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管理情况报告  
（报告期间：2022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一、产品基本概况  

产品名称：中金丰汇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产品代码：ZJA001 

产品起始投资日期：2015-03-02 

投资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产品管理情况  

（一）履职情况  

在报告期内，遵守《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人社部令 11 号）、《关于企业

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24号）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管理合同的约定；履行应尽义务情况等。若存在违法违规、未履行管理合同

承诺、未勤勉尽责地履行管理义务或损害受益人利益的行为，应就有关情况做出

具体说明，并提出处理方法。 

   

（二）重大事项说明  

《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24 号）第

六条第三款、《关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信息报告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09〕154号）第六条“临时报告”规定的重大事项;《关于企业年金养老金

产品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24 号）第三条第五、六款关于养老金

产品变更内容的公告；涉及法律诉讼的情况；其他重大事项等。 

  以上重大事项详见中金公司官网 www.cicc.com 养老金产品临时公告。 

   

三、产品投资情况  

（一）产品资产净值和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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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资产分布情况  

资产/负债种类  市值/摊余成本（元）  占净资产比例（%）  

流动

性资

产  

银行活期存款  1,400,436.27 2.07 

11.00 

一年期以内（含一年）

中央银行票据  
- - 

同业存单  - - 

一年期以内（含一年）

国债  
- - 

一年期以内（含一年）

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债

券  

- - 

一年期以内（含一年）

定期存款/协议存款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300,062.81 7.82 

货币市场基金  - - 

清算备付金  753,686.32 1.11 

应收证券清算款  56.29 0.00 

其他  - - 

固定

收益

类资

产  

一年期以上银行存款  - - 

0.00 

一年期以上中央银行

票据  
- - 

一年期以上国债  - - 

一年期以上政策性、开

发性银行债券  
- - 

金融债  - - 

企业（公司）债  - - 

短期融资券  - - 

中期票据  - - 

可转换债  2,784.80 0.00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  
- - 

资产支持证券  - - 

  其中：交易所资产支

持证券  
- - 

资产支持票据  - - 

债券基金  - - 

信托产品  - - 

债权投资计划  - - 

其他  - - 

权益 A股  60,442,754.04 89.18 89.18 



类资

产  

港股通标的股票  - - 

优先股  - - 

股票基金  - - 

混合基金  - - 

港股通基金  - - 

权证（非直接投资）  - - 

其他  - - 

其他

资产  

期货保证金  - - 
0.09 

其他  60,803.95 0.09 

负债  
债券正回购  - - 

-0.28 
其他  -187,681.33 -0.28 

合计  67,772,903.15 100.00 

注： 

  1.各级科目小项占净资产比例均按照各类小项的市值或摊余成本与资产净

值相除计算得出。 

  2.银行活期存款包括活期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协定利率存款。 

  3.一年期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协议存款、中央银行票据指存期在一年

以内。 

  4.一年期以内（含一年）国债、一年期以内（含一年）政策性、开发性银行

债券指剩余期限在一年以内。 

  5.私募债并入企业（公司）债项下统计。 

  6.可转换债包括可转换债、可交换债、分离交易可转债。 

  7.股票基金、混合基金不包含名称中带有“港股”等类似字样的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 

  8.港股通基金为名称中带有“港股”等类似字样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9.股权类资产并入权益类资产“其他权益类资产”项下统计。 

  10.其他资产是指没有归入上述各类投资资产的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交易保证金等。 

  11.负债是指计划/组合运作及融资时所形成的负债，包括应付给他人的各项

费用、应付资金利息等。 

  12.“合计”项中“市值/摊余成本”应等于“资产净值”，“占比”应为

100%。  

   

（三）投资资产明细  

1.期货投资情况  

1）本期期末期货合约占用的保证金： 0.00元  

2）本期期末期货合约持仓和公允价值变动明细（公允价值为负时以负号填

列）  

- 

   

2.股票、基金、债券投资（前十位）  

类型 序号  名称  代码  数量  市值（元）  占该养老金



名称  产品净资产

比例（%）  

股票 

1 贵州茅台 600519 700.00 
1,208,900.

00 
1.78 

2 宁德时代 300750 1,800.00 708,156.00 1.04 

3 中国平安 601318 
14,000.0

0 
658,000.00 0.97 

4 招商银行 600036 
16,100.0

0 
599,886.00 0.89 

5 华域汽车 600741 
23,800.0

0 
412,454.00 0.61 

6 合肥百货 000417 
70,100.0

0 
382,045.00 0.56 

7 比亚迪 002594 1,400.00 359,758.00 0.53 

8 恒源煤电 600971 
49,500.0

0 
354,420.00 0.52 

9 通威股份 600438 8,900.00 343,362.00 0.51 

10 五 粮 液 000858 1,800.00 325,242.00 0.48 

基金 - - - - - - 

债券 

1 豪能转债 113662 20.00 2,284.80 0.00 

2 华宏转债 127077 5.00 500.00 0.00 

   

3.其他投资品种资产投资（前十位）  

类型

名称  

序号

  
名称  发行方  期限  

收益率

（%）  

投资金额

（元）  

占该养老

金产品净

资产比例

（%）  

信托

产品 
- - - - - - - 

债权

投资

计划 

- - - - - - - 

资产

支持

证券 

- - - - - - - 

资产

支持

票据 

- - - - - - - 



   

（四）报告期间产品收益分配情况  

   

四、 投资分析  

（一）市场分析及投资回顾与展望  

1、股票市场  

市场分析 

  本年度大盘跌宕起伏，A 股市场主要指数均不同程度下跌，上证指数下跌

15.13%，报收于 3089.26点。从规模角度看，大盘、中盘、小盘指数下跌程度不

相上下，均下跌 20%以上；从风格角度看，金融和稳定风格指数下跌幅度最小，

成长风格指数下跌幅度最大；从行业角度看，仅煤炭和综合板块收涨。国际层面，

年初开始的俄乌冲突不断发酵，持续冲击能源、农产品出口以及全球供应链；同

时欧美通胀高企，美联储进行了 5次加息，多国央行被动跟随加息，加剧全球经

济不确定性，全球主要市场指数均不同程度下跌。国内层面，2022 年经济增长

整体呈先降后升的走势，二季度受疫情等因素冲击经济回落，三季度随着一系列

稳经济政策的落地，经济逐步回暖。四季度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一系列房地产政

策提供大力支持，同时在一系列稳经济政策的加持下，2023 国内经济有望逐步

复苏，股票市场有望顽强上行，但由于面临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市场运行过程

中可能仍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投资回顾 

  整体上，组合以现有持仓布局为基础，继续强调自下而上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立足中长期挑选估值具有吸引力、具备安全边际、可预期收益较高的公司。关注

估值安全边际及相关业绩催化因素，注重行业景气程度的综合判断。 

2022 年市场增长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包括稳增长政策落地周期和宏观不确定性

持续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2022 年的仓位策略中性，但维持灵活性，以便在捕捉

到市场风格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显著波动后及时调整仓位中枢。 

  行业配置方面，选择均衡的行业配置策略，在降低波动性、控制回撤的同时

获取稳定收益和投资主动权。成长行业依据产业链环节景气程度和市场情绪等因

素精选个股。消费板块依据中下游产业的业绩修复进度对相关板块进行配置。在

科技板块综合考虑到相关产业政策的持续影响，关注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转型的

产业方向的高端制造业，布局对其中的长期逻辑不变、盈利能力良好的子行业和

个股。 

市场展望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以及全国部分地区正逐步渡过疫情峰值

期，预计后续消费场景的逐步修复有助于经济复苏节奏逐步清晰。国内疫情对市

场构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持续，但其对于居民消费、出行等方面的压力正逐步缓释。

考虑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整体基调较为积极，在短期和中长期经济发展层面均释

放较多积极信号，有利于投资者信心的修复。综合来看，当前政策依旧强调稳增

长，关注后续政策的落实情况与具体效力。估值层面，当前市场整体仍处历史低

位水平，中长期配置空间较大。展望后市，市场情绪有望伴随对疫情的预期调整

及政策发力进一步改善，市场处于较好的布局期。随着疫情影响相对减弱和增长

预期的明晰，市场的结构性投资机会逐步凸显。后续重点关注防疫政策不断优化

下对经济基本面预期的改善节奏、地产政策在供需两侧持续加码后产业链修复进



度、中国对外开放举措、以及海外通胀及货币政策的变化，结合政策方向和市场

变化审慎调整配置策略。 

  整体上，基于整体市场估值水平、股债性价比，结合长期政策导向和经济周

期所处位置，可判断下阶段权益市场机会大于风险。二十大背景下的新型举国体

制与对高质量发展、国内大循环、共同富裕等核心概念的强调，为市场注入中长

期确定性，成长赛道业绩空间受益于渗透率、国产率、市占率的提升有望进一步

拓展，而政策对能源及粮食安全的重视有望在资源禀赋和可替代性方面涌现新的

投资增长点。此外在疫后修复方面，根据疫情管控变化节奏合理分配行业配置权

重，综合考量受益顺序和行业估值水平。地产相关板块，随着政策有效性减弱、

修复时滞延长，预计本轮地产修复的斜率和高度将有所下降，关注房企业绩兑现

能力，合理安排仓位配置。  

2、债券市场  

市场分析 

  本年度主要债券指数上涨，代表债券市场整体的中债综合财富指数上涨

3.31%。分利率品和信用品看，代表利率债的中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3.37%，代表

信用债的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2.52%。分久期看，代表短久期债券的中债

新综合财富（1年以下）指数上涨 2.34%，代表长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3-5

年）指数上涨 2.83%。含权债券方面，代表可转债的中证转债指数下跌 10.02%。

从相对收益角度，中长久期利率债表现最好。 

投资回顾 

  策略方面，利率债预计是上有顶的震荡市。政策扰动增加，经济恢复路径及

幅度具有不确定性，疫情发展走势，预期改善情况均为影响债市走势的因素。信

用债方面，经过年末的快速调整，中高等级信用债利差调整至历史高位水平，具

备一定的相对价值，但仍需关注机构行为对信用债走势的影响。可转债方面，经

济复苏的预期下，可转债或将伴随风险偏好抬升出现结构性机会。具体操作上，

杠杆套息策略相对有效，久期保持中性，利率债及高等级信用债参与波段交易进

行收益增强。 

市场展望 

  2023 年债市交易主线将围绕预期与现实的博弈开展，整体维持震荡。经济

基本面方面，明年经济运行总体回升，但复苏强度预计较难快速回归至疫情前水

平。出口预计继续回落，成为明年经济的拖累项；消费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

居民超额储蓄有望为消费提升提供动能，但其复苏弹性需要收入预期改善的支

撑；地产在政策托底下企稳概率提升，但实际效果仍需观察；物价预计整体处于

温和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制约有限。 

  政策方面，货币政策重心预计将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在经济复苏阶段为稳增

长提供宽松的货币条件。央行对明年货币政策表态积极，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

资金中枢围绕在政策利率上下波动。财政政策预计将保持积极，辅助经济复苏同

时弥补地方财政缺口以防范风险。  

3、货币市场  

市场分析 

  1月资金面在央行增量投放、OMO、MLF降息影响下，资金面总体平稳。价格

走势来看，在降息带动下，资金利率中枢有所下行。1月 R007利率平均为 2.30%，

环比下行 31bp；1月 DR007利率平均为 2.10%，环比下行 7bp。DR007 与 R007利

差中枢先上后下，整体收窄。2月央行继续呵护流动性，资金价格中枢未见明显



变化。2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7%，较 1 月份小幅下行 3bp；DR007 利率平均为

2.11%，较 1 月份小幅上升 1bp，总体依然在政策利率附近。DR007 与 R007 利差

中枢先下后上，整体继续略有收窄。3月央行依然精心呵护，资金面总体平稳，

但受到跨季、疫情冲击影响，利率略有分化，R007 利率逐步抬升，存款类机构

资金价格保持稳定，资金中枢未有明显变化。3月 R007利率平均为 2.38%，环比

上行 11bp；DR007 利率平均为 2.11%，环比持平。R007与 DR007 利差明显走阔，

12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27BP，较上月扩大 14bp。4月在降准推动下资金

面宽松充裕，银行间流动性充裕泛滥，各期限资金价格明显走低，流动性分层溢

价收敛，资金价格中枢继续下行。4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95%，环比下行 39bp；

4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1.81%，环比下行 30bp。DR007与 R007利差中枢先上后下，

大幅收窄。5月随着央行继续上缴利润、财政留抵退税加快，资金面持续宽松泛

滥，资金价格继续大幅下行，流动性分层溢价保持低位，资金价格中枢下行至近

两年来低位，直逼 2020年低点。5月 R007利率平均为 1.74%，环比小幅下行 21bp；

5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1.63%，环比大幅下行 18bp，资金价格已大幅偏离政策利

率。DR007 与 R007 利差中枢低位继续收窄。6月央行依然精心呵护，跨季期间持

续加大资金投放，资金面总体平稳，但受到跨季、地方债缴款高峰等影响，资金

面略有扰动，并在月末资金价格出现明显波动，资金中枢有小幅抬升迹象。6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87%，环比上行 13bp； DR007 利率平均为 1.72%，环比提升

9bp。R007 与 DR007 利差先下后上、低位回升，6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15BP，较上月扩大 4bp。7 月，市场流动性充裕，资金面延续宽松，财政支出对

资金面形成一定支撑，资金价格中枢继续下行。7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66%，6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87%；7月 DR007利率平均为 1.56%，6月为 1.72%。DR007

与 R007 中枢利差先上后下，有所收窄。8 月银行间流动性总体充裕，资金面呈

现先宽松后逐步略有收敛的趋势，中上旬各期限资金价格低位盘整，月末各期限

资金价格波动略有抬升。DR001中枢较 7 月的 1.20%下行至 1.12%，DR007中枢从

1.56%下行至 1.42%，均较上月继续回落。DR007 与 R007 利差小幅反弹，回升至

15bp。9月以来，资金面边际收敛，资金利率有一定上行迹象，但仍远低于政策

利率水平，流动性合理充裕。月末资金面略有扰动，资金利率中枢小幅抬升。R007

中枢较 8月的 1.56%上行至 1.71%。DR007 中枢从 1.42%上行至 1.60%，均较上月

反弹。DR007与 R007 利差小幅回落至 11bp。10月，市场流动性整体充裕，但流

动性对央行操作依赖加剧，资金中枢小幅抬升。10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80%，

环比上行 9bp； DR007 利率平均为 1.65%，环比上行 5bp。DR007 与 R007 中枢利

差 15bp，环比抬升 5bp，缴税月末等关键时点波动加剧。11 月，银行间流动性

前紧后松，资金中枢上移。中上旬，央行三季度货币执行报告对通胀关注度提升，

市场资金收紧预期加剧，中下旬，央行公开市场投放积极，大行融出增加，叠加

降准落地，资金面趋缓。11 月 R007 月度均值 1.93%，环比上行 13bp，DR007 月

度均值 1.78%，环比上行 13bp。DR007 与 R007 利差与上月持平。12 月，降准落

地，MLF增量续作，央行公开市场大额投放，对资金面呵护有加，整体资金面先

紧后松，年内到期资金利率创新低，跨年资金利率季节性抬升。12月 R007月度

均值 2.33%，环比上行 40bp，DR007 月度均值 1.76%，环比下行 2bp。DR007 与

R007利差大幅上行至 57bp，环比抬升 42bp，流动性信用分层加剧。 

投资回顾及展望 

  今年，资金面整体偏宽松，1-3月，资金面相对均衡，资金利率围绕政策利

率上下波动。3月末至 9月末，资金面转松，市场利率保持低位，其利率水平与



持续时间均超过历年宽松水平。10 月起，大行融出收敛，资金中枢向政策利率

靠拢，11 月末，疫情冲击叠加债市大幅调整，央行维稳力度加大，资金中枢回

落。货币政策总量与结构性并重，降准降息各两次，同时创设各类再贷款工具，

增加 PSL 投放助力稳增长。 

  展望 2023年，经济基本面复苏面临较大压力。疫情冲击下，12 月 PMI创年

内新低，生产需求均受到一定冲击。海外经济景气度下行周期，外需回落，叠加

基数影响，出口预计成为经济拖累项。地产支持性政策出台，对供给端形成支撑，

但需求改善与销售至投资的传导均需要时间，“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地产行

业在政策的支持下预计将逐步修复至良性运转，但难以快速对经济形成支撑。疫

情期间居民收入受损，收入预期受到压制，消费提振预计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渐

进式回升。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预计仍将发挥其助力经济增长的作用。 

  外围压力看，联储加息节奏及幅度边际放缓，后续关注点转移至高利率持续

时间。从中美经济周期角度看，美国面临衰退风险，而国内防疫政策优化对经济

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中美经济增速差有望重新回正，人民币汇率将得到支撑。因

此国内货币政策宽松取向面临外围压力环比下行。 

  货币政策节奏上，在经济企稳回升前，预计仍将保持宽松节奏，随着经济基

本面的改善，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资金中枢在宽松阶段仍旧保持在政策利率

之下，后续逐步回归至政策利率上下波动。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通胀压力或成为全

年货币政策转向的尾部风险，需保持对预期修复，经济复苏及通胀水平的关注。  

   

   

（二）项目运行管理情况  

本产品主要投向请见上文“三、（三）3.其他投资品种资产投资”，收益分配

情况请见上文“三、（四）报告期间产品收益分配情况”，履约情况正常。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份额持有人个数  

份额持有人个数（个）  

期初  期末  

32 10 

   

（二）其他  

   

六、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及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01 月 28 日 

填报说明：  



1. 起始投资日期指首笔资金到达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当日。  

2. 本表中“三、产品投资情况”的内容需经托管人复核。  

3. 三（一）产品资产净值和收益情况中，对于报告期间成立的新组合，期初是

指产品起始投资运作时点的数据。  

4. 成立以来累计投资收益率指自本投资管理人管理本产品开展投资以来的累

计数据。  

5.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本期投资资产利息收入+投资处置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其他收入-受托费-托管费-投资管理费-交易费用-利息支出-其他费用

（包括审计费、清算费等）。  

投资收益率采用单位净值计算方法：收益率＝期末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

-1。若计算期间存在分红情况，则收益率采用分段计算方式，即分红之前的

单位净值增长率与分红之后的单位净值增长率连乘所得。即： 本期单位基

金净值增长率=（本期第一次分红前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本期第

二次分红前单位净值÷本期第一次分红后单位净值）×…… ×（期末单位

净值÷本期最后一次分红后单位净值）-1  

其中：  

分红前单位净值按除息日前一交易日的单位净值计算  

分红后单位净值＝分红前单位净值-单位分红金额。  

6. 货币型养老金产品在第三部分的产品资产净值和收益信息中单位净值指标

因不适用，可不填列。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投资收益率公式如下：  

（1）按日结转份额的本期（或累计）净值收益率＝｛[ ]-1｝

×100％；其中，R1为期初（或基金合同生效日）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Ri为日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Rn为报告期末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2）按月结转份额的本期（或累计）净值收益率＝{[ ]-1}×

100％；其中，R1 为报告期起始至首次转份额期间（或基金合同生效后首月）的

每万份基金净收益，Rm为第 m－1次转份额至第 m次转份额期间的每万份基金净

收益，Rl 为报告期最后一次转份额至期末的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其中，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当日基金净收益/当日基金份额总额×10000。  



   

7. 对于伞状结构产品，披露对应的子组合的收益率。  

8. 新增投资品种是指相对于 11号令规定的投资资产。  

9. 新增投资品种资产投资表中的收益率是指养老金产品估值办法中分类处理

的年化预期收益率或年化保证收益率等。  

10. 份额持有人数据由注册登记公司（TA）提供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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