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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股票市场先扬后抑，自 2023 年三月起，宏观经济从“强预期”转向“弱现实”后，股票市场表现萎靡。外

资的撤出更是加剧了 A 股市场的空头力量，导致股票市场持续偏弱震荡。但在整体偏弱的市场环境中，小微盘股票却

表现强势。同时，相对偏强的表现也吸引了资金的涌入，2023 年以来，代表小微盘股票的中证 2000 指数成交额在全

市场中的占比有明显提升。 

私募量化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产品整体小幅受益于小微盘市场风格，在整体和中证 500 指数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基

础上，产品超额收益与中证 2000 相对中证 500 的超额、以及万得微盘指数相对中证 500 的超额存在一定正相关。从

不同产品之间的对比来看，与中证 2000 和万得微盘指数相关性越高的产品，越可能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同时伴随

更大的超额回撤。建议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组合整体情况，选择适当风险敞口的量化策略管理人，并以

风险收益比作为衡量私募管理人投资能力的主要依据。 

私募量化中证 1000 指数增强的超额收益，同样与中证 2000 指数和万得微盘股指数有一定正相关，但两个相关系数均

低于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的对应值。同时，不同管理人在中证 1000 指数增强策略上的超额收益，也表现出与小微

盘指数相对中证 1000 超额的正相关性。量化选股策略产品相对其他主流指数增强策略产品线来说，通常具备更宽松

的风格约束，因此能够更多的受益于小微盘强势的行情。 

私募量化策略，尤其是指数增强策略产品线，虽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小微盘风格市场，但仍有明确的风险约束，对自身

对标的指数保持了较好的跟踪效果，行业整体并不存在过度配置于微盘股的现象。无论从短期和长期的数据来看，均

可得到结论，私募指数增强的主要 alpha 来源并非来自针对小微盘的敞口暴露。 

纵观 A 股市场历史，市值风格长期存在一定超额收益，且对于私募量化策略来说，这种超额收益一方面存在于小微盘

股本身相对中大盘股的长期超额，另一方面，小微盘股高波动的特点，也使量化策略更容易获取交易性 alpha。前者

的持续性受流动性、信用利差等宏观因素的影响，目前来看短期仍有空间，但不会长期持续，需持续关注重要变量；

后者的持续性则主要受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因素。量化策略同质化交易的影响，可能较前者具有更强持续性。 

整体来看，私募量化策略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当前小微盘股表现强势的市场环境，但行业整体在小微盘上的暴露幅度并

不大。然而对于具体管理人的选择，仍需关注其在暴露了一定量风险敞口后，是否能够获得合理的风险溢价补偿，以

及对个别可能在小微盘股存在较大风险敞口的管理人需谨慎观察。 

小微盘对量化策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持股 alpha 和交易性 alpha 两方面。持股 alpha 所依赖的小微盘风格可能很难长

期持续，交易性 alpha 的持续性则更强。 

策略拥挤度提升、市场流动性下降、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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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市值风格跑赢市场 

今年以来，股票市场先扬后抑，自 2023 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从“强预期”转向“弱现
实”后，股票市场表现萎靡。外资的撤出更是加剧了 A 股市场的空头力量，导致股票市场
持续偏弱震荡。但在整体偏弱的市场环境中，小微市值风格股票却表现强势。 

在正式开始讨论小微市值股票，或决策使用哪类指数来作为小微指数的代表之前，我们需
要首先定义何为“小微盘”。截止 2023 年 11 月 30 日，纵观沪深两市共超过 5000 只股票，
市值低于 50 亿的股票共有约 2233 只，市值大于 50 亿小于 100亿的股票共有 1337只，这
些市值小于 100 亿的股票数量已经达到 3570 只。中证 1000 指数成分股中，市值小于 100
亿的股票共有 499 只；中证 2000 指数成分股中，市值小于 100 亿的个股共有 1948 只，占
比 97.4%，其中 1341 只股票市值低于 50 亿，占比 67.05%。可以说，中证 2000 指数已经
可以很好的作为小微盘风格股票的代表。 

图表1：全市场及各指数成分股市值分布（2023 年 11 月 30 日） 

市值 全市场 中证 500 中证 1000 中证 2000 

50 亿以下 2233 0 15 1341 

50 亿-100 亿 1337 4 484 607 

100 亿-150 亿 489 68 322 4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 

而近期引起一定市场热议的万得微盘股指数，主要包含全部 A 股中市值居于后 400 的个
股，剔除 ST、*ST、退市整理股、首发连板未打开的标的，并每日更新成分。截止 2023 年
11月底，万得微盘股指数平均市值 21.43亿元，最高和最低市值股票分别为 25.83和 12.53
亿元，在市值风格上来看已非常极致。每日更新成分的特点给万得微盘股指数带来“高换
手”特点，成分股轮动性质较强，当某指数成分股发生大幅上涨，导致其市值离开后 400
位，则会被迅速调出指数成分，带有一定“止盈”特性，从而大致维持指数市值特征绝对
值的稳定。与此同时，“高换手”的特点使该指数更加接近以交易型 alpha 作为主要收益
来源的中高频股票量化策略。 

今年以来截止 2023 年 11 月 29 日，沪深 300、中证 500、中证 1000 指数的收益率分别为
-9.70%、-5.45%、-3.20%，但是市值排名在全市场 1801 至 3800 的中证 2000 指数，收益
率为 7.95%，相对上述三指数已经分别存在 17.65%、13.40%、11.15%的超额收益。而市值
居于后 400 名的个股组成的万得微盘指数（剔除 ST、*ST、退市整理股、首发连板未打开
标的，日频，等权），今年以来收益率则达到 48.50%，相对中大盘指数存在 60%左右的超
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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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小微盘指数相对其他中大盘指数今年以来存在明显超额收益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22/12/31-2023/11/30 

市场流动性结构下沉 

小微盘股票的强势表现，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活跃资金的关注。从成交额的变化来看，中
证 2000 指数的日成交额在 2022 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仅 2023 年下半年以来，成交额的
波动中枢略有上升。但同期其他指数的成交额存在一定下降趋势，2022 年下半年以来，沪
深 300、中证 500、中证 1000 的成交额波动中枢均有明显下降，尤其沪深 300 的成交额大
幅下降。从各指数成交额的相对关系也明显发现，中证 2000 指数成交额自 2023 年第三季
度以来，已经大幅超越沪深 300、中证 500 和中证 1000 指数成交额，而这四个指数中，
原本成交额排名第一的沪深 300 指数，已排至第三。从这四个指数的成交额在全部 A 股成
交额的占比中，可以明显看到，中证 2000 指数成交在 2023 年第二季度以来占比大幅上
升。 

图表3：小盘股票成交额稳中有升（单位：亿元）  图表4：小盘股票成交额占比明显上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21/12/31-2023/11/3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21/12/31-2023/11/30 

 

部分私募 500指增超额与小微盘超额存在正相关 

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的产品线，主要目标是在保持与中证 500 指数较高跟踪效果的同
时，获取一定相对 500 指数的超额收益。私募量化策略管理人的常用方法是，使用多因子
模型进行全市场选股，但在最终进行优化时，增加风控限制，以确保最终输出的股票组合，
在各维度风险敞口上，与中证 500 指数的敞口整体匹配。 



基金分析专题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6 
 

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图表5：私募基金中证 500 指增策略产品今年以来平均业绩表现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从长期调研跟踪市场上量化管理人获得的结果来看，由于国内小市值股票长期存在一定超
额收益，且量价策略更容易在波动率较高的小市值股票上获取 alpha，致使大部分量化策
略私募基金在市值敞口和非线性市值敞口上均更有可能进行有限制的暴露。 

图表6：中证 500指增超额收益与小微盘超额收益存在正相关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近期小盘甚至微盘股表现相较强势，结合部分股票指数增强超额收益能力较强，使投资者
逐渐开始担心量化策略管理人是否会在小微盘领域暴露过多敞口，以获取更高超额收益。
严格的对敞口的计算需要利用全部持仓数据，但由于私募持仓数据难以获取，我们通过计
算 500 指增的超额收益序列，与 2000 指数（和微盘指数）相对中证 500 的超额收益序列，
并计算两者今年以来的相关性，来大致描述并推测量化指数增强管理人的中证 500 指数增
强策略产品对小微盘的敞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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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产品超额在中证 2000 指数和微盘指数上的相关性不完全一致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从我们统计的 85 个私募量化中证 500 指数增强产品数据显示，大部分产品的超额收益，
与 2000 指数超额、微盘指数超额，具有一定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43.65%和
45.31%，基本可以推测，大部分管理人在市值方面存在一定敞口。从两个相关系数的关系
来看，大部分产品的 2000 指数相关性和微盘指数相关性是存在正相关的，但也有少量产
品，在微盘指数上相关性较低，而在 2000 指数上相关性较高，可能意味着管理人选股范
围上有一定约束，或对非线性市值敞口有一定约束。 

图表8：500 指增超额收益与中证 2000 超额相关性  图表9：500 指增超额最大回撤与中证 2000 超额相关性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从超额收益、超额最大回撤，与两个指数相关系数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大多数
管理人来说，与小微盘指数相关性越高，越容易获得较高超额收益，但也越难控制超额最
大回撤。与微盘指数相关性排在前 20 的产品，今年以来平均超额收益达到 13.07%，平均
超额最大回撤3.26%；与微盘股指数相关性排在后20的产品，今年以来平均超额收益9.80%，
平均超额最大回撤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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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500 指增超额收益与微盘指数超额相关性  图表11：500 指增超额最大回撤与微盘指数超额相关性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对于指数增强策略的投资者而言，2.22%和 3.26%的超额最大回撤带来的差异实际上持有
体验差异并不会非常巨大，倘若通过释放 1%超额最大回撤的波动，可以将超额收益从 9.80%
提高至 13.07%，可能对于部分投资者来说是值得的。那么相对于这些的中证 500 指数增
强策略来说，更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管理人在小微盘上暴露的风险敞口，是否能够
获取足够的超额风险溢价？从超额卡尔玛比例与产品微盘指数相关性的散点图来看，产品
超额收益与微盘指数超额收益的相关性，与产品超额卡尔玛比率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首先选择超额卡尔玛比率较高的管理人，然后根据自己
投资需求，选择是否需要暴露敞口，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筛选思路。 

图表12：超额卡尔玛与微盘相关系数不存显著正相关  图表13：微盘相关过高会降低相对指数的跟踪效果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另一方面，作为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产品，与中证 500 指数的相关系数是衡量跟踪误差
的重要标准，我们关注的 85 个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产品，与中证 500 指数的平均相关
系数为 92.16%。倘若选取跟踪误差较低的 20 个产品，它们与中证 500 的平均相关系数则
高达 96.95%，而这前 20 名的产品超额收益与微盘相对 500 的超额平均相关系数为 35%。
换一个角度，选取超额与微盘超额相关最高的 20 个产品，它们与中证 500 的平均相关性
则仅有 90.20%。这里需要关注的是，个别产品处于右下象限中，其产品净值与 500 指数
相关系数较低，同时超额收益又与微盘指数相对 500 的超额相关系数较高，可能意味着该
管理人存在较大风险敞口，需谨慎投资，或与管理人沟通后获取更多数据，以验证其敞口。 

综上，对于私募基金投资者，或是对于私募 FOF 管理人来说，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放
宽风险敞口，确实可能降低 500 指增产品对中证 500 指数的跟踪效果，放大超额最大回
撤。但敞口的放松，同时也会释放超额收益空间。衡量管理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并非直接
对比超额收益的大小，而应关注超额的风险收益比。而对于一个私募 FOF 组合来说，是否
选择具有更强超额弹性的管理人，核心依据应是对未来市场风格的判断，以及对该管理人
在 FOF 组合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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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 1000指数增强策略相对暴露更低 

相对中证 500 指数来说，中证 1000 指数在市值特征上明显更偏向小市值，对于私募中证
1000 指数增强策略来说，同样使用多因子选股模型、全市场选股域、风控略微进行小市值
暴露，自然而然的会使私募中证 1000 指数增强策略产品线，更多的持有小微市值股票。 

图表14：私募基金中证 500 指增策略产品今年以来平均业绩表现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我们统计的 43 个私募量化中证 1000 指数增强产品数据显示，大部分产品的超额收益，
与 2000 指数超额、微盘指数超额，具有一定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36.05%和
45.03%，基本可以推测，大部分管理人在市值方面存在一定敞口。但值得一提的是，500
指增产品超额与 2000 相对 500 的超额相关系数（44.96%），明显高于 1000 指增产品超额
与 2000 相对 1000 的超额相关系数（36.05%），但两条产品线在与微盘相对各自跟踪指数
的超额相关系数则比较相近（分别是 45.30%和 45.03%）。 

图表15：中证 1000指增超额收益与小微盘超额收益存在正相关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与 500 指增类似的是，产品超额收益和超额最大回撤，均与产品超额与微盘超额的相关性
存在一定正相关。结合风险收益比特征来看，对于在小微盘上风格暴露相同或处于相似水
平的管理人，优选其中超额收益较高、超额回撤较小的，将会优化单位风险敞口暴露获取
的风险溢价。 



基金分析专题报告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0 
 

扫码获取更多服务 

图表16：1000 指增超额与微盘超额存正相关  图表17：1000 指增超额回撤与微盘超额存正相关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量化选股策略和其他小微盘指数增强策略： 

除主流的三大指数增强策略外（沪深 300、中证 500、中证 1000），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也
发行了更具有特点的指数增强策略，来匹配不同的投资需求，获取市场不同结构处的
alpha 和 beta 收益。 

对于本文关注的小微盘相关私募策略来说，可能涉及到的产品线包括量化选股策略产品，
以及其他一些对标小市值指数的另类指数增强策略产品，包括中小盘指增、国证 2000 指
增、中证 2000 指增等。由于此类产品数量较少，且不存统一的比较基准，我们仅选取部
分成立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以前的产品，对小样本库进行平均业绩展示。（各产品线样本数
量，量化选股：31，中小盘选股：5，国证 2000 指增：4） 

对于量化选股策略，不同管理人的操作思路有较大差异，部分管理人对的量化选股策略在
采用和指增策略相同的选股模型的同时，不设置敞口约束，以求选股收益的最大化，但也
有部分管理人仍然进行适度风险约束，但约束的目标则选择国证 2000、中证 2000，或是
全 A 指数。因此量化选股策略的业绩表现会比较接近国证 2000 指增策略。 

图表18：部分量化策略产品线对标小市值指数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私募基金指数增强策略在极致微盘股的配置有限 

对于大多数私募量化策略管理人来说，其选股策略在风控优化环节对各维度风险敞口会有
一定约束，其中较约束严格的管理人可能对市值风格的敞口会控制在 0.2 倍标准差，较松
的可能扩大至 0.6 倍标准差，再结合高度分散化的持仓特征，以及对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股
票的剔除，实际上不会过度偏配极致的微盘股。 

以中证 500 指数增强策略产品线来说，绝大多数管理人在中证 800 成分股上的持仓占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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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占全部持仓的 40-60%，以防在大盘股行情时产品跑输对标指数。对于部分管理规模
较大的私募量化策略管理人来说，如果管理规模对应 100 亿左右，年化双边换手 80 倍，
50%左右持仓为中证 800 成分股，那么该管理人的策略将会每天在中证 800 以外的成分股
产生约 7.5 至 10 亿元双边换手，这些换手分散在超过 4000 至个股中，可能使产品整体存
在一定中小市值暴露，但很难使产品具备显著的极端小微市值暴露。 

由于无法对私募基金持仓进行严谨的数据分析，我们只能通过上述估算方式，大致推测量
化私募整体在小微市值股票上的偏配。但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以业绩作为结果，来观察量
化私募的整体表现。从今年以来的平均业绩，以及本文前部分对大量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私募量化策略可能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小微盘的强势表现和高波动，但整体仍然保持了对自
身对标指数较强的跟踪效果。 

图表19：私募量化策略整体仍保持较好指数跟踪度，并未过多偏配微盘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统计区间：2023/1/1-2023/11/30 

 

量化私募超额收益主要受其他因素影响 

量化策略的超额收益主要与市场整体时序波动率、截面波动率、成交活跃度、风格稳定性
等因素有关。市值风格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主要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市场
是否存在比较极致的大盘股或指数权重股行情，微盘股在其中的影响作用较为有限。由于
本文篇幅有限，我们不对量化私募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与市场环境做过多展开，感兴趣的
投资者请关注我们每月发布的报告：股票量化策略私募基金业绩回顾及投资前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对比历年私募指数增强策略平均超额收益与中证 2000 指数相对
各指数的超额收益，可以显著发现，长期来看，即便在中证 2000 指数所代表的小微盘股
表现较弱的年份，私募指数增强仍然可以获得相较稳定的超额收益。同时，在中证 2000
指数相对其他各指数超额幅度最大的 2023 年，指数增强的超额收益并没有显著高于往年，
反而在历年中属于较低水平。这一现象当然与市场整体波动率下降，以及量化策略交易愈
发拥挤有关，但也说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私募指数增强的主要 alpha 来源并非来自针
对小微盘的敞口暴露。 

图表20：私募指数增强平均超额与中证 2000 相对各指数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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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朝阳永续 

 

微盘风格估值并未随行情走强而大幅上升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万得微盘股指数因其高频次的调整成分股，而使指数总市值整体保持
相对稳定。2023 年以来，截止 2023 年 11 月底，万得微盘股指数收益率达到 48.50%，而
指数总市值的增长幅度仅有约 18.30%。微盘股因其非常显著的轮动上涨的效应，使其中
个股估值的持续推升效应并不显著。 

图表21：微盘股指数市值并未显著提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22/12/31-2023/11/30 

市场热点和资金博弈可能给微盘股带来短期风险 

细数 2020 年以来微盘股指数快速回调幅度较大的几次行情： 

2020/12/4-2021/2/10：微盘股指数在短短 2 个月内大幅下跌-22.60%，下跌的速度和幅度
均较大。期间“核心资产”大幅上涨，贵州茅台期间涨幅高达 45.06%。微盘股指数下跌的
低点与贵州茅台上涨的高点日期吻合。 

2022/3/4-2022/4/29：微盘股指数在接近 2 个月的时间内下跌-18.18%，期间发生了俄乌
战争和上海疫情等事件，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10.68%，中证 500 指数下跌-17.28%。微
盘股指数跌幅虽更大，但对比起整体波动水平来看，负超额并不显著。 

2022/8/19-2022/9/30：微盘股指数在一个半月内下跌-11.21%，8 月 19 日高点与新能源
车和光伏等赛道股的高点日期吻合，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8.34%，中证 500 指数下跌-
10.60%。 

2023/3/24-2023/4/21：微盘股指数在 1 个月内下跌-9.42%，期间 ChatGPT 的问世引发市
场对人工智能的热捧（主要上涨时期为 3 月 16 日至 4 月 7 日），以及中特估概念的提出，
导致相关股票大幅上涨（主要上涨时期为 3 月 30 日至 5 月 8日）。 

从微盘股近期的历史回撤来看，可能容易在两种情况下产生明显回撤。其一是全市场整体
下跌且流动性大幅下降，此时微盘股可能会出现回撤，但在历史几次下跌中，包括 2018
年和 2022 年第一季度，相对沪深 300 和中证 500 指数，并未出现太大负超额；其二是当
市场出现其他投资热点时，与微盘股出现轮动效应，这一效应可能的原因是，大量交易微
盘股的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具有追逐热点的特征，偏好交易波动率大的标的，当市场市场
出现其他热点时，可能会吸引原本对微盘股进行轮动交易的投资者，打断微盘股持续轮动
上涨的循环状态。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来看，近期可能引发微盘股回撤的具体原因，可能包括：1、出台强力
经济刺激政策，引发金融、地产、消费等板块行情，吸引交易型资金离开微盘股，导致微
盘股失去超额。2、市场持续低迷，流动性进一步下降，微盘股绝对收益同样受到影响，
但仍存在超额。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微盘股相对其他市场指数的超额收益，或者称之为细分
领域 beta，但对于量化策略私募基金而言，部分微盘股所具备的高波动、高流动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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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较好的交易型 alpha 来源，这一部分是否超额是否会因同质化拥挤交易而受到一
定影响，同样也是市场关注的重点之一。 

信用利差处于低位，不支持小盘超额长期持续 

从经济含义上来说，信用利差是风险溢价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而小微盘股对信用风
险的暴露是强于中大盘股的，因此信用利差从逻辑上具备了与大小盘风格切换的相关性。
而从实际数据来看，也能看到信用利差上升的阶段，沪深 300 明显强于中证 2000，而在
信用利差下降的阶段，中证 2000 指数则具有更强表现。 

从当前信用利差的水平来看，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十分有限，从这个角
度来看，小微盘股强势的行情可能难以长期持续。而真正的大小盘风格切换，可能需要经
济进一步复苏，信用利差重新回升。 

图表22：当前信用利差处于低位，可能限制小微盘行情持续性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小微盘股交易性 alpha 仍存持续性 

对于量化策略私募基金来说，如果对微盘股进行偏配，获取到的损益除了小微盘股相对中
大盘股票的持股 alpha 外，实际上还有小微盘股领域的交易性 alpha。我们在过去的研究
中，观察到量化策略获取超额收益的效果，与市场的交易活跃度、波动率等因素有关。而
小微盘股在这几个方面，都显著高于中大盘股票，量化策略可以在小微盘上获取更多交易
性 alpha。 

首先是交易活跃度方面，从长期视角下观察，市场整体换手率自 2015 年大幅下降后，再
未接近过历史峰值，且中证 500 和中证 1000 指数整体换手率中枢保持稳定。而万得微盘
指数换手率在 2022 年以来有小幅上升。换手率的上升整体来说是有利于量化策略获取超
额收益的。同时，小微盘指数的换手率长期高于中大盘，量化策略在小微盘领域更容易获
取交易性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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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小微盘换手率整体高于中大盘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14/1/1-2023/11/30 

在波动率方面，近期市场情绪冷淡，整体波动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微盘股指数的波动率
长期处于各指数上方，对于量化策略来说较易获取超额收益。 

图表24：微盘股波动率仍处各指数上方（20日年化波动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统计区间：2022/1/1-2023/11/30 

其他投资者参与小微盘风格投资有助于降低量化策略拥挤度 

波动率和交易活跃度是衡量市场是否适合量化策略获取超额收益的重要指标，但除此之外，
量化策略的同质化交易拥挤度，也会大幅影响具体单个管理人在相应领域获取超额收益的
难度。然而，我们很难计算小微盘指数的换手中，量化策略私募基金具体占比几何，一方
面量化策略整体的管理规模就已经是一个模糊的需要估算的数字，另一方面私募不披露持
仓数据的特点，使我们无法估算整体量化管理规模中，有多大比例在进行小微盘的交易。 

但是，拥挤交易的一个特点是，量化策略在市场中的占比过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
他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在小微盘领域的配置情况，来侧面推测量化私募的拥挤度。 

我们将市值在 100 亿以下的股票定义为“小微盘”股票，并筛选出 2023 年中报及三季报
中 100 亿以下股票市值占比均大于 30%的主动型公募基金，共 290 只，根据他们在 23 年
中报和三季报上的持仓情况变化，来大致观察公募基金对小微盘的配置变化。 

从数据结果来看，290 个“小微盘基金”进一步上调了小微盘基金的占比，平均小微盘持
仓比例从 48.6%提高至了 53.9%。在持仓金额方面，290 只基金在小微盘上的总持仓金额
从中报的 910.54 亿，提高至了 923.57 亿。可以看到，公募基金在已有一定小微盘配置的
基础上，仍在进一步增加小微盘股票的配置。 

不同投资策略、不同交易习惯的投资者，共同参与小微盘股票的投资和配置，对缓解量化
策略的交易拥挤度存在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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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小微盘基金对小微盘股票的仓位占比  图表26：小微盘基金对小微盘股票的持仓市值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Wind 

 

整体来看，私募量化策略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当前小微盘股表现强势的市场环境，但行业整
体在小微盘上的暴露幅度并不大。然而对于具体管理人的选择，仍需关注其在暴露了一定
量风险敞口后，是否能够获得合理的风险溢价补偿，以及对个别可能在小微盘股存在较大
风险敞口的管理人需谨慎观察。 

小微盘对量化策略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持股 alpha 和交易性 alpha 两方面。持股 alpha 方
面，信用利差已处于长期底部位置，缺乏进一步下探空间，可能限制小微盘风格的持续，
而未来的经济复苏则可能推动大小盘风格切换。交易性 alpha 方面，小微盘在波动率和换
手率等方面长期高于中大盘，中高频量价类策略在小微盘领域获取超额收益难度更低，因
此交易性 alpha 的持续性可能更强。 

 

1、 策略拥挤度提升：随量化投资行业拥挤度提升，同质化加剧的策略或导致部分因子、
数据失真，给策略的运作带来额外的难度，影响超额端收益表现。 

2、 市场流动性下降：量化策略的超额收益对市场流动性存在一定依赖，过低的市场流动
性将大幅影响量化策略获取超额收益。 

3、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或导致市场整体回调，侵蚀量化策略的 beta 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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