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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宏观金融环境的优化和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基金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背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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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当时新成立的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公司分别发起

设立了规模均为20亿元的两只封闭式基金&mdash;&mdash;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此举宣告了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走上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舞台。二十几年来，基金已从出道时被游

资当做炒作对象，发展到现在举足轻重的市场地位。 

截至2022年9月末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6.59万亿元。公募基金数量继续扩容，9月末达10263

只。从月度变化来看，2022年2月末公募基金规模突破26万亿元，4月份以来，随着市场行情

好转，公募基金规模持续保持增长态势，7月份突破27万亿元。从产品数量来看，2022年以来

公募基金数量逐月增加，并在6月首次突破1万只大关。9月份公募基金数量继续扩容，9月末

达10263只。截至2022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40家，其中，外商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45家，内资基金管理公司95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

子公司12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家。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客观上为基金市场拓展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

空间。基金行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拓宽普通居民的投资渠道，通过将存款委托给由专业投

资人员组成的基金管理团队管理，使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普通居民能够享受到股票市场

增长带来的利益，同时避免承担过大的风险。尽管目前基金已成为中国居民金融资产的第二

大选择，但相比起庞大的储蓄而言，规模依然十分有限，因此我国基金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和空间。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基金业市场前景研究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基金的定义、分类、购买渠道等，接着分析了国内外基金业的发展概况以及基金

的费用结构。然后对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和特殊类型基

金ETF做了具体细致的透析。随后，报告介绍了商业银行与基金业的关系，并对基金业的品

牌营销、关联行业和重点企业运营状况进行阐述，最后对基金业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

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产业

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

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



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基金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基金业，本报告将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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