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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发行热度良好，规模持续扩大，为证券公司ETF做市业务带来机遇。证

券公司是主要的ETF机构投资者之一。2023年，在沪市机构投资者中，证券

公司ETF日均持仓规模753亿元，同比下降26.5%。基于ETF每半年披露的

前十大持有人数据，我们对证券公司ETF持仓进行统计。证券公司ETF持仓

账户主要包括自营账户、融券专用专户、客户信用交易账户、回购质押账户

和转融通账户。鉴于前十大持有人并非全部持有人，并且进入前十大持有人

的证券公司可能多用于做市，我们以证券公司自营账户持仓规模代替证券公

司做市持仓规模。证券公司做市持仓排名靠前的ETF，包括股票ETF和债券

ETF，以股票ETF为主。ETF做市业务格局逐步趋于稳固，中信证券、国泰君

安、广发证券、华泰证券等资本实力较强的大型券商，ETF持仓规模及持有

数量居于前列。ETF发行力度强、规模持续扩容，为证券公司的ETF做市业

务发展带来机遇。ETF发展模式与主动基金存在差异，主动基金可以通过做

出超额收益--扩张知名度--吸引投资者申购的方式，逐步通过优秀业绩表现

获得市场认可，并持续扩大规模。ETF则需要具备先发优势，跟踪统一指数

的ETF，往往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跟踪误差越小的基金，发展更好，因

此ETF在发行以及持营过程中，做市商对于其持续发展较为重要。我们假设

证券公司ETF做市持仓规模为600-1000亿元，资金占用利率为4%-7%，则

ETF做市业务收入贡献为24-70亿元。鉴于做市业务集中度较高，大型券商

更受益于ETF做市业务发展。

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下降，IPO略有复苏。（1）经纪业务方面，12月A股

日均成交金额为16,111亿元，环比-18.1%，同比+105.8%。（2）投行业务

方面，12月IPO数量为32家，募集资金规模为93.048亿元，环比+78.5%；

12月再融资规模为359.316亿元，环比下跌+50.4%；12月企业债和公司债

承销规模为3183.74亿元，环比-24.63%。（3）自营业务方面，12月上证综

指+4.42%，沪深 300 指数+0.47%，创业板指数-3.71%，中证全债指数上涨

1.89%。（4）从反映市场风险偏好和活跃度的两融余额看，至12月31日，

两融余额为1.8万亿元。

投资建议：我们对行业维持“优于大市”评级。着眼于严监严管下的两条主

线，我们判断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机构定价权进一步加深，资管指数

化进一步加强，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重点推荐龙头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

券。建议关注业务协同预期强的兴业证券，整合推进顺利的国联证券。

风险提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创新推进不及预期等。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百万元） 2024E 2025E 2024E 2025E

600030.SH 中信证券 优于大市 26.97 399,710.15 1.39 1.53 19.43 17.67

601688.SH 华泰证券 优于大市 16.53 149,221.31 1.59 1.70 10.40 9.73

601377.SH 兴业证券 优于大市 5.85 50,520.53 0.31 0.33 18.87 17.73

601456.SH 国联证券 优于大市 11.61 32,876.89 0.18 0.31 64.50 37.4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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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注：ETF 做市业务具备发展潜力

证券公司是主要的 ETF 机构投资者之一。2023 年，在沪市机构投资者中，证券公

司 ETF 日均持仓规模 753 亿元，同比下降 26.5%。公募基金（主要为 ETF 联接基

金）、私募信托和一般机构的 ETF 日均持仓规模排名靠前，日均持仓市值分别为

2124 亿元、1844 亿元和 1552 亿元。除社保基金、沪股通、财务公司和期货资管

类别之外，其余机构投资者类别的日均持仓都超过 100 亿元。与 2022 年持仓情况

对比，除基金专户和期货资管等机构之外，大部分机构投资者日均持仓市值都呈

上升趋势。在日均持仓超过 100 亿元的机构投资者中，保险机构和企业年金的日

均持仓较上一年同比增幅明显，分别达 102%和 46%。

图1：2022 年和 2023 年沪市机构投资者 ETF 日均持仓市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上交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4），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基于 ETF 每半年披露的前十大持有人数据，我们对证券公司 ETF 持仓进行统计。

证券公司 ETF 持仓账户主要包括自营账户、融券专用专户、客户信用交易账户、

回购质押账户和转融通账户。鉴于前十大持有人并非全部持有人，并且进入前十

大持有人的证券公司可能多用于做市，我们以证券公司自营账户持仓规模代替证

券公司做市持仓规模。2024 年上半年，证券公司做市持仓规模 346.59 亿元，同

比及环比降幅较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为：（1）2024 年上半年，中央汇金、保

险公司等机构大量增持宽基 ETF，使得部分 ETF 的前十大持有人中，证券公司被

挤出；（2）佣金新规背景下佣金下降的潜在压力，或影响了相关业务开展。

表1：2024H1 证券公司各类账户持有 ETF 市值（单位：亿元）

做市 融券专用 客户信用交易 回购质押 转融通

2024H1 346.59 11.02 3.99 18.39 0.00

2023H2 805.73 19.49 3.15 23.90 2.30

2023H1 641.85 10.02 3.07 18.59 4.05

2022H2 844.17 25.93 2.43 7.31 1.64

2022H1 356.79 14.58 1.53 7.19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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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做市持仓排名靠前的 ETF，包括股票 ETF 和债券 ETF，以股票 ETF 为主。

其中，股票 ETF 主要为宽基指数 ETF，另有少量上证科创板、恒生科技等行业主

题 ETF。债券 ETF 主要为国债、国开债、信用债 ETF。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广发证券的 ETF 做市持仓规模居于前列。ETF 做市业务格

局逐步趋于稳固，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广发证券、华泰证券等资本实力较强的

大型券商，ETF 持仓规模及持有数量居于前列。

2021H2 486.28 20.86 1.87 10.95 14.70

2021H1 291.28 14.64 2.16 7.08 3.03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2：证券公司持仓市值排名前 20的 ETF（单位：亿元）

2024H1 2023H2 2023H1

名称 持仓市值 名称 持仓市值 名称 持仓市值

华夏上证 50ETF 28.84
华泰柏瑞

沪深 300ETF
147.95 华夏上证 50ETF 82.69

华泰柏瑞

沪深 300ETF
21.86 华夏上证 50ETF 93.11 南方中证 500ETF 74.47

华安中债 1-5 年

国开行 ETF
19.23 南方中证 500ETF 39.85 华夏中证 1000ETF 50.11

南方沪深 300ETF 11.58 广发中证 1000ETF 31.74
华泰柏瑞

沪深 300ETF
42.20

华泰柏瑞南方东英

恒生科技 ETF
9.86 嘉实沪深 300ETF 29.99 南方中证 1000ETF 29.43

嘉实沪深 300ETF 9.18 华夏沪深 300ETF 26.55
华安中债 1-5 年

国开行 ETF
24.89

平安中债-中高等级

公司债利差因子ETF
8.01

华安中债 1-5 年

国开行 ETF
25.75 易方达中证1000ETF 18.75

华安黄金 ETF 7.86 易方达上证 50ETF 24.99 富国中证 1000ETF 17.77

华夏恒生科技 ETF 7.65 海富通中证短融ETF 21.50 嘉实中证 500ETF 15.11

鹏华中证 0-4年期

地方政府债 ETF
6.84 华夏中证 1000ETF 18.91 广发中证 1000ETF 12.10

博时中债 0-3年国

开行 ETF
6.02 南方中证 1000ETF 18.29

鹏华中证 5年期

地方政府债 ETF
8.67

银华中证 A50ETF 5.78
博时中债 0-3 年

国开行 ETF
18.23

博时中债 0-3 年

国开行 ETF
8.49

南方中证 500ETF 5.57
华夏

上证科创板 50ETF
14.71

鹏华中证 0-4年期

地方政府债 ETF
8.28

鹏华中证 5年期地

方政府债 ETF
5.21 华夏恒生科技 ETF 12.76

华夏

上证科创板 50ETF
7.44

嘉实中证 500ETF 4.46 南方沪深 300ETF 10.37
国联安中证全指

半导体 ETF
7.37

易方达黄金 ETF 4.41 华安黄金 ETF 9.94
平安中债-0-3 年

国开行 ETF
7.30

博时黄金 ETF 4.10 招商中证红利 ETF 9.75 易方达创业板 ETF 7.04

博时上证

30年期国债 ETF
3.93

鹏华

上证科创板 100ETF
9.33 华宝中证医疗 ETF 6.37

博时上证科创板

100ETF
3.55

国联安中证

全指半导体 ETF
7.70

国泰中证 1000

增强策略 ETF
5.66

海富通上证 5年期

地方政府债 ETF
3.50 嘉实中证 500ETF 7.65 华夏中证 500ETF 4.91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3：ETF 持仓市值排名前 10 的证券公司（单位：亿元、只）

2024H1 2023H2 2023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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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 发行热度保持在较高水平。2023 年以来，ETF 发行数量、发行份额总数持续

居于高位，ETF 总规模也持续扩容。ETF 发行力度强、规模持续扩容，为证券公司

的 ETF 做市业务发展带来机遇。ETF 发展模式与主动基金存在差异，主动基金可

以通过做出超额收益--扩张知名度--吸引投资者申购的方式，逐步通过优秀业绩

表现获得市场认可，并持续扩大规模。ETF 则需要具备先发优势，跟踪统一指数

的 ETF，往往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跟踪误差越小的基金，发展更好，因此 ETF

在发行以及持营过程中，做市商对于其持续发展较为重要。

图2：ETF 发行规模趋势（单位：亿元、只）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我们假设证券公司 ETF 做市持仓规模为 600-1000 亿元，资金占用利率为 4%-7%，

则 ETF 做市业务收入贡献为 24-70 亿元。鉴于做市业务集中度较高，大型券商更

受益于 ETF 做市业务发展。

名称 持仓市值 持有数量 名称 持仓市值 持有数量 名称 持仓市值 持有数量

国泰君安 78.41 65 中信证券 160.31 369 国泰君安 131.11 66

中信证券 39.90 343 国泰君安 127.83 64 中国银河 83.73 70

广发证券 25.46 339 广发证券 71.99 312 中信证券 62.12 333

华泰证券 25.32 205 海通证券 70.23 164 中金公司 43.95 118

招商证券 23.92 272 招商证券 65.79 257 招商证券 40.80 259

中国银河 18.86 83 中金公司 57.59 129 广发证券 29.57 306

中金公司 18.03 138 申万宏源 38.17 60 华泰证券 28.69 261

财通证券 17.70 11 中国银河 31.14 79 方正证券 28.63 322

方正证券 15.91 323 华泰证券 29.79 255 中信建投 27.72 209

申万宏源 15.15 68 中信建投 21.55 219 申万宏源 26.17 52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4：证券公司做市业务收入测算（单位：亿元）

ETF 持仓规模\利率 4% 5% 6% 7%

600 24 30 3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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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资金面月度更新

个人投资者角度，资金入市和杠杆使用情况均有明显改善。上市券商 2024Q3 末，

代理买卖证券款达 2.83 万亿元、环比+29.5%。两融规模也在行情回暖之下持续攀

升，12 月末约 1.86 万亿元，较 9月 24 日提升约 4,900 亿元，较 11 月底提升 201

亿元。

图3：上市券商 2024Q3 末代理买卖证券款（单位：亿元） 图4：两融余额在高位保持平稳（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截至 12 月末，股票 ETF 份额约 1.96 万亿份，较 9 月 24 日提升 2,850 亿份，资产

净值约 2.95 万亿元，较 9 月 24 日提升 8,128 亿元。资金净流入角度，年初以来，

股票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累计净流入规模约 8,351 亿元。

图5：股票 ETF 份额及净值规模（单位：亿份、亿元） 图6：股票 ETF 资金净流入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TF 投资者呈现“机构偏宽基、散户爱主题”的特点。根据 ETF 中报披露的持有

人结构，我们将股票 ETF 分为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的一类及个人持有人占比较高

700 28 35 42 49

800 32 40 48 56

900 36 45 54 63

1000 40 50 60 70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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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分类标准为：第一，剔除掉份额 5,000 万份以下的 ETF；第二，如某一

ETF 的持有人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为 65%及以上，则分类为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的

ETF，一共 231 只，规模较大的基金主要为沪深 300、上证 50、中证 500、中证 1000

等宽基指数的 ETF；第三，如某一 ETF 的持有人中，个人投资者占比为 65%及以上，

则分类为个人持有人占比较高的 ETF，一共 107 只，规模较大的基金主要为科创

创业、医药、半导体、酒、新能源等主题 ETF。

年初以来，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的股票 ETF 规模持续扩张，个人持有人占比较高

的股票 EF 规模则大幅波动。机构的资金体量大、配置属性强，故宽基指数 ETF

更符合其投资需求，散户资金体量小、交易属性强，故更趋于主题 ETF 投资。10

月以来，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的股票 ETF 及个人持有人占比较高的股票 ETF 份额

均有所下降。

图7：机构持有人占比较高的股票 ETF 份额（单位：亿份） 图8：个人持有人占比较高的股票 ETF 份额（单位：亿份）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北向资金 9 月末成交额显著放大。10 月 8 日，北向资金成交额达 5,101 亿元，创

下单日成交额新高，占沪深两市成交额比重为 14.8%。12 月以来，北向资金成交

活跃度整体有所下滑，但在年底有所回升。

图9：北向资金交易额及占沪深两市股票交易额比重（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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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发行角度，被动基金发行规模及数量持续领先主动基金。被动股基在 9 月发

行量较大，主因当月中证 A500ETF 发行较多。11 月以来，被动基金发行数量及份

额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主动基金发行则有明显回落。

图10：主动股票基金新发数量及份额（单位：只、亿份） 图11：被动股票基金新发数量及份额（单位：只、亿份）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主动股票基金的股票仓位保持平稳。9 月下旬行情启动以来，普通股票型基金及

偏股混合型基金的股票仓位均呈快速提升趋势。10 月以来，二者股票仓位则呈现

小幅下降趋势。12 月以来，主动股票基金仓位保持平稳。

图12：普通股票型基金仓位变化 图13：偏股混合型基金仓位变化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第二次互换便利操作规模增加，政策红利持续落地。2025 年 1 月 2日，第二次证

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下简称“互换便利”）操作启动，操作金额 550

亿元，超过了首次操作规模，机构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行业重要动态

 2025 年 1 月 2日，第二次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以下简称“互换

便利”）操作启动，操作金额 550 亿元，超过了首次操作规模，机构的积极

性进一步提高。多项政策红利伴随第二次互换便利操作落地，包括质押品范

围进一步扩大；互换便利费率下降；中国结算特批为互换便利质押登记降费。

 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合并重组将上会审议。1 月 2 日晚间，国泰君安、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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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布公告称，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定于 2025年 1月 9日召开 2025

年第 1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核两家公司本次合并重组交易申

请。这也将成为 2025 年上交所审议的首个并购重组项目。

 五大期交所明年全面减免手续费。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

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五大期交所，同步发

布关于 2025 年全年手续费减免的通知。明年减免的手续费包括交割、仓单、

套期保值等方面，但交易所认定的高频交易者除外。

成交量有所下降，IPO 规模略有复苏

（1）经纪业务方面，12月A股日均成交金额为16,111亿元，环比-18.1%，同比+105.8%。

（2）投行业务方面，12月IPO数量为32家，募集资金规模为93.048亿元，环比+78.5%；

12月再融资规模为359.316亿元，环比下跌+50.4%；12月企业债和公司债承销规模为

3183.74亿元，环比-24.63%。（3）自营业务方面，上证综指+4.42%，沪深300指数

+0.47%，创业板指数-3.71%，中证全债指数上涨1.89%。（4）从反映市场风险偏好和

活跃度的两融余额看，至12月31日，两融余额为1.8万亿元。

投资建议

当前，券商PB估值为1.53倍，市场向好情形下行业弹性较足，我们对行业维持“优

于大市”评级。着眼于严监严管下的两条主线，我们判断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

机构定价权进一步加深，资管指数化进一步加强，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重点推荐龙

头券商中信证券、华泰证券。建议关注业务协同预期强的兴业证券，整合推进顺利的

国联证券。

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创新推进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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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图表

图14：两市日均成交额及环比涨跌 图15：IPO 融资规模及环比涨跌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6：再融资规模及环比涨跌 图17：企业债及公司债承销规模及环比涨跌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18：股债两市表现 图19：日均两融余额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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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券商指数 PB 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21：中信一级行业 12 月涨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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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上市券商 12 月涨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表5：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投资评级

公司 公司 投资 昨收盘 总市值 EPS PE

代码 名称 评级 （元） （百万元） 2024E 2025E 2024E 2025E

600030.SH 中信证券 优于大市 26.97 399,710.15 1.39 1.53 19.43 17.67

601688.SH 华泰证券 优于大市 16.53 149,221.31 1.59 1.70 10.40 9.73

601377.SH 兴业证券 优于大市 5.85 50,520.53 0.31 0.33 18.87 17.73

601456.SH 国联证券 优于大市 11.61 32,876.89 0.18 0.31 64.50 37.45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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