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扩张 创新不断 生态优化

指数化投资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张舒琳 王鹤静

2004年12月，境内首只ETF诞生。 二十年

厚积薄发，ETF市场在今年迎来飞跃时刻，成

为资本市场的焦点。 以ETF为代表的被动产品

规模大幅增加，指数投资“大时代” 帷幕悄然

拉开：多元创新产品层出不穷，核心宽基产品

引领市场潮流，被动基金逐步成为市场定价的

重要力量，指数化投资热潮涌动。

ETF印证时代发展

2024年， 被动投资迎来爆发式发展。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5日，ETF总规模

由年初的2.05万亿元扩张至3.77万亿元，增幅

超过80%。

回首境内ETF发展之路，2004年12月，第

一只ETF———华夏上证50ETF诞生；2020年

10月，ETF总规模迈过1万亿元大关。 此后，

ETF发展按下“加速键” ，2023年8月，总规模

突破2万亿元；2024年9月，突破3万亿元大关。

今年以来，股票型ETF贡献了绝大部分规

模增量， 跟踪沪深300等宽基指数的ETF产品

“吸金”效果最为显著，23只沪深300ETF年内

规模增长达7100亿元以上。

ETF市场在今年展现了“现象级”变化，龙

头ETF规模屡创新高。截至12月25日，市场规模

最大的核心宽基产品沪深300ETF规模为

3675.26亿元。今年以来，沪深300ETF规模接连

刷新行业历史纪录。 4月，该ETF规模突破2000

亿元；9月，迅速突破3000亿元；在“9·24” 行情

带动下，该ETF于10月8日突破4000亿元。

以中证A500为代表的新一代核心宽基横空

出世，成为全市场的关注焦点。 该指数今年9月发

布，截至12月25日，场内已发行的中证A500ETF

产品数量达26只，总规模达2400亿元以上。 从总

规模上看，目前跟踪中证A500的ETF已跃升成

为继沪深300之后A股第二大宽基指数ETF。

华泰证券表示，年初以来ETF市场经历诸

多里程碑。 总量上， 股票ETF突破3万亿元大

关，超越主动权益基金，成为公募基金规模的

核心增量；产品上，全市场诞生首只4000亿元

规模基金，宽基重回ETF主导地位，成为居民

和机构配置权益市场的重要工具。

重要投资者借道入市

ETF规模迅速扩张，离不开机构投资者的

参与，特别是以中央汇金为代表的长线资金大

手笔增持宽基ETF产品，为市场注入了流动性

与信心。

对比2023年年报和2024年中报可以发

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ETF的数

量由9只大幅增至21只， 持有的ETF基金份额

由401.30亿份大幅增至2232.06亿份。 截至

2024年6月末，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市值最大的前五只ETF为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易方达沪深300ETF、 华夏沪深

300ETF、 嘉 实 沪 深 300ETF、 华 夏 上 证

50ETF，合计持有市值4334.50亿元，占当时5

只ETF总规模的六成以上。

今年上半年，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 买 入 南 方 中 证 1000ETF、 华 夏 中 证

1000ETF、（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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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北交易所关于元旦休市的安

排， 本报2025年1月1日休刊，2日恢复正常

出报。

本报编辑部

详见中证网（www.cs.com.cn）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以下简称《读本》）

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 ，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

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推动统战工作取

得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呈现出团

结、奋进、开拓、活跃的良好局面。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是

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根本指针， 推动党的统一战

线理论在坚持 “两个结合” 中开辟了新境界。

《读本》共分12章，从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

作用、做好各领域统战工作、加强党对统战工作

的全面领导等方面，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全面、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推动新时

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汇聚磅礴伟力。

习近平和希望工程的故事

最高法：依法惩治

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最高人民法院12月26日发布《人民法院第

六个五年改革纲要 （2024—2028年）》。 《纲

要》提出，完善金融强国建设司法保障机制，依

法惩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纲要》明确，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司法保

护机制，加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健全完

善金融领域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衔接机制，协

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完善数字

货币、互联网金融、跨境投融资、离岸金融等新

兴领域金融纠纷裁判规则。

对于完善发展新质生产力司法保障机制，

《纲要》提出，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重点领域、

新兴产业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建立完

善涉重大科技创新案件的审理和监督指导机

制。 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衔接机

制。完善数据权益司法保护制度，健全数据产权

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的裁

判规则。 完善涉网络侵权、人工智能、算法和涉

数据不正当竞争等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则，促

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纲要》围

绕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重点谋

划了司法审判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

改革举措， 着重体现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

面。为促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更好发

挥司法审判对经营主体和市场行为的规范、引

领、保障、促进作用，《纲要》围绕以下几个方

面，作出了改革部署。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纲要》紧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

“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的改革部署，立足审

判职能，强调要“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

制经济产权， 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

法利益的行为依法实行同责同罪同罚” ； 部署

了“完善刑事、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处置机制和

裁判规则， 明确涉企案件常见行为罪与非罪界

限”“健全涉企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依法甄别

纠正机制”“依法严格规范保全程序，探索创新

保全方式、保全解除机制” 等重点改革任务。 通

过这些举措，将全面、依法、平等保护产权的任

务落到实处， 从司法层面做实保障各种所有制

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

财产安全感，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

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 为有效规范经营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纲要》明确了“加

强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 制定

和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完善在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产权、产品缺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领

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行政协议案件司

法裁判规则，助推法治政府建设，改善投资和

市场环境” 等举措和要求。 这些改革举措都有

助于树规则、明边界、促治理，促进各类经营主

体依法守信经营，防止滥用权力排除、限制竞

争，有利于推动营造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

环境。

完善经营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促进企业

纾困重生。 《纲要》严格落实中央改革部署，结

合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实际，提出了“完善

破产审判制度， 健全人民法院与政府部门协同

配合、联动处置破产案件机制”“完善跨境破产

协助机制”“推动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

个人破产制度”“完善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

接机制” ， 以及加强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等方

面的具体举措。 上述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破产审判化解市场风险、 保护各方经营主体合

法权益、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的功能作用，推动让

“僵尸企业” 有序退出市场，让陷入危困的有价

值企业焕发新生，实现市场资源优化配置。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26日，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铁（沪苏湖

高铁） 开通运营， 上海虹桥至湖州站最快

55分钟可达。

沪苏湖高铁自上海市上海虹桥站引

出，途经江苏省苏州市，接入浙江省湖州市

湖州站，线路全长16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设上海虹桥、上海松江、练塘、苏州南、

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湖州站等8座车

站，其中上海虹桥、湖州站为既有车站，其

余为新建车站。

沪苏湖高铁在上海虹桥站连通上海铁

路枢纽，在湖州站与宁杭高铁、合杭高铁连

接，是长三角高铁联网、补网、强链的重点

项目。 该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区

域路网布局， 推动长三角地区基础设施一

体化建设，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于促

进沿线产业开发、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

12

月

26

日， 列车行驶经过湖州南

浔站附近（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文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查结果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记者潘洁、唐诗凝）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首次增加数字经济调

查结果。 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共有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91.6万个，从业人员

3615.9万人。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8.4万亿元。

这是记者从国新办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日发布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公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

王冠华表示，从普查数据来看，我国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具体来看呈现以

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数字产业化取得显著成效。 五年间，

以数字产品制造、服务和应用为代表的数字产

品制造业规模稳步扩大，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2023年我国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

人单位291.6万个，实现营业收入48.4万亿元，

占全部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10.9%。

第二，数字制造和数字应用优势明显。在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中， 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营业收

入20.5万亿元，占比超过四成；数字技术应用业

企业法人单位143万个，占比接近五成。 体现出

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数字技术应

用业的发展活力。

第三，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从

区域特点来看，东部地区由于基础条件好、应用

场景多，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 2023年，东部

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全

国的比重为62.2%， 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

73.0%，均高于其他地区。

第四，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近年来，通

过应用数字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

提升， 正在日益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亮

点。2023年，47%的规模以上企业应用了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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