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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3号 

——指数基金指引 
 

第 一 条  为规范公开募集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指数基

金）设立、运作等相关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证券投资基

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指引。 

第 二 条  本指引所称指数基金，是指以跟踪标的指数或者基准

业绩表现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基金产品。 

第 三 条  申请募集指数基金，拟任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备充足的

投资研究人员，具备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技术系统，加强

产品设计、份额发售、投资运作、上市交易等全过程管理。 

第 四 条  申请募集指数基金，标的指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指数名称能准确反映投资方向，成份券代表性强； 

（二）成份券分布广泛，符合分散投资的基本要求； 

（三）成份券流动性良好，通常情况下交易不受限制； 

（四）市场容量充足，能够满足投资运作和风险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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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续运行平稳，指数代表性得到有效验证； 

（六）指数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及时更新并可供公众免 费查询，

编制方法客观、透明、可校验； 

（七）编制机构的专业能力、财务实力、公司治理、技术资源等

方面能持续有效保障指数正常运行； 

（八）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标的指数名称包含联合编制机构的，该机构应在指数编制中具有

不可或缺性，是指数编制策略或者专有数据提供方，其资产管理能力、

研究能力或者数据处理能力等被市场 广泛认可。 

基金管理人应对指数及指数编制机构进行充分尽调和 持续跟踪

管理，确保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第 五 条  指数基金应在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约定基金投资

策略。采取抽样复制策略进行投资的，应当遵守《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关于基金投资比例的相关规定。 

指数基金参与非指数成份券投资的，应当坚守产品定位，符合

投资目标、投资策略、跟踪误差等要求，具有充分 的投资依据，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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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金管理人内部决策程序。 

第 六 条  指数基金应当在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约定标的

指数不符合要求、指数编制机构退出等情形时的应急处置安排。 

指数基金运作过程中，当指数成份券发生明显负面事件 面临退市

或违约风险，且指数编制机构暂未作出调整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持

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后及时对相关成份券进行调

整。 

第 七 条  指数基金应当在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约定，标

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应当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本指引施行前已经核准或注册的指数基金，指数使用费 收取可参

照前款要求执行。 

第八条 指数基金应当在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列明有关指数的编制

方法，以及可供投资者免费查询指数信息的途径。 

第九条 指数基金应当在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中充分揭示跟踪误

差控制未达约定目标、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成 份券停牌或违约

等潜在风险。 

第 十 条  基金管理人应当严格遵守持有人利益优先和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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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投资者的原则，加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下简称ETF）认申

购管理，并在完成拟合标的指数后方可上市交易。 

基金管理人应当加强ETF联接基金管理，按照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

益优先、流动性风险可控的原则进行投资，防止对标的ETF运作造成不

利影响。 

第 十 一 条  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

本指引要求，制定上市交易指数基金相关业务规则， 加强上市指数基金

申购赎回、上市交易、信息披露、退市等自律管理。 

第 十 二 条  本指引适用于股票指数基金、债券指数基金等，商

品指数基金适用《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暂行规定》《商品期

货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指引》及我会相关规定。 

第十三条 本指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