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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只新发基金的有效认购户数只有 1户，而其

之所以能顺利成立，全靠基金公司“自掏腰包”，多数人

会认为这是基金公司的“自娱自乐”。其实，这是发起式

基金发行的一种方式。近期，就有发起式基金因只有1户
认购而备受市场关注。

基金公司“自掏腰包”卖基金

发起式基金“上新”力度不减

发起式基金扎堆发行

仅 1户有效认购也能成立，发起式基金在众多产

品中算是“头一遭”。有人认购就能成立，发起式基金到

底有何特殊之处？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所谓的发起式基金指的是基

金管理人及高管以基金发起人身份认购的一定数量发

起设立的基金。发起式基金不用考虑公募基金 2亿元

发行门槛，基金公司股东资金或者公司自有资金自购

1000万元以上就能成立，锁定期是3年。

从成立模式来看，发起式基金是一种压力后置的

基金运作形式。新成立的基金在降低成立门槛的同时，

也强化了退出机制，如果发起式基金成立3年后，其资

产规模低于2亿元，就会面临清盘风险。

在2023年基金好做不好发的背景下，单靠基金公

司就能撑起来的发起式基金募集也多了起来。数据统

计显示，去年全市场有23只认购户数为1户的基金，而

有效认购户数在2-5户的基金有43只。这些基金中，15
只为去年下半年成立，有 10只是 11月以后募集的，最

终发行规模也均为 1000万元，明显呈现出增多的趋

势。

近年来，发起式基金的发行数量与占比逐年增加，

2021年至2023年，发起式基金占新发基金数量比值分

别为16.41%、23.2%、31.61%。

步入 2024年，发起式基金的新发数量仍旧不少。

从 1月初至今的募集情况看，就有易方达深证 50ETF
联接基金、富国深证50ETF联接基金等10多只基金以

发起式的方式募集。

类型上看，这些发起式基金类型涵盖ETF联接基

金、量化、债券、养老FOF等，并不局限在权益类基金。

在市场不好募集的情况下，基金公司“轻首发，重持

营”，通过发起式基金“拉开帷幕”成了一种新趋势。

投资者认购热情不足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基金市场就出现过机构“自掏

腰包”，而投资者“不领情”的情况，认购热情普遍不足。

以近期成立的一只发起式基金来看，该基金新发

募集金额达1000.17万元，有效认购总户数13户，其中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持有份额1000万份，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为99.98%，募集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基金公司

的固有资金。

事实上，随着市场上部分发起式基金迎来成立 3
周年，一些基金也因规模不达标而被迫清盘或正面临

清盘的风险。数据显示，2023年清盘的 200余只产品

中，有 30多只是发起式基金。而从今年成立的发起式

基金来看，除国泰招享添利六个月持有基金外，其他10
只基金的发行规模均刚刚满足1000万元的及格线。

数据显示，2024年新成立的11只发起式基金合计

发行 3.35亿份，平均每只发行仅有 3042万份，与 2023
年的平均值2.15亿份相比明显下降。

近两年来，A股市场震荡调整，基金公司在市场低

位以公司自有资金前瞻布局多只发起式联接基金，发

起式ETF联接成立后，很快就能上线销售，成为场外投

资者的投资工具之一。

从近期新发的发起式基金来看，占比最高的是

ETF联接基金。比如最近发行时就比较吸引眼球的华

泰柏瑞泛东南亚ETF联接，还有行业主题ETF巨头国

泰旗下的国泰中证油气产业联接等产品，均采用了发

起式的形式成立场外联接基金。

发起式基金的门槛虽低，但运营难度不小。发起式

基金发行成功后，各方对该产品运营的关注度也在提

高，通过提升研究和管理能力、优化客户服务等方式加

强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建立

优势。 记者 陈佳杰/文 吴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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