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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资金“全景”分析 
 

年初至今，港股震荡下行、南下资金却持续买入，内地投资者为何不断增持

港股，又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南下资金的流动？本文分析，可供参考。 

 

➢ 一问：南下资金投资者结构如何？以险资、公募等机构投资者为主 

随着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推进、港股通标的的扩容，港股通已成为内地投

资者配置港股最主要的渠道。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沪港通与深港通

相继启动，港股通迅速成为港股配置的主力。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港

股通累计净买入 2.01 万亿，港股成交额占比也高达 25%。当前港股通可投

资标的共 547 支，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医疗保健、可选消费等行业。 

南下资金投资者以机构为主，其中险资和公募基金占比较高。截至 2021 年

末，南下资金中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占比为 33.24%，其他机构投资者中，保

险资金或为投资主力军。根据港交所公布的数据，2018 年港股内地投资者

中机构交易占比已高达 55.7%，个人投资者占比仅 28.0%。考虑到个人投资

者较高的换手率、及近些年的机构化趋势，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或将更高。 

 

➢ 二问：为何资金要南下？多元化配置、“新经济”红利、低估值优势 

多元化投资配置、分享“新经济”红利和挖掘低估值资产是资金南下的主要

驱动力。1）港股公司多在内地上市，南下资金有信息优势，与 A 股较低的

相关性，也使多元化配置策略更加高效；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

多在港股上市，资金南下是内地投资者分享“新经济”红利的重要方式。

3）相较 A 股市场，港股市场的“低估值”优势，也对南下资金构成吸引。 

当下，南下资金超配能源、信息技术、可选消费等行业，对低市盈率、行业

龙头和 AH 股也有一定偏好。1）从行业来看，南下资金行业间配置多元且

相对平衡，对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等“新经济”适当超配；2）

从规模来看，南下资金偏好行业龙头；3）从估值来看，南下资金超配 PE10

以下个股和 AH 股，这反映了内地投资者对估值具有相对优势个股的挖掘。 

 

➢ 三问：哪些因素影响南下资金的流动？流动性、相对回报、风险偏好等 

整体而言，市场流动性环境对南下资金有显著影响；流动性相对平稳时，南

下资金的行为，会受港股、A 股相对回报的影响。南下资金的流动，实质上

是投资者在综合汇率预期、衡量港股、A 股相对投资价值后做出的选择。历

史回溯来看，当流动性环境过紧或过松时，南下资金流向将受流动性主导；

流动性相对平稳时，南下资金则与恒生指数、上证指数相对走势息息相关。 

结构来看，投资资金有着低风险偏好、和对“新经济”的青睐；这使得估值

水平、市场风险与中概股表现，往往对南下资金的行为产生影响。1）险资

等机构投资者是港股通重要参与者，这类资金倾向在低估值、低风险和高股

息率环境下投资，高 AH 股溢价、低市盈率、低 VIX 时，资金大举南下；

2）中概股表现、中概股回归也会对偏好“新经济”的部分资金产生影响。 

 

风险提示：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超预期、互联网政策持续收紧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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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度专题：南下资金“全景”分析 

年初至今，港股震荡下行、南下资金却持续买入，内地投资者为何不断增持港

股，又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南下资金的流动？本文分析，可供参考。 

 

1.1、南下资金投资者结构如何？以险资、公募等机构投资者为主 

港股通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重要一环，当下，港股通已经成为内地投资

者配置港股的主要渠道。自 2006 年以来，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的渠道不断拓

宽。2014 年 11 月、2016 年 12 月沪港通与深港通相继启动，丰富了 QDII 以

外的投资渠道，南下资金迅速成为配置港股的主力。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

港股通累计成交净额高达 20171 亿元，远超 QDII 基金 2022 年一季度 1424 亿

元的投资规模。当下，南下资金在港股成交额的占比约 25%。2022 年 5 月 27

日，即将落地的 ETF 互联互通，还将进一步拓宽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的渠道。 

 

图表 1：香港市场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展  图表 2：QDII、港股通与 ETF 互联互通的异同 

 

 

 
来源：港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外管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港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外管局，证监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近年来，南下资金规模不断扩张  图表 4：当前南下资金成交占比已近港股三成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QDII 港股通 ETF互联互通

投资范围
全部港股，也可

投资外股
港股通标的 全部港股

额度限制

对外累积投资规

模不得超过1575.

19亿美元

每日不得超过420

亿元

与股票额度一并

统计管理

投资方式

投资者通过174家

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间接投资

前20个交易日日

均资产不低于50

万元的投资者可

开户直接投资

投资者通过ETF间

接投资

累计投资规模
1424亿元（基金

型）
20171亿元 预计2211亿元

基金数量
172支（1424亿元

）

2533支（5139亿

元）

预计6支（2211亿

元)

监管机构 外管局 证监会、交易所 证监会、交易所

跨境资金管理
资金可留存于当

地市场
资金原路返回 资金原路返回

交易币种 港币等 人民币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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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港股通共有 547 支投资标的，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医疗保健、可选消费等

行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业务实施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

通业务实施办法》，港股通标的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1）恒生综合大型

股/中型股成分股，或前 12 个月平均市值 50 亿以上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成分股，

以及满足一定条件的 A+H 股上市公司 H 股；2）上市时长、市值、成交额等要

求；3）以港币交易等其他要求。2015 年以来，港股通标的由 296 支快速扩容

至 547 支，虽然标的数量仅占港股 17.5%，但流通市值的占比则高达 77.9%。  

 

图表 5：港股通标的需要满足的条件与规则 

 

来源：上交所，深交所，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6：港股通标的数量不断增加  图表 7：港股通标的市值占比已近港股八成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南下资金的投资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其中险资和公募基金占比较高。截至

2021 年，港股通中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占比为 33.24%，余下的机构投资者中，

险资或为投资者主力军。根据港交所发布的《现货市场交易研究调查》，相较

2016 年，2018 年港股内地投资者中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显著提升，由 23.2%

提升至 55.7%，而个人投资者占比则由 62.1%下降至 28.0%。考虑到个人投资

者相对较高的换手率，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或将更高。现有投资港股的公

募中，偏股混合型基金占据半壁江山，而包括 QDII 在内的指数型占比约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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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公募基金持股市值不断攀升  图表 9：港股内地投资者中机构交易占比显著提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港交所，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A 股市场个人投资者换手率显著高于机构  图表 11：投资港股的各类公募基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1.2、为何资金要南下？多元化配置、“新经济”红利、低估值优势 

当前港股流通市值高达 32.7 万亿元，与 A 股较低的相关性，使港股投资可以

进一步提升资产配置多元性，提高投资组合收益风险比。港股市场是我国股票

市场的重要构成，其流通市值占沪深港三市比例高达 32.7%。其中，港股 66.9%

的流通市值均由中国内地公司贡献，投资者对其研究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同

时，虽然 A 股、港股均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但由于投资者结构、市场结构等

微观差异的存在，恒生指数与万得全 A 的走势并不一致，港股通开启以来，两

者相关性仅为 13.7%，这使得港股成为了内地投资者丰富投资组合的绝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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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沪深港三市各板块流通市值占比  图表 13：港股上市公司注册地分布情况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恒生指数与万得全 A 相关性并不高  图表 15：恒生指数与万得全 A 的历年收益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近些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飞速发展，这类公司多在港股上市；这

使得资金南下成为内地投资者分享“新经济”红利的重要方式。由于港交所上

市流程的便捷性、股权架构的包容性、对股权激励约束更宽松等特性，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多倾向于赴港上市。而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

剧，也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中概股回归港股市场。当下，国内互联网市值前 15

的龙头中，仅 4 家在 A 股上市，而新能源车、新零售、软件等“新经济”龙头

企业也多在港上市。南下资金是内地投资者分享“新经济”红利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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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互联网巨头企业多数在香港上市  图表 17：保险、房地产等行业龙头多在香港上市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1 

 

图表 18：部分板块龙头多选择在香港市场上市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相较 A 股市场，香港市场有着“低估值”的相对优势，这也构成了对南下资金

的重要吸引力。从市场整体的行业市盈率中位数来看，香港市场所有行业的估

值均低于 A 股市场，这一特征在材料、信息技术等高估值行业更为显著。而从

两地均上市的 AH 股来看，香港市场的估值优势则更为明显，信息技术、公用

事业、工业等行业 AH 股溢价率分别高达 138%、115%、104%；140 家 AH 股

公司中，117 家的 AH 股溢价均高于 30%，仅 5 家公司溢价率低于 10%。多数

AH 股上市公司港股流通市值规模并不小，足以吸纳追求估值优势的南下资金。 

 

 
1 注：此处统计了各行业龙头（市值 1000 亿元以上）分别在香港与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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