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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兄弟哈里曼銀行(BBH)的2023大中華區ETF投資者調查收集了超過100名以
ETF為主的投資者的意見，從中了解他們的ETF應用、挑選和需求情況。

BBH今年向內地、香港及臺灣的機構投資者、財務顧問和基金經理進行意見調
查。

我們的調查發現投資者擴大ETF的應用範圍，並願意投資於嶄新和多樣化的產
品。雖然市場環境充滿挑戰，但投資者廣泛使用ETF，加上整體需求保持穩
定，正好反映投資者樂意在不同波幅和週期下使用ETF產品。

這次調查對象：

103  

位來自內地、香港及
臺灣大中華區的受訪
者

59%  

的受訪者管理超過10

億美元的資產

77%  

的受訪者表示，ETF

在其投資組合的佔
比超過25%

本調查部分數據取整至下個百分點。

2023年調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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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調查結果
ETF的需求持續殷切
75%的投資者預計增加對ETF的配置，需求穩
定反映仍處於發展初階的區內ETF市場不乏發
展機會。

內地投資者對香港ETF的需求增
加
62%內地投資者選擇風險管理策略，43%則選
擇透過跨境途徑投資於ESG或主題策略。

投資者採取審慎的多元化投資策
略
面對不確定的市場環境，85%的大中華區投資
者選擇風險管理策略。與此同時，他們對運
用固定收益(defined outcome)ETF及股息╱收益
ETF來進行多元化投資的意欲增加。

主題ETF更趨流行
投資者對主題ETF的興趣持續上升，超過90%
的投資者有意維持或上調其投資比重，而互
聯網╱科技是最受歡迎的主題策略。

投資者側重於固定收益
50%的大中華區投資者計劃在未來12個月內
增加對固定收益(fixed income) ETF的配置。當中
50%的投資者預計將會增持短期債券╱貨幣市
場ETF。

主動型ETF方興未艾
大中華區推出全新的主動型ETF，88%的投資
者有意增加或維持其比重。

規則為本的投資策略漸見流行
流入smart beta ETF的資金有所增加，77%的投
資者由互惠基金轉至這類基金。

網上會議超越面談，成為最受歡
迎的會面方式
76%的大中華區投資者選擇網上會議，66%的
受訪者喜歡以數碼形式接收資訊和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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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變化

ETF在投資組合的佔比增加
ETF在投資組合佔比超過25%的投資者數目較2022年增長11%。

選擇標準有所轉變
綜觀大中華區，指數方法論從去年的第六位急升成為最重要的標準。個別地區有更
重大的變化，例如在內地，交易點差由2022年排名最後，成為最重要的因素。

主題策略需求不減
82%的大中華區投資者有意增持這類策略，較2022年的10%顯著增加。在未來三年，
36%的投資者預計主題ETF將佔其投資組合的11-20%。

與全球投資者比較，大中華區投資
者更看好ESG前景
更多大中華區投資者計劃加大ESG配置，比率高於美國和歐洲的投資者（大中華區為
62%，對比美國為45%，歐洲則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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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投資者對ETF的配置增加及涉足於
新產品，市場規模持續增長
大中華區ETF市場正蓬勃發展，資產規模由2021年的3,000億美元增至2022年底的3,360億美元。1

儘管市場環境充滿挑戰，但隨著該區擺脫漫長的新冠肺炎疫情，資產水平有所回升。

即使2022年股市備受考驗，大部分大中華區(75%)投資者預計ETF的使用程度將會增加（2022年為84%）；
83%的香港投資者預期將會增加配置。

市場趨於多樣化、新產品面世及新發行機構出現反映相關的需求，我們預計可以透過加強投資者教
育和准入計劃以推動ETF持久發展。

雖然投資者增加ETF的配置足以證明需求殷切，但受區內個別結構性挑戰的持續拖累，導致市場無法
急速增長。我們認為必須應對以下因素，才可刺激其他市場的ETF產品發展，同時對大中華區的ETF流
量帶來重大的影響：

• 禁止收取服務佣金╱回佣
• 增加交易流動性
• 擴大產品平台，以包括新策略╱投資
• 下調成本
• 增加散戶投資者的參與程度

在未來12個月內，您預計對ETF的使用會增加、減少還是保持不變？

1. ETFGI，2022年12月

3%

內地 香港 臺灣
2%

31%

64%

19%15%

83% 81%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2%

1%

大中華區

22%

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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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途徑推動投資？
隨著大中華區的ETF發展漸趨成熟，60%的區內投資者現時使用專有模型來建構投資組合。這方面的使用
情況與2022年和2021年截然不同，當時只有16%的投資者使用自己的模型。

不過，對於有意使用模型投資組合的投資者來說，智能理財顧問仍然是重要渠道；49%的投資者選用這個
途徑。

我們的調查結果印證業者的預測：到了2027年2，21%的區內資金流將使用智能理財顧問服務，而當中80%
的資產來自內地。

您如何建構ETF投資組合？ *

您透過哪個途徑獲得ETF模型投資組合？ *

大中華區 內地 香港 臺灣

智能理財顧問 49% 66% 47% 21%

ETF策略師 64% 66% 68% 53%

資產經理╱私人銀行顧問 53% 42% 55% 68%

經紀交易商 15% 24% 11% 5%

ETF管理公司 25% 34% 16% 26%

ETF市場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2. Broadridge Distribution Insight

根據客戶的計劃，就各項
ETF進行由下而上的研究

使用專有／聯屬模型 使用ETF發行機構模型
（例如：貝萊德）

57%

73%

20%
24%

52%

62% 63%

29%

43%

60%

35% 38%

使用第三方模型
（例如：晨星／ Nutmeg）

60%

23%

60%

46%

香港 臺灣 內地大中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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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內地投資者已經或計劃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購買ETF，反映香港上市ETF的需求強勁。

今年，內地投資者對香港ETF的風險管理策略需求顯著增加，而對ESG的投資意欲仍然存在，43%的
投資者偏好這個策略。

超過半數(55%）的大中華區投資者表示，如果新上市的ETF使用不同的策略或投資，他們將增加使用
當地ETF，而56%的投資者指出，若當地上市產品結構的成本低於海外交易所，他們將選擇投資於前
者。

您現時有否跨境投資於香港上市的ETF？（僅供內地投資者）

香港上市的ETF深受 
內地投資者青睞

有（淨值） 69%

有，透過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購買ETF 29%

有，透過近期推行的ETF納入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購買ETF 40%

否（淨值） 19%

否，但我有意在今年透過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購買香港上市的ETF 7%

否，但我有意在今年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投資於香港上市的ETF 12%

沒有計劃在今年跨境投資於香港上市的ETF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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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現時有購買在海外交易所上市的ETF，哪些因素有助吸引您增加使用當地上市
的ETF？ *

* Respondents could choose multiple responses.

如果可以跨境投資香港上市的ETF，您的客戶和公司可能需要哪種ETF策略？ *（僅供
內地投資者）

香港上市ETF

風險管理

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主題

環境、社會與治理 （ESG）

槓桿╱反向

貨幣

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
（緩衝 ETF）

加密貨幣

收益策略

因子（例如：價值、增長、動量）

大宗商品

62%

49%

43%

38%

32%

19%

35%

43%

24%

22%

22%

當地上市ETF的流動性增加

當地上市ETF的成本下降

在當地新上市的ETF使用
不同策略或投資

只會持有在當地上市的ETF

稅務考慮因素

55%
50%

43%

50%
60%

62%

58%
43%

19%
23%

43%

10%
18%

48%

60%

50%

56%

25%

20%

55%

香港 臺灣內地大中華區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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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入途徑刺激投資者 
對內地市場的興趣
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和債券通等准入途徑，29%的全球投資者有意
在今年增加對中國的直接投資；65%的香港投資者則計劃增加對投資中國ETF的配置。

在未來12個月內，您預期透過境內途徑（例如：滬港通及深港通計劃、合格境內機
構投資者計劃和債券通）進行的中國投資將會增加、減少還是保持不變？

在未來12個月內，您預期您對中國ETF的投資將會增加、減少還是保持不變？

美國 臺灣 香港

17%

27%

14%

22%

2%

歐洲

9%

25%

22%

32%

25%

24%

9%

24%

24%

13%
65%

13%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無意投資

7%

19%

7%

5%

美國 臺灣 香港

22%

25%

15%

35%

歐洲

8%

26%

19%

25%

22%

24%

24%

38%

14%

30%

45%

20%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無意投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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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選擇標準及 
偏好的互動方式轉變
投資者選擇ETF的標準有所改變。以地區而言，指數方法論是今年最重要的因素（從去年的第六位上
升），但深入分析便會發現各個市場出現顯著的變化。例如，交易點差成為內地投資者最重視的因
素，反觀在2022年只能敬陪末座。

與此同時，香港投資者今年認為發行機構品牌是最重要的因素，取代交易量位居榜首。

至於臺灣，品牌的重要性超越業績表現，後者今年只能位列第五名。

西方市場的投資者關注其他因素：美國投資者把費用比率視為影響其ETF選擇的首要因素，其次為品
牌。歐洲方面，稅收效率在今年列居榜首，其次是交易點差。

選擇ETF時，您認為哪個是最重要的因素？

內地

交易點差

稅收效率

2022
排名

8

5

2

6

3

4

7

1

香港 2022 
排名

2

1

6

5

4

7

3

8

臺灣 2022
排名

6

7

8

2

1

3

5

4

指數方法論

ETF 發行機構

指數方法論

交易量

ETF 發行機構

跟蹤誤差

交易點差

歷史業績

費用比率

交易量

跟蹤誤差

ETF 發行機構

Index Methodology

Tracking Error

稅收效率

費用比率

交易點差

歷史業績

跟蹤誤差

Index Methodology

Tracking Error

交易量

歷史業績

指數方法論

稅收效率

費用比率

美國

費用比率

稅收效率

2022
排名

2

1

4

歐洲 2022 
排名

2

5

7

ETF 發行機構

稅收效率

指數方法論

交易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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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偏好網上會議  
數碼通信方式盛行，為投資者與業者之間的互動帶來顯著影響。76%的大中華區投資者選擇數碼互動形式，
66%的投資者則偏好以數碼方式接收資訊和分析報告，相當比例的香港投資者偏好結合親自會面和網上會議
（分別為75%和85%)。

您最喜歡透過以下哪個方式與ETF營辦商互動？ *

投資者的選擇標準

大中華區 內地 香港 臺灣

與公司代表親自會面 64% 60% 75% 52%

與公司代表舉行網上會議 76% 71% 85% 67%

透過以數碼方式向我發送資訊和分析報告 66% 76% 58% 62%

參與營辦商贊助的會議及活動 28% 29% 23% 38%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ETF的選擇標準 
一些大中華區投資者仍留待ETF產品的規模達到1億美元後才進行投資，大概半數機構投資者(57%)、
基金經理(57%)和私人銀行(50%)要求的規模更達到2.5億美元。

根據您的「經驗之談」，在您進行投資前，新推出的ETF需要達到哪個最低資產管理
規模？

 

41%

24%
28%

49%
56% 54%

5%
11% 12%

0%0% 0%

20
23

2,500萬至1億美元 1億美元至2.5億美元 2.5億美元
以上

我並無這方面的
「經驗之談」

20
22

24%
29%

13%

48%
53%

19%17%

30%

0%
3%

38%

內地 香港 臺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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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致力管理風險， 
同時以多元化方式使用ETF

受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影響，85%的區內投資者對風險管理策略極為╱非常感興趣，而50%的區內投資
者預期增加對固定收益(fixed income)的配置。

然而，投資者有意透過固定收益(defined outcome)ETF及股息╱收益ETF來進行多元化投資。39%的投資者
計劃增加對大宗商品ETF的配置，39%的受訪者則預期會增加對緩衝╱市場中性基金的配置。

與此同時，主題ETF在內地進一步普及。儘管加密貨幣經歷波動的一年，但投資者對這個資產的興趣
尚未完全降溫。

香港對主題產品的需求亦未見減少，在年初至今的淨新增資金中，大部分來自聚焦於科技的主題
ETF。3

請排列您希望在市場上看到更多的ETF策略

* 主動管理和股息╱收益是今年調查中新增的新策略
3. 資料來源：ETFGI，2023年4月

內地

風險管理

主動管理*

香港 臺灣

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緩衝 ETF）

主題

股息／收益* 

風險管理

環境、社會與
治理 （ESG）

股息／收益*

主題

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因子
（例如：價值、增長、動量）

貨幣

環境、社會與
治理 （ESG）

加密貨幣

股息／收益*

大宗商品

槓桿╱反向

風險管理

貨幣

因子
（例如：價值、增長、動量）

主動管理*

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環境、社會與
治理 （ESG）

加密貨幣

大宗商品

  槓桿╱反向

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 

（緩衝 ETF）

因子
（例如：價值、增長、動量）

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貨幣
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 
（緩衝 ETF）

主動管理*

主題

大宗商品

  加密貨幣

  槓桿╱反向

2022
排名

10

1

_

12

8

4

3

5

2022 
排名

1

5

_

7

10

_

3

4

2022
排名

2

_

5

10

1

9

4

_

2

_

6

9

12

6

11

2

12

6

7

8

大中華區

風險管理 85%

主題 81%

股息╱收益 79%

貨幣 78%

主動管理 77%

因子 77%

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76%

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 73%

大宗商品 70%

2023大中華區ETF投資者調查 | 11



投資者仍對主題ETF感到興趣，內地(96%)、香港(91%）和臺灣(91%）的投資者計劃保持或增加相關投資。

聚焦於科技的主題ETF仍是ETF投資者最感興趣的類別，因為科技與長遠趨勢密不可分。在2022年，五項
淨新增資金最多的香港上市ETF中，三項屬於聚焦於科技的產品。展望未來，82%的大中華區投資者有
意增持這些策略，較2022年增長10%。

內地投資者仍然對主題策略深感興趣，今年十項淨新增資金最多的ETF中，七項屬於主題或行業產品。

數碼資產ETF是近期的焦點領域，59%的香港投資者有意把這類產品加入投資組合內。香港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使用數碼資產期貨ETF4有助刺激需求進一步增加。

在未來12個月內，您對主題ETF的投資有何計劃？

主題ETF趨於普及

2%

內地 香港 臺灣

36%

60%

24%23%

68% 67%

2%

9%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2022
1% 4%3%

96%

16%

14%
18%

78% 70%

9%

4. https://www.asiaasset.com/post/26585-etf-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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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計劃增加以下哪種主題策略？ *

主題ETF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在未來3個月內，您預期主題ETF在投資組合的佔比如何？

超過50%

21–50%

11–20%

6–10%

1–5%

內地 臺灣香港

12%

26%

43%

14%

5%

3%

25%

60%
8%

5%

5%

14%

43%

33%

5%

大中華區

互聯網╱科技 82%

機器人與人工智能 64%

ESG 62%

數碼資產╱加密貨幣 58%

自動駕駛和電動車 45%

醫療保健 38%

大麻 5%

內地

互聯網╱科技

數碼資產╱
加密貨幣

香港 臺灣

ESG

互聯網╱科技

自動駕駛和
電動車

互聯網╱科技

機器人與
人工智能

ESG

機器人與人工智能

醫療保健

自動駕駛和電動車

機器人與
人工智能

數碼資產／
加密貨幣

醫療保健

ESG

大麻

自動駕駛和
電動車

數碼資產／
加密貨幣

醫療保健

2023大中華區ETF投資者調查 | 13



ESG數據主導配置
62%的大中華區投資者計劃增加ESG配置。隨著這股趨勢持續轉強，區內加強現有規例的披露要求將
為投資者帶來更多可用數據。

當地上市產品方面，發行機構將ESG ETF引進區內市場的興趣有所升溫，ETF發行機構近期的產品開發
策略亦以可持續發展為主。

隨著投資者開始向這類產品配置資本，資金開始流入。以臺灣為例，聚焦於可持續發展的高收益ETF
在今年錄得最多的淨流入資金5，76%的臺灣投資者有意增加配置亦不足為奇。

在未來12個月內，您對環境、社會與治理(ESG)投資（不限於ESG ETF)的配置有何 
計劃？

5. ETFGI，2023年3月

0%
0%

3%
1%

48%
70%

76%

62%

40%
23%

19%

7%
7%
7%

5%

29%

0%
0%

2%
1%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現時及將來都不會
投資於ESG領域

香港 臺灣內地大中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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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香港 臺灣

第三方評級 40% 79% 43%

內部╱專有ESG評級標準 60% 71% 57%

審視公司報表╱報告以了解其成份股 84% 79% 71%

ETF管理公司的品牌認可度 56% 46% 43%

我們並無評估ESG ETF的流程 – – 7%

ESG面對的阻力
雖然ESG的投資規模有所增長，但同時繼續面對阻力。值得注意的是，妨礙大中華區投資者把ESG因素納入其投資
組合的原因明顯有別於環球投資者。71%的大中華區投資者把擔憂ESG的業績列為迴避相關投資的主因，反觀只有
46%的美國投資者和33%的歐洲投資者選擇這個原因。

如果您尚未把ESG因素納入投資組合，以下哪個影響您作出這個決定的主因？ *

ESG主導配置決定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缺乏一致的
方法和框架

擔憂 ESG ETF 的
業績

缺乏客戶興趣

80%

33%

42% 40%

76% 75%

20%

67%

48%

60%

0%

14%

ESG ETF
過於昂貴

交易平台的供應
有限／缺乏

17%

0% 0%

香港 臺灣內地大中華區

50%

16%

71%

42%

5%

評估ESG ETF
隨著投資者對ESG的關注程度和資本配置增加，區內投資者亦以不同的方法來使用公司報表╱報告
以分析其成份股的ESG數據。

您使用以下哪個方法來評估ESG E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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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側重於固定收益 
(fixed income) ETF
在大中華區，為尋求不同的策略或戰術用例，越來越多機構投資者轉向固定收益ETF。56%的大中華
區投資者已經把超過30%的投資組合資產配置於固定收益ETF。

以臺灣為例，市場上超過半數(53%）的ETF資產均配置於固定收益。這個情況與整體亞太區（日本除
外）ETF市場截然不同，因為固定收益ETF只佔16%的區內資產。6

此外，50%的大中華區投資者預計會增加對短期債券╱貨幣市場ETF的配置，以管理金融市場的不確
定因素。

在未來12個月內，您預計您對以下固定收益ETF投資會增加嗎？ *

大中華區 內地 香港 臺灣

短期債券ETF 50% 43% 65% 33%

公司債券－「高收益」ETF 45% 43% 55% 29%

公司債券－投資級ETF 38% 29% 43% 48%

通脹掛鉤證券ETF 38% 43% 40% 24%

新興市場債券ETF 36% 33% 43% 29%

美國國債ETF 34% 14% 53% 38%

市政債券ETF 34% 26% 50% 19%

中國國債ETF 49% 62% 53% 14%

主權債務 37% 33% 40% 38%

貸款╱貸款抵押證券 28% 33% 28% 19%

抵押支持或資產支持證券(MBS/ABS) ETF 27% 29% 30% 19%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6. ETFGI，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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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有投資組合的固定收益ETF佔比如何？

41–50%

31–40%

21–30%

11–20%

1–10%

內地 臺灣香港 

22%

27%

29%

7%

7%

51–60%

超過 60%

不確定

5%

2%

0%

36%

33%

13%

18%

0%

0%

0%

0%

5%

24%

33%

19%

14%

0%

0%

5%

固定收益ETF

對固定收益(Fixed income) ETF的顧慮
投資者仍然關注費用比率，77%的大中華區投資者認為費用比率是極為╱非常重要(37%）的因素。所
有臺灣投資者都關注交易量，而內地投資者則重視交易點差。

投資固定收益ETF時，以下各項因素有多重要？ *

大中華區 內地 香港 臺灣

費用比率 77% 76% 88% 63%

交易量 84% 76% 83% 100%

交易點差 77% 76% 79% 75%

成份債券的流動性 75% 72% 83% 69%

指數方法論 57% 69% 50% 44%

稅收效率 62% 69% 54% 63%

歷史業績 59% 69% 50% 56%

跟蹤誤差 67% 72% 67% 56%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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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管理型ETF在大中華區仍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但主動型管理公司已經引進新結構以部署投
資策略。

內地投資者對主動管理型ETF感興趣，88%的投資者有意增加或維持相關配置。

在2022年流入ETF市場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互惠基金。ETF市場的正凈流量為8,560億美元，而共同基金的
凈流量為負8,210億美元。一半的大中華區受訪者表示其配置資金來自指數互惠基金和主動型互惠基
金。在波動市況下，全球投資者將資金投入ETF市場，比率超越互惠基金。

在未來12個月內，您預計您的主動型管理ETF投資會增加、減少還是保持不變？

主動型ETF是新興 
而逐漸流行的策略

1%3% 4%

內地 香港 臺灣

2022

96%

8%

16%10%

86%
76%

50% 48%

25%

63%

10%

38%

5%

2%

5% 12%

38%

現時及將來都不會投資於主動管理型 ETF

增加 保持不變 減少 不確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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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過去12個月內曾購買主動型管理ETF，相關資金從何而來？ *

主動型ETF

內地 香港 臺灣

市值加權被動型ETF 54% 45% 20%

Smart beta ETF 27% 48% 40%

指數互惠基金 59% 45% 40%

主動型互惠基金 44% 65% 30%

獨立管理帳戶 34% 28% 45%

配置新投資資金 24% 20% 20%

我並無購買主動型ETF 2% 3% 10%

在以下的資產類別中，您最有可能將哪種納入主動型管理ETF？ *

內地 香港 臺灣

固定收益(Fixed Income) 55% 60% 52%

國內股票 64% 43% 48%

美國股票 29% 53% 67%

全球股票 43% 48% 38%

歐洲股票 21% 18% 14%

亞太區股票 31% 23% 29%

日本股票 14% 30% 19%

拉丁美洲股票 10% 23% 5%

資產配置 50% 33% 29%

大宗商品 40% 25% 19%

另類投資產品 2% 18% 14%

貨幣 31% 18% 24%

緩衝ETF（例如：固定收益  
“Defined Outcome” ETF） 12% 15% 14%

以上皆非 – 3% –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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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型ETF

對於主動型ETF的顧慮
在評估主動型ETF的投資者中，業績是他們最重視的因素。

投資主動型ETF時，您最擔心哪項因素？

內地 香港 臺灣

40%

14%17%

23%

52%

19%

業績 管理人任期╱經驗╱發行機構

交易量 費用比率 投資組合透明度

10%
19%

12% 12%

18%

30%

19%

10%

5%

該地區15%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持有逾20%的因子為本ETF。

因子為本產品現時在您的資產管理規模佔比如何？

14%

4% 5%6%

少於 5% 6 – 10% 超過 20%11 – 20%

14%

2%
5%6%

香港 臺灣內地大中華區

不確定

10%

29%

5%

16%

48%50%

70%

57%

14% 14%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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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為本的投資策略漸趨流行
(Smart Beta ETF)

我們的調查發現由互惠基金流入smart beta ETF的資金有所增加，這股趨勢在大中華區的投資者特別
明顯，平均有77%的投資者運用互惠基金的資金來進行配置。

若您在過去12個月內曾購買smart beta ETF，相關資金從何而來？ *

內地 香港 臺灣

核心指數投資 40% 35% 33%

互惠基金（淨值） 81% 78% 67%

主動型管理互惠基金 45% 58% 52%

指數互惠基金 60% 45% 29%

獨立管理帳戶 33% 33% 57%

配置新投資資金 38% 40% 5%

我並無購買smart beta ETF 10% 13% 10%

我不了解何謂smart beta ETF 2% 3% 5%

65%的大中華區投資者主要以smart beta來減少風險。雖然臺灣ETF市場以固定收益策略(fixed income)為
主，但由於投資者尋找其他創收機會，股息ETF亦吸引不少資金。截至2023年3月底，臺灣市場（按資
產計算）的第二大ETF是股息產品。

哪個是您使用／考慮使用smart beta的最主要原因？ *

27%

57%

54%

51%

尋求高於基準
的回報

締造收益

減少風險

減少波幅

內地 臺灣香港 

12%

38%

79%

62%

28%

56%

61%

44%

* 受訪者可進行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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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Shawn McNinch

環球ETF總監 
次級合夥人 

shawn.mcninch@bbh.com

Chris Pigott

亞洲區ETF服務總監  
高級副總裁 

chris.pigott@bb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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