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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中国 A 股市场从未分类状态提升至次级新兴市场级别。 

2018 年 9 月，富时罗素宣布将可通过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交易的中国 A 股重新分类，并于

2019 年 6 月开始实施。最初宣布的纳入是按照第一阶段以每个证券可投资市值的 25%为基础，分三个

批次实施，如下表所示： 

第一阶段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审核时间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3 月 

生效日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开盘 

2019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一开盘 

202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开盘 

比例 20% 40% 40% 

 

本版本问答手册基于富时罗素将中国 A 股第三批次纳入的比例从 40%修改为 10%的决定（通知）详细

介绍本次中国 A 股的纳入，剩余的 30%的纳入将于 2020 年 6 月与季度审核同时进行。 

中国 A 股纳入的实施将基于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上的可进行投资的中国 A 股股票。 

将中国 A 股提升至次级新兴市场级别，被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GEIS）的第一阶段将分四个批

次进行。第一阶段将与富时 GEIS 在 2019 年 6 月的季度审核同时开始，并与 2020 年 6 月的指数季度

审核同时完成。 

在每一批次完成之后，富时罗素将在下一批次实施之前评估指数跟踪者复制基准变化的能力。中国 A 股

的最初纳入将基于每个证券可投资市值的 25%计算，按下列比例实施： 

 

第一阶段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第四批次 

审核时间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 

生效日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开盘 

2019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一开盘 

2020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开盘 

20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开盘 

比例 20% 40% 10% 30% 

 

下表表明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富时 GEIS 中的大、中、小、微盘成分股数量。 

 

2020 年 3 月 31 日 大盘股 中盘股 小盘股 微盘 合计 

中国 A 股 302 406 393 12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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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纳入富时全球全盘指数的中国 A 股指数合格成分股范围将基于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

指数。在富时 GEIS 中将以 CNH（离岸人民币）为中国 A 股计价。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以 CNH（离岸人民币）为成分证券计价，在 201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一推出。也提供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全盘指数以 CNY（在岸人民币）为成分证券计价。 

中国 A 股证券的官方外资持股比例限制（FOL）为 30%，但一旦外资持股比例达到 28%，则不允许外

资再进行购买。因此，根据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及最低外资余额要求规则中的最低外资余额指南，中国 A

股将基于 28%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被纳入富时 GEIS，并且 2019 年 6 月同时审核的富时中国纳入指数

中的中国 A 股的 FOL 在也将反映出 28%的 FOL。 

 

 

2.0 中国 A 股将被纳入到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的比例是多少？ 

第一阶段中国 A 股的纳入将基于每个证券可投资市值的 25%计算。 

举例说明，如果一个证券的可投资权重为 28%，可投资市值是 200 亿美元，四个批次完成后，它将以

7.0% (28% * 25% = 7.0%)的可投资比例、可投资市值 50 亿美元（200 亿美元×25%=50 亿美元）被纳

入到富时全球全盘指数中。 

 

第一阶段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第四批次 

审核时间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 

比例 20% 40% 10% 30% 

公司 A 股被纳入的可投资比例 1.4% 2.8% 0.7% 2.1% 

可投资市值 10 亿美元 20 亿美元 5 亿美元 15 亿美元 

纳入因子 5% 15% 17.5% 25% 

可投资权重合计 1.4% 4.2% 4.9% 7.0% 

可投资市值合计 10 亿美元 30 亿美元 35 亿美元 50 亿美元 

 

3.0 为什么中国 A 股按各自可投资市值的 25%被纳入？ 

中国 A 股按各自可投资市值的 25%被纳入是鉴于预计的资金流入量、股票互联互通机制和离岸人民币

（CNH）的容量。 

 

4.0 为什么第三批次被推迟至 2020 年 3 月而不是在 2019 年 12 月实施？ 

2019 年 12 月季度审核将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开盘生效。 

为了确保节日前后股市及货币市场都有充足的流动性，第三批次推迟至 2020 年 3 月。 

为避免不必要的沙特阿拉伯成分股交易，2019 年 12 月沙特阿拉伯被纳入的实施也推迟至 2020 年。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oreign_Ownership_Restrictions_and_Minimum_Foreign_Headroom_Requir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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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富时罗素纳入在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中可交易的中国 A 股。国际投资者如

何交易这些证券？ 

股票互联互通是一个将香港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连接机制。互联互通机制使

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的经纪商账户进入中国 A 股市场交易，而不需要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许可证。 

交易可以通过预先融资和/或开设一个特殊独立账户（SPSA）来进行，该账户提供券款对付（DvP）。 

 

6.0 哪些中国 A 股成分股将被纳入富时全球全盘指数？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的成分股将被作为基本范围用于筛选将被纳入富时全球全盘指数

的中国 A 股。 

 

7.0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是什么？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反映了符合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要求的合格中国 A 股。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是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的一个子集，该指数在 3 月和 9 月每半

年一次作为富时 GEIS 中国区域审核的一部分进行审核。 

 

富时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指数已于 2019 年 6 月推出。其成分股与富时互联互通全盘指数相同，但

以 CNH 为单位。 

 

 

8.0 中国 A 股是否会作为亚太区除日本的区域审核的一部分被审核？ 

从 2019 年 3 月富时 GEIS 的半年审核开始，所有不同的中国股票类别（包括中国 A 股）将被作为一个

独立的区域进行审核。因此，亚太区市场审核将按以下进行： 

• 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 

• 中国-包括以下股票类别：A 股、B 股、H 股、N 股、P 股、红筹股和 S 股 

• 日本 

 

作为中国区域审核的一部分，通过纳入筛选并符合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的中国 A 股将被纳入

中国 A 股互联互通 CNH 全盘指数，并于 2019 年 6 月被纳入富时全球全盘指数，若该股票当时仍可通

过股票互联互通机制获得。 

 

 

9.0 为什么富时罗素把中国放在亚太区除日本区域以外进行单独审核？ 

考虑到中国内地市场的规模以及如果作为审核过程的一部分将对其他公司产生的影响（包括历史波动

率），因此富时罗素在亚太区除日本区域以外对中国进行审核。 

中国股票市场是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如果将其包含在亚太区除日本的区域范围内，将在审核时占 50%

以上（在 2018 年 9 月审核时为 54%）的权重，从而将中国作为亚太区除日本区域的一部分将对现有的

被审核区域内成分股及规模分界水平造成显著影响。 

 

 



 

  

FTSE Russell  |  中国 A 股国家分类 – FAQ, v2.4, July 2020 8 of 16 

 

10.0 如何筛选中国 A 股证券为符合指数纳入资格？它们会被视为当前指数成分股还是非成

分股？ 

截至 2019 年 3 月审核的截止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一），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富时全球中

国 A 股纳入指数系列的一部分）成分股的中国 A 股证券，将被视为指数成分股进行规模筛选。其它不

是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成分股的中国 A 股证券，将被视为非成分股进行规模筛选。流动性筛选详见

问题 19。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资格将基于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成分股中可从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获得

的证券。 

11.0 在中国区域审核中如何处理各类中国股票？ 

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已上市中国股票类别（ A*, B 及 H 股 ） 将被合并，形成一个总的公司市值，

该公司总市值在整个审核过程中用于排序目的。公司按整体而非各类证券，被划分为大盘股、中盘股或

小盘股的层级。 

指数成分股资格的筛选，如流动性、可投资权重和交易筛选则是在各类证券级别上进行的。 

* A 股总数 = 可交易的 A 股+ 不可交易的 A 股 + 非流通股 

12.0 何时公布符合自 2019 年 6 月起纳入富时 GEIS 资格的 A 股证券的指示性名单？ 

符合自 2019 年 6 月起纳入富时 GEIS 资格的 A 股证券初始指示性名单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起反

映在富时观察名单指数产品中。与 2019 年 6 月的指数审核同时确定的将被纳入富时 GEIS 的中国 A 股

证券的最终名单已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公布，该最终名单受限于这些证券继续在北向中国互联

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中可供投资，且没有被本地交易所标记为接近外国所有权限制或被暂停交易。 

 

13.0 作为独立区域的中国和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的指数审核规模分界水平分别是多少？ 

下表显示了 2019 年 9 月富时 GEIS 审核使用的、基于截止日 2019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五的数据的市值分

界水平（百万美元）。 

 

总市值纳入和剔除水平（百万美元） 

 

 
68% 

 -大盘股纳入 

72% 

 - 大盘股剔除 

86%  

- 中盘股纳入 

92%  

- 中盘股剔除 

98%  

- 小盘股纳入 

101% 

- 小盘股剔除 

亚太区除中国 

除日本 
4,712.14 3,652.71 2,910.74 565.85 179.17 56.22 

*中国 4,323.73 3,533.06 3,454.34 820.58 471.53 283.06 

* 中国 A 股,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 

** 环球指数（大中盘指数）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总市值的 0.04% 

*** 环球指数（大中盘指数）中国总市值的 0.04% 

 

可投资市值纳入和剔除水平 

 

 纳入水平 剔除水平 

 地区小盘股 % 可投资市值 (百万美元) 地区小盘股 % 可投资市值 (百万美元) 

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 0.05% 297.54 0.01% 59.51 

*中国 0.1% 338.80 0.02% 67.76 

* 中国 A 股,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 

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2019 年 9 月季度审核纳入水平：( 2019 年 9 月纳入水平) 

https://research.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notice/?id=2593649&_ga=2.98104156.235762941.1568647024-465125863.1559563516&_gac=1.8186758.1567779788.EAIaIQobChMI9viG57K85AIVwZ6zCh02yQG2EAAYASAAEgJ4L_D_B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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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将中国作为独立区域进行审核对成分股有什么影响？ 

下表展示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对亚太区除日本指数成分股构成统计，以及根据问题 13 中详细列

出的截止日市值分界水平对计划中的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指数以及将中国作为独立区域的指数成分股构

成统计。 

 

  *亚太区除日本 
**中国 (作为亚太区

除日本的一部分) 

***亚太区除中国

除日本 
中国**** 

*****计划中的中

国 A 股 

******计划中的中

国总数 

大盘股 526 162 440 192 303 495 

中盘股 467 113 339 94 387 481 

小盘股 1,444 198 1,242 174 328 502 

合计 2,437 473 2,021 460 1,018 1,,478 

* 亚太区除日本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截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12 月季度审核） 

** 中国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 （2019 年 12 月 24 日） 

*** 亚太区除中国除日本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盘 

**** 中国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盘） 

***** 中国 A 股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中国 A 股,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 ---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5.0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中中国成分股及其不同类别股票的数量各是多少？ 

下表列出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即第三批次实施后）富时全球全盘指数中中国成分股及其不同类别

股票的数量。 

中国 A 股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 S 股 合计 

大盘 302 5 100 18 40 23 0 488 

中盘 406 21 24 7 31 12 2 503 

小盘 393 13 20 22 98 21 1 568 

合计 1101 39 144 47 169 56 3 1559 

 

16.0 中国 A 股纳入计划第一阶段完成后，预计中国在富时全球全盘指数、富时环球指数和

富时新兴市场全盘指数中所占的权重是多少？ 

下表显示了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盘价格和指数成分股的中国（除 A 股外）的权重，与第一阶段完

成后中国 A 股和中国所有类型股票的预计权重（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盘价格）。 
 

 全球全盘指数 新兴市场全盘指数 环球指数 新兴市场指数 

中国除 A 股* 3.98% 37.15%% 4.23% 38.93% 

中国 A 股** 0.73% 6.77% 0.71% 6.50% 

中国*** 4.71% 43.92% 4.94% 45.43% 

 

*中国权重（B 股、H 股、N 股、P 股、红筹和 S 股）基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价格和指数成分股 

**在沙特阿拉伯（新兴市场）分类变更完成后，基于中国 A 股 28%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预计 2020 年 6 月中国 A 股的权重 

***估计的 2020 年 6 月中国 A 股, B 股, H 股, N 股, P 股, 红筹股及 S 股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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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富时罗素何时会公布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2020 年 6 月季度审核结果？ 

暂定的富时 GEIS  2020 年 6 月季度审核变动情况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公布。纳入名单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开始锁定，受限于这些证券继续在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中可供投资，且没有被

本地交易所标记为接近外国所有权限制或被暂停交易。 

 

18.0 2020 年 6 月季度审核选择中国 A 股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的截止日期是哪天？ 

作为 2020 年 6 月季度审核的一部分，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是选取符合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

清单的新公司进入富时 GEIS 的截止日期。 

 

19.0 在 2019 年 3 月中国 A 股受到哪些流动性限制的评估? 

成分股将于 2019 年 3 月季度审核时进行流动性测试，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的现有成分股被要求在全

市场审核前十二个月中至少须有八个月的按每月的日交易量中位数计算的换手率至少达到总股本（经可

投资比例调整后，见问题 20）的 0.04%。 

不是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的成分股的中国 A 股股票将作为非成分股进行测试，要求十二个月中至少

须有十个月的按每月的日交易量中位数计算的换手率至少达到总股本（经可投资比例调整后）的 0.05%。 

并 且 ， 所 有 证 券 都 将 进 行 一 项 新 交 易 资 格 规 则 筛 选 （ 富 时  GEIS 基 本 规 则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TSE_Global_Equity_Index_Series.pdf 中第 6.5 条）。 

过去 12 个月中交易不足 60 天或以上的证券将不符合被纳入资格。该项新规则将与 2019 年 3 月富时

GEIS 半年审核同时生效。 

（https://www.ftse.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notice/?id=2591654） 

富时全球全盘指数资格将基于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成分股可通过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获得

的证券。 

 

20.0 流动性审核中使用的可投资比例是什么？ 

在流动性审核时，100%（而不是 25%）的可投资比例被用于计算。例如，某只股票在审核阶段最后一

天的可投资比例为 28%，那么在流动性审核时就使用可投资比例 28%（而不是 7.0%）。 

 

21.0 将如何处置通过互联互通机制的 IPO？ 

当前境外投资者不被允许通过互联互通机制参与中国 A 股的 IPO，因此中国 A 股无法进行快速纳入。 

IPO 股票将在随后的季度或半年审核时被评估是否符合纳入资格。在季度/半年审核时符合纳入资格的

IPO 股票，将基于当时中国 A 股成分股纳入富时 GEIS 所属批次的相同因子比例被纳入。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TSE_Global_Equity_Index_Series.pdf
https://www.ftse.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notice/?id=259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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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是否要对中国 A 股股票的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余额比例进行审核？ 

对中国 A 股股票的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余额比例进行审核。更多详情请参考富时 GEIS 基本规则。 

下列中国 A 股证券被当地证券交易所标记为违反或接近其外资持股限额，这些证券未于 2019 年 6 月被

纳入富时 GEIS。  
• 大族激光（A）（本地代码，002008）  

• 美的集团（A）（本地代码，000333） 

下列中国 A 股证券被当地证券交易所标记为违反或接近其外资持股限额，所以未于 2019 年 9 月被纳入

富时 GEIS。 

• 美的集团（A）（本地代码，000333） 

 

在 2019 年 6 月将中国 A 股纳入富时 GEIS 后，任何违反最低外资余额要求的富时 GEIS 中的中国 A 股

成分股都将对其可投资权重进行调整。其预定的纳入因子增加将继续进行。下表说明了第一阶段两只中

国 A 股可投资权重增加的情况，其中证券 1 在第一阶段没有最低余额问题，证券 2 在 2019 年 9 月遇到

最低余额问题。 

实施计划 中国 A 股 1 中国 A 股 2 说明 

2019 年 6 月 28% x 0.05 = 1.4% 28% x 0.05 = 1.4% 证券 1 和证券 2 未遇到最低余额问题 

2019 年 9 月 28% x 0.15 = 4.2% 18% x 0.15 = 2.7% 
证券 2 遇到最低余额问题，FOL 减少

但纳入因子增加 

2020 年 3 月 
28% x 0.175 = 

4.9% 
18% x 0.175 = 

3.15% 
证券 1 和证券 2 未遇到最低余额问题 

2020 年 6 月 28% x 0.25 = 7.0% 18% x 0.25 = 4.5% 证券 1 和证券 2 未遇到最低余额问题 

 

请参阅外资持股限制及最低余额政策指南：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oreign_Ownership_Restrictions_and_Minimum_Foreign_

Headroom_Requirement.pdf 

 

23.0 2019 年 6 月将被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的中国 A 股股票，在随后的指数审核

中失去纳入资格，该如何处置？ 

如果已被部分纳入的中国 A 股股票不再符合指数纳入标准，将根据指数基本规则被删除，其下一季度随

后批次的纳入将不再执行。 

 

24.0 如果一只中国 A 股股票不再被列入互联互通名单而被境外投资者投资，会怎样？ 

如果一只中国 A 股股票已被纳入到富时 GEIS，之后却被剔除出互联互通名单，该股票将提前 T+2 通知

从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删除。(如果中国 A 股在接近指数审核时被剔除出互联互通名单，富时罗素

可以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在指数审核时将该股票剔除出富时 GEIS。) 

 

25.0 如果互联互通机制关闭，公司行为和事件将如何处置? 

在富时 GEIS 中，在互联互通机制关闭时，公司行为事件和指数审核变更的继续实施将结合其生效日期

进行。对于指数审核，是在 3 月、6 月、9 月和 12 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收盘后（即下一个星期一生效）。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oreign_Ownership_Restrictions_and_Minimum_Foreign_Headroom_Requirement.pdf
https://www.ftse.com/products/downloads/Foreign_Ownership_Restrictions_and_Minimum_Foreign_Headroom_Requir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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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在第一阶段完成后，中国 A 股在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的权重将如何增加？ 

未来富时 GEIS 内中国 A 股权重增加的决定将取决于（但不限于）下列因素的发展情况： 

如果纳入只有通过 QFII 和 RQFII 获得的成分股: 

• QFII 和 RQFII 总额度的增加 

• QFII 和 RQFII 能否券款对付（DvP） 

•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从目前 28%的硬性限额增加 

 

取消 QFII 和 RQFII 限额是一项受市场欢迎的发展，其产生的影响正在评估中。 

         如果增加通过互联互通机制获得的成分股的可投资权重： 

• 互联互通机制所覆盖范围的增加 

• 离岸人民币（CNH）的充足性 及/或是否提供人民币的资金渠道 

•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从目前 28%的硬性限额增加 

 

在继续开放各种渠道以获得中国 A 股成分股的前提下，最终目标是按照其全部可投资权重纳入中国 A 股。 

 

27.0 未来对中国的重新分类如何管理？ 

由于中国 A 股被归类为次级新兴市场，以下各类中国股票均将被归类为次级新兴市场——A 股、B 股、

H 股、N 股、P 股、红筹股和 S 股。 

基于外国投资者继续有机会进入所有中国股票类别，未来中国股票类别的任何重新分类将基于所有符合

资格的股票类别被当作整体一个市场而非按照个别股票类别来实施。 

 

28.0 中国 A 股何时可以被纳入基于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派生（包括合作伙伴）的指数和

定制化指数系列？ 

作为 2020 年 3 月年度审核的一部分，中国 A 股被纳入 FTSE RAFI、FTSE RAFI QSR、以及 Russell 

RAFI 指数系列中。 

中国 A 股将按照公布的时间表 

https://www.ftse.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notice/?id=2592284  

被添加到富时全球指数系列（GEIS）的派生指数中。中国 A 股和沙特阿拉伯被纳入市值加权派生指数的

纳入因子将与该时点设定的纳入富时 GEIS 的纳入因子保持一致。 

派生市值加权指数 

一旦中国 A 股被加入市值加权的派生指数中，任何中国 A 股在富时 GEIS 中纳入因子的进一步变化都将

反映在市值加权的派生指数中，无论是否计划对派生指数进行审核。例如，如果中国 A 股从 2019 年 9

月起加入派生指数，合格的中国 A 股将按 15%的纳入因子被加入指数，其余 10%被一分为二，将于

2020 年 3 月和 6 月加入，其中 2.5%于 2020 年 3 月被纳入，7.5%于 2020 年 6 月被纳入（见问题 2）。 

派生非市值加权指数 

一旦中国 A 股被加入非市值加权的派生指数中，任何中国 A 股在富时 GEIS 中纳入因子的进一步变化都

将反映在非市值加权的派生指数产品文件中，尽管这些变化将作为指数计算过程的一部分被抵消。 

基于富时 GEIS 的客制化指数中的中国 A 股纳入处置将采用与其基础指数相同的方式处理。客制化指数

的用户可以联系富时罗素 info@ftserussell.com 以获取更多关于特定客制指数的详细信息。 

https://www.ftse.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notice/?id=259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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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现有的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系列将如何处置？ 

现有的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系列将按现有规则继续计算和维护，适用于使用 QFII 和 RQFII 准入

路径的投资者。纳入指数系列为全部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当所有中国 A 股符合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

清单条件的成分股数量和权重的指标。 “无额度限制”版本指数提供展示使用完全可投资权重的中国 A

股在富时 GEIS 中的权重，即在未来阶段全部完成后全部权重的情形。“纳入”版本指数自 2020 年 6

月其遵从富时 GEIS 相同的成分股纳入程序，唯一区别是将有更多取自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的中国 A

股被纳入。(见问题 30)  

 

30.0 到 2020 年 6 月，当前中国 A 股在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中的纳入因子如何与中

国 A 股在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中的纳入因子保持一致? 

          

          富时罗素将使用截至 2019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收盘时的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因子，开始同步调整

富时 GEIS 和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的纳入因子。截至 2019 年 6 月 5 日星期三收盘纳入因子为

0.157488。 

下表说明了该 15.7488%的纳入因子如何按照同样第一阶段四个批次实施，到 2020 年 6 月与富时 GEIS

的 25%纳入因子保持一致。 

结合目前富时全球 A 股纳入指数的编制方法，其纳入因子将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星期五之间根据公司事件持续更新。 

自 2019 年 6 月审核起，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将不再更新指数规则（第 2.3 版）第 7 部分所述的

因公司行为导致的中国 A 股配额调整因子。在决定将中国 A 股纳入富时 GEIS 的第一阶段扩大到四个批

次后，富时全球中国 A 股纳入指数的纳入因子在 2020 年 3 月的指数审核中保持 21.2995%不变。 

2020 年 6 月审核之后，中国 A 股权重的未来更新将与富时 GEIS 的方法和时间保持一致（见问题 26）。 

第一阶段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第四批次 

审核时间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 

比例 20% 40% 10% 30% 

中国 A 股在富时 GEIS 中

的纳入因子 
5% 15% 17.5% 25% 

中国 A 股在”纳入”指数中

的纳入因子(基于截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的初始

纳入因子 15.7394%) 

17.5990% 21.2995% 21.2995% 25% 

 

31.0 中国石油（A）是否有资格被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 

在规则变更后允许纳入自由流通量为 5%或以下(通知)的大盘股票，中国石油(A)在 2020 年 3 月半年审核

时被评估纳入富时 GEIS 的资格。 

 

 

 

 

https://research.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ex-notices/home/getmethodology/?id=259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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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中国 A 股成分股将如何在富时罗素指数系列中保持一致？ 

为确保富时罗素指数系列中的中国 A 股管理的持续性和一致性，以下步骤将于 2019 年 9 月起实施： 

 

停牌或违反价格限制的股票处理 

是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成分股的中国 A 股（可通过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获得）在 2019 年

6 月审核前被暂停交易或违反价格限制，不会在 2019 年 6 月季度审核的同时被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

列（GEIS）。 

下列中国 A 股在 6 月审核之前暂停交易，将不会被纳入： 

博雅生物（A）（本地代码，300294） 

亨通光电（A）（本地代码，600487） 

鼎龙股份（A）（本地代码，300054） 

万达信息（A）（本地代码，300168） 

新疆天业（A）（本地代码，600075） 

停牌的中国 A 股股票在 6 月审核后恢复正常交易，它们于 2019 年 9 月半年审核时被纳入富时 GEIS，纳

入因子为 15%（中国 A 股纳入第二批次的纳入因子）。 

停牌的中国 A 股股票没有恢复交易，它们在 2019 年 9 月半年审核时被从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中删除。 

未通过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余额比例筛选条件的股票处理 

大族激光（A）（本地代码，002008）和美的集团（A）（本地代码，000333）在 2019 年 3 月审核时

未通过富时罗素的最低境外投资者可投资余额比例筛选条件（详见问题 22）。 

如果上述两只证券在 2019 年 9 月半年审核之前通过最低余额比例筛选条件，被纳入富时 GEIS，纳入因

子 15%。 

如果上述两只证券在 2019 年 9 月半年审核之前未通过最低余额比例筛选条件，它们在 9 月审核时被从

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中删除。 

 

不同大中小板块的股票处理 

下列股票在富时 GEIS 和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中有不同的大、中、小盘划分结果，是由于相应指数审

核时间不同。 

中远海发（A）（本地代码，601866） 

广深铁路（A）（本地代码，601333） 

海信家电（A）（本地代码，000921） 

请注意，截至 2019 年 9 月富时 GEIS 半年审核（自 201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开盘起生效），富时 GEIS

和富时中国 A 股全盘指数系列中的中国 A 股证券（可通过北向中国互联互通机制买卖清单获得）的数量

和规模划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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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指数详情，请登录 ftseruss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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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和服务商标（不论注册与否）都是 LSE Group 适用的成员或其各自的授权人拥有或授权的商标和／或服务商标，并由 FTSE、Russell

、MTSNext、FTSE Canada、Mergent、FTSE FI、 YB 或 BR 拥有或根据授权使用。 

本文件提供的所有信息只作参考用途。 本文件包括的所有信息和数据都由 LSE Group 从其认为准确和可靠的来源取得。LSE Group 的成员

公司和其各自的董事、主管人员、雇员、合伙人或授权人概不就使用 FTSE Russell 在此发布的产品或信息或数据造成的任何损失或错误承

担任何责任。  

LSE Group 的成员公司和其各自的董事、主管人员、雇员、合伙人或授权人概不提供投资建议，而本文包括的信息不应被视作理财或投资建

议或金融产品推广。LSE Group 的成员公司和其各自的董事、主管人员、雇员、合伙人或授权人概不就以下情况负法律责任或承担责任：

（a）任何与采购、收集、编篡、诠释、分析、编辑、转录、传输、传播或传递任何该等信息或数据，或由于使用本文件或其链接而导致、

引发或与之有关的任何错误（无论由于疏忽与否）或其它情况相关的全部或部分损失或损害；或（b）任何由于使用或不能使用该等信息所

导致的直接、间接、特殊、随之发生或附带的损害，尽管 LSE Group 的成员公司已在事前取得可能出现该等损害的意见。  

过往业绩并非未来业绩的保证。 所提供的图表仅作说明用途。 所显示的指数收益未必代表可投资资产的实际交易结果。 所显示的个别收益

可能反映回溯测试的业绩。 所有在指数成立日期之前的业绩均为回溯测试业绩。 回溯测试业绩只是假设数据，并非实际业绩。 回溯测试的

计算方法与指数正式推出时所应用的方法相同。 不过，回溯测试数据可能反映有后见之明地应用指数编制方法的影响，且视乎计算指数所使

用之基础经济数据的修正情况，过往指数的计算结果可能出现按月变化。本文件可能包括前瞻性评估。 这些评估是以有关未来情况的假设为

依据，而这些假设最终可能并不准确。 这些前瞻性评估受制于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并有可能受到不同的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出现显著差异的因

素的影响。 LSE Group 的成员公司或其授权人概不负责和不保证更新前瞻性评估。 

如未预先取得 LSE Group 适用成员公司的书面同意，任何人士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它方法，复制、储存

于检索系统或传输本文件的任何部分。 如要使用和发布 LSE Group 的数据，必须事先取得 FTSE、Russell、FTSE Canada、MTSNext、

Mergent、FTSE FI、 YB、BR 和／或其各自授权人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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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TSE Russell 

FTSE Russell 是全球提供创新指数编制、分析与数据方案的领跑者，计算数以千计的独特指数，用以量度全球

超过 70 个国家的市场和资产类别基准，涵盖全球 98%的可投资市场。  

FTSE Russell 指数的专业知识与产品获全球机构投资者和零售投资者广泛使用，现时以 FTSE Russell 指数作基

准的投资产品总值约 16 万亿美元。在过去 30 多年来，众多领先的资产所有人、资产管理人、ETF 提供商和投

资银行均以 FTSE Russell 指数作为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并且用以创立 ETF、结构性产品和指数衍生品。  

FTSE Russell 采取一套通用的核心原则来指导其指数的设计与管理：指数的编制方法透明、有规则可循，并由

领先的市场参与者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在指数设计和管理方面采用最高行业标准，完全遵守国际证监会

组织（IOSCO）的原则。另外，FTSE Russell 也专注于指数创新，以及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致力强化

其产品服务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 

FTSE Russell 由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全资持有。 

欲知更多资讯，请登录：ftserussell.com. 

 

欲了解详情，请访问公司网站：ftserussell.com，或致电所属地区的客户服务团队办事处: 

欧/非洲及中东  

+44 (0) 20 7866 1810 

美洲 

+1 877 503 6437 

亚太区 

北京 +86 (10) 5811 1918 

香港 +852 2164 3333 

日本 +81 3 4563 6346 

悉尼 +61 (0) 2 8823 3521 

 

http://www.ftserusse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