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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期货投资基金吗－－国内有期货投资基金吗？-股
识吧

一、股票，期货，基金都有区别~能讲一下吗?

期货的炒作方式与股市十分相似，但又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一、以小搏大：股票是全额交易，即有多少钱只能买多少股票，而期货是保证金制
，即只需缴纳成交额的10%左右，就可进行100%的交易。
比如投资者有一万元，买10元一股的股票能买1000股，而投资期货就可以成交10万
元的商品期货合约，这就是以小搏大，也就是期货的保证金制度，其杠杆原理正是
期货投资魅力所在。
【资金放大作用，利用效率放大】 二、双向交易：期货交易与股市的一个最大区
别就期货可以双向交易，期货可以买空也可卖空。
价格上涨时可以低买高卖，价格下跌时可以高卖低补。
做多可以赚钱，而做空也可以赚钱，所以说期货无熊市。
【在熊市中，股市会萧条而期货市场却风光依旧，机会依然】 三、"T+0"交易制度
：期货是"T+0"的交易，在把握趋势后，可以随时交易，随时平仓，通俗的说一天
可以交易很多次，而股票是T+1的交易模式，当天买进明天才能平仓卖出。
【机会与风险并存】 四、时间制约：股票交易无时间限制，如果被套可以长期平
仓，而期货必须到期交割，否则交易所将强行平仓或以实物交割，这点类似于股票
中的权证行权。
【挨套放着不动和等死没区别】 五、盈亏实际：股票投资回报有两部分，其一是
市场差价，其二是分红派息，而期货投资的盈亏在市场交易中就是实际盈亏。
期货是零和市场，期货市场本身并不创造利润。
在某一时段里，不考虑资金的进出和提取交易费用，期货市场总资金量是不变的，
市场参与者的盈利来自另一个交易者的亏损。
在股票市场步入熊市之即，市场价格大幅缩水，加之分红的微薄，国家、企业吸纳
资金，也无做空机制。
股票市场的资金总量在一段时间里会出现负增长，获利总额将小于亏损额。
【零和游戏但零永远大于负数】 六、风险程度不同：期货由于实行保证金制、追
加保证金制和到期强行平仓的限制，从而使其更具有高报酬、高风险的特点，在某
种意义上讲，期货可以使你一夜暴富，也可能使你顷刻间一贫如洗。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七、期货交易的费用低：对期货交易国家不征收印花税等
税费，唯一费用就是交易手续费。
国内三家交易所目前手续在万分之二、三左右，加上经纪公司的附加费用，单边手
续费亦不足交易额的千分之一。
【低廉的费用是成功的一个保证】 八、开户制度不同，对于股票来说，由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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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托管制度，上海为指定交易制度，从而股票帐号只能对应一家券商；
期货则不同，可以多头开户，客户可选择不同的期货公司开户，资金只需加入既可
。
基金嘛就不用说了，目前国内的品种在市场上作用有限，现在也不是什么好的投资
方向.银行也不好销了.

二、期货基金的国内现状

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评审结果出炉，国内期货公司依据评分结果被归于5类11个级别
。
获得高分的期货公司将在业务扩展和创新方面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这意味着，市场广泛预期的国内阳光化期货基金有可能在部分优质期货公司平台上
得到发展。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
在商品期货市场中，中国的有色金属和农产品（000061
股吧，行情，资讯，主力买卖）期货成交量已位列世界前茅。
但由于制度发展的滞后，中国受监管的商品期货基金仍然缺位。
这使得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存在缺憾，也使得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定
价影响力受到了限制。
期货公司分类监管的推进，使得期货基金的出现具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不过，期货基金业务的开展还需要对现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期货公司管
理办法》进行相应的修订，或出台监管期货资产管理业务的具体法规。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海外的成功经验中找到中国商品期货基金的发展路径。
商品交易顾问(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CTA)和商品基金经理(Commodity Pool
Operator，CPO)是目前海外最为普遍的商品及衍生品资产管理模式。
CTA直接或间接地为客户提供期货和期权投资建议以获得盈利，同时包括了对于客
户账户的授权操作；
CPO负责投资于期货和期权的资金池的募集与运营。
在国内不少地区已经出现了公司形式的、规模可观的机构化商品投资机构，但分布
广泛、资金规模较小的“工作室”在数量上占有了绝对优势。
这类带有“管理账户”性质的“工作室”在客户的账户中进行操作，并通过约定的
利润分成获得收益。
这种期货“工作室”事实上已有了CTA的雏形。
此外，与此前一些期货公司所进行的尝试相类似，未来与期货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券
商与信托公司可以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再交由期货子公司负责具体投资操作。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来期货公司负责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能够发挥CTA的交
易以及CPO的运营职能，而信托等合作方能够执行CPO的资金募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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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单一依赖经纪手续费的期货公司而言，在风险隔离的条件下，新业务无疑
能带来更广阔的盈利空间。
更重要的是，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将有希望通过新的商品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获得介入
商品市场的便利途径。
而更进一步的考虑在于，由期货公司发起成立的商品期货基金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
商品期货市场中的主体？这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合伙企业法》中的有限合伙制度能够为“期货公司系”以外的民间期货私募基金
带来法律支持。
有限合伙人制度中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这能够结合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优势和一般合伙人的管理优势，又使得风险可控。
未来更多民间主导的商品期货基金也能基于这一制度规范自身的发展，但前提是有
限合伙制下的商品期货基金还需要国家法律给予进一步规范。

三、国内有期货投资基金吗？

有，肯定有，国内有很多。
只是还没走上阳光的路上。
我旁边就有一家，100个起理

四、现在国内有主要做期货产品的基金吗

有，但都是私募基金，安全性较低。

五、成立期货基金的条件是什么呢?

现在政策并不支持成立期货基金

六、我国有期货型基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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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这样的基金比较少，小型私募有做多点，公募的基金一般也是以专户理财产品形式
出现。
而楼上朋友说的保本型，也是有的，这是作为一种早期推广的一种形式，请了专门
的担保公司为其担保风险（当然，这也会产生一部分担保成本）。
近年来，特别是这两年随着股指期货品种的推出陆续有一批基金涉及到期货品种。
由于风险的考虑，主要是股指期货和股票的一些对冲组合形成的期货和股票的对冲
基金。
这种基金其实相比传统的股票型基金的话，有更好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2年的行情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2022年的大盘单边下跌行情，造成了几乎所有股票型基金的亏损，而一般好的对冲
基金的话在这种行情中也能得到20%的年化收益，有期货成分加入的对冲基金可以
有效的规避系统性风险，且有更好的盈利机会。
另外这些基金一般都跟期货公司有紧密的合作和配合。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晚上，今后的对冲基金和期货型基金的品质和规范不断
加强，数量和比重也必然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为您解答。

七、目前国内市场上有期货基金吗？ 请列出谢谢

有1一般都是私募2每个期货公司都发产品，基本上都是期货型基金。
3现在大部分期货型基金规模较小，操盘人不明确，实质上是借道的资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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