快的个股以及一些低

估值和高股息中小市值公司的富国中国中小盘。 

表 2：主要投向国内公司的股票型 QDII——香港市场（被动型）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513050.SH 易方达中证海外互联 ETF 2017-01-04 384.27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513330.SH 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 ETF 2021-01-26 294.43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513180.SH 华夏恒生科技 ETF 2021-05-18 196.92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159920.SZ 华夏恒生 ETF 2012-08-09 167.13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513130.SH 华泰柏瑞南方东英恒生科技 ETF 2021-05-24 112.17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164906.OF 交银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2015-05-27 108.61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510900.SH 易方达恒生 H 股 ETF 2012-08-09 98.41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012348.OF 天弘恒生科技指数 A 2021-07-06 85.54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513060.SH 博时恒生医疗保健 ETF 2021-03-18 79.55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医药 

159605.SZ 广发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30ETF 2021-11-24 60.42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表 3：主要投向国内公司的股票型 QDII——香港市场（主动型）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118001.OF 易方达亚洲精选 2010-01-21 张坤 53.23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100061.OF 富国中国中小盘人民币 2012-09-04 张峰 31.61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001691.OF 南方香港成长 2015-09-30 王士聪,熊潇

雅 

18.41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070012.OF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2007-10-12 胡宇飞 18.13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202801.OF 南方全球精选 2007-09-19 黄亮 16.60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262001.OF 景顺长城大中华人民币 A 2011-09-22 周寒颖 13.55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012535.OF 万家全球成长一年持有 A 2021-09-22 黄兴亮 13.17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科技 

008284.OF 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人民币 2020-01-20 杨桢霄 11.51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医药 

012208.OF 华夏港股前沿经济 A 2021-06-18 刘平 10.29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互联网 

009108.OF 富国红利精选人民币 2020-04-23 王菀宜 5.80 国内公司 香港市场 红利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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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全球市场的股票型 QDII 在中国香港市场的投资占比并不高，此类基金投资 A 股和港

股的比例较为均衡，平均规模远低于专注港股投资的 QDII 产品，仅有张坤管理的易方达优质

精选规模突破 100 亿元。 

表 4：主要投向国内公司的股票型 QDII——全球市场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110011.OF 易方达优质精选 2021-09-10 张坤 189.71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000934.OF 国富大中华精选人民币 2015-02-03 徐成 21.62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007455.OF 富国蓝筹精选人民币 2019-08-02 张峰,宁君 15.72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000988.OF 嘉实全球互联网人民币 2015-04-15 王鑫晨 12.36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互联网 

486001.OF 工银全球配置人民币 2008-02-14 孔令兵 6.35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012060.OF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 A人民币 2021-07-30 彭陈晨 3.87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消费 

012584.OF 南方中国新兴经济 9 个月持

有 A 

2021-08-10 黄亮,王士

聪 

3.17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012920.OF 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 A 2022-01-11 郑希 3.16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科技 

100055.OF 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 2011-07-13 宁君 2.79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科技 

005534.OF 华夏新时代人民币 2018-05-30 常亚桥 1.89 国内公司 全球市场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2.2. 主要投向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 

主要投资于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 共有 59 只，同业也是以被动指数型产品为主。主要

投向美国市场的 41 只产品中，规模居前的大多为指数 ETF，主要跟踪指数为纳斯达克指数、

标普 500 指数，华宝标普油气和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分别跟踪油气指数。投向其他市场的股

票型 QDII 大多也为跟踪对应市场核心指数的被动产品，如天弘越南市场、工银印度市场、华

安德国 30 等。投向海外公司，且没有地区偏好的股票型 QDII 共有 5 只，5 只基金均有各自

投向主题，特征明显。 

表 5：主要投向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美国市场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159941.OF 广发纳斯达克 100ETF 2015-06-10 刘杰 147.59 海外市场 美国  

513100.OF 国泰纳斯达克 100ETF 2013-04-25 徐成城 62.11 海外市场 美国  

513500.OF 博时标普 500ETF 2013-12-05 万琼 61.88 海外市场 美国  

162411.OF 华宝标普油气 A 人民币 2011-09-29 周晶,杨洋 59.72 海外市场 美国 油气 

159632.OF 华安纳斯达克 100ETF 2022-07-21 倪斌 46.10 海外市场 美国  

270023.OF 广发全球精选人民币 2010-08-18 李耀柱 25.60 海外市场 美国 科技 

160213.OF 国泰纳斯达克 100 2010-04-29 朱丹 20.28 海外市场 美国  

000834.OF 大成纳斯达克 100 2014-11-13 冉凌浩 18.46 海外市场 美国  

513300.OF 华夏纳斯达克 100ETF 2020-10-22 赵宗庭 16.81 海外市场 美国  

162719.OF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 A 人民币 2017-02-28 姚曦 16.56 海外市场 美国 油气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表 6：主要投向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其他市场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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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63.OF 天弘越南市场 A 2020-01-20 胡超 45.43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越南 

164824.OF 工银印度市场人民币 2018-06-15 刘伟琳 5.02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印度 

513030.OF 华安德国 30(DAX)ETF 2014-08-08 倪斌 3.68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德国 

007280.OF 上投摩根日本精选 2019-07-31 张军 1.15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日本 

006105.OF 泰达宏利印度 2019-01-30 师婧 0.86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印度 

159866.OF 工银大和日经 225ETF 2021-03-24 邓皓友 0.78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日本 

513080.OF 华安法国 CAC40ETF 2020-05-29 倪斌 0.73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法国 

513520.OF 华夏野村日经 225ETF 2019-06-12 赵宗庭 0.70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日本 

513000.OF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

225ETF 

2019-06-12 范冰,余海

燕 

0.69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日本 

513800.OF 南方东证指数 ETF 2019-06-12 崔蕾 0.66 海外市场 其他市场 日本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表 7：主要投向海外公司的股票型 QDII——全球市场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001668.OF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 A 2017-01-25 杨瑨 12.38 海外市场 全球市场 互联网 

004877.OF 汇添富全球医疗人民币 2017-08-16 刘江 4.76 海外市场 全球市场 医药 

000369.OF 广发全球医疗保健 A 人民币 2013-12-10 刘杰 3.55 海外市场 全球市场 医药 

016199.OF 汇添富全球汽车产业升级 A 2022-09-02 马翔,卞正 1.92 海外市场 全球市场 汽车 

006373.OF 国富全球科技互联人民币 2018-11-20 徐成,狄星

华 

0.99 海外市场 全球市场 科技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2.3. 投向全球公司的股票型 QDII 

主要投资于全球公司的股票型 QDII 可能投资于 A 股、港股、美股以及其他市场股票，并

没有在单一公司属性和所在市场有较高的暴露，和投向在全球市场上市海外公司的产品一样，

这类 QDII 大多有明确的主题，例如汇添富全球消费主要投向了各地上市的奢侈品公司，上投

摩根全球天然资源则投向全球各地的资源品龙头企业。 

表 8：投向全球公司的股票型 QDII 

代码 简称 成立时间 基金经理 最新规模

（亿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011420.OF 广发全球科技三个月定开 A 人

民币 

2021-03-03 李耀柱 29.56 全球公司 - 互联网 

377016.OF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2007-10-22 张军 25.71 全球公司 -  

000041.OF 华夏全球精选 2007-10-09 李湘杰,郑鹏 18.17 全球公司 -  

006308.OF 汇添富全球消费人民币 A 2018-09-21 郑慧莲 8.79 全球公司 - 消费 

001984.OF 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 2016-04-28 方钰涵 7.80 全球公司 - 医药 

002891.OF 华夏移动互联人民币 2016-12-14 刘平 7.35 全球公司 - 互联网 

009225.OF 天弘中证中美互联网 A 2020-05-27 胡超 2.11 全球公司 - 互联网 

160644.OF 鹏华香港美国互联网人民币 2017-11-16 李悦 1.33 全球公司 - 互联网 

378546.OF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2012-03-26 张军 0.97 全球公司 - 资源 

519696.OF 交银环球精选 2008-08-22 陈俊华,周中,

陈舒薇 

0.76 全球公司 -  

资料来源：Wind，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截至 202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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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票型 QDII 遴选框架和注意事项 

3.1. 股票型 QDII 遴选框架 

由于 QDII 基金涵盖的投资领域和资产非常广泛，不同的市场之间、不同类别的资产之间

的差异性较大，管理模式上可能存在较大差别，上文我们对不同类型 QDII 基金进行了进一步

分类，根据分类结果，采用不同指标进行基金优选。 

对于主动管理型的 QDII 基金，在筛选时主要关注历史回报率、波动水平、收益稳定性、

持仓风格、管理规模、管理费用、管理人 QDII 额度、产品成熟度等多个维度。港股通提供公

募基金更加快捷的港股投资渠道，越来越多的管理人也在增加港股的覆盖范围，因此主动管

理型 QDII 我们建议关注投资范围不局限于港股，或者聚焦未被纳入港股通、市场关注度较低

的港股标的特色产品。 

对于被动管理型的 QDII 基金，在筛选时主要关注标的指数的差异，如指数编制方案、指

数覆盖的区域、行业分布、个股权重差异等，在产品层面，则需要考虑产品的形式、费率差

异、仓位差异、跟踪误差等因素。 

QDII 基金投资于海外多元化资产，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主要能够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从基金产品特点来看，申赎周期较长，交易费用较高，比较适合偏中长期的配置。我们建议

采用先从资产配置角度入手，首先通过资产配置模型，计算出资金在 A 股、美股、港股、黄

金、原油、Reits 等各大类资产之间的配置权重，然后根据资产配置结果与各类型 QDII 基金

相匹配，筛选出与资产配置结果相对应的 QDII 基金组合。 

3.2. 注意事项 

首先，QDII 制度引入我国已有十余年，但目前不管是投资者还是管理人都处在探索与适

应的阶段。主观上，QDII 基金的管理者大多由传统公募基金的管理者转型而来，投资思路上

较难摆脱过去的传统理念，过度偏好中概股、港股对收益和风险的管理经验相对不足。 

其次，相比主要投资 A 股的基金，海外交易存在较高的成本。时区分布不同自然导致各

资本市场的交易时间难以达到一致，因而基金管理人不太容易第一时间对各个市场发生的事

件做出反应，加之投资不同市场时需要汇兑为相应的币种以及海外节假日休市等因素，境外

跨市场投资每日的基金净值结算必然会比单个市场的结算要消耗更多的时间，进而造成 QDII 

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周期要长于普通投资者数个交易日，由此产生的资金占用也构成了时间

成本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 QDII 基金投资的潜在代价。 

最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 QDII 基金投资过程中尤为突出，除了时区分布不同外，文

化差异、数据收费、信息质量以及政治壁垒等差异使得信息的利用效果成为了一个不确定因

素，且在信息监管不够充分时，基金管理者对于信息的使用效果更加无法得到保障，上述两

方面的阻碍都会对 QDII 基金的交易增加很高的信息成本。 

对于 QDII 基金的投资者而言，指数基金和主题基金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若想寻求更高

的回报，应主要从基金的投资偏好和市场选择上入手，先选择合适的市场和主题，再选择适

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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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基金经理管理其他产品的历史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本报告根据历史

公开数据整理，存在失效风险，不代表对基金未来资产配置情况的预测，不构成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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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 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 本报告所载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 本报告所载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独立判断。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载的信息于本报告发布后不

会发生任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不会发生变化。 

★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所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也不构成对所述金融产品、

产品发行或管理人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或担保。投资

者应自行决策，自担投资风险。 

★ 本公司秉承公平原则对待投资者，但不排除本报告被他人非法转载、不当宣传、片面解读的可能，请投资者审慎识别、谨防上当受骗。 

★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转载、复制。如合法引用、

刊发，须注明本公司出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 本报告对基金产品的研究分析不应被视为对所述基金产品的评价结果，本报告对所述基金产品的客观数据展示不应被视为对其排名打

分的依据。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将我方基金产品研究成果作为基金产品评价结果予以公开宣传或不当引用。                                                                                                                                                                                                                                                                                                                                                                                                                                                                                                                                                                                      

适当性申明 

★ 根据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有关法规，该研究报告仅适合专业机构投资者及与我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的普通投资者，若您为非专业投

资者及未与我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的投资者，请勿阅读、转载本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