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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管理情况报告  

(报告期间：2021 年 4 月 1 日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一、产品基本概况  

   

产品名称  中金安鑫信托型养老金产品 24 期 

产品代码  ZJCf0224 

产品起始投资日期  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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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资产净值（元）  资产份额（份）  
单位净值

（元）  
报告期内

投资收益

（元）  

报告

期内

投资

收益

率

（%）  

本年

以来

投资

收益

率

（%）  

产品

成立

以来

累计

收益

率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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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062,908

.17 

215,637,827

.14 

215,000,000

.00 

215,000,000

.00 

1.000

3 

1.003

0 

2,789,418.

97 
1.30 1.3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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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03.18 0.0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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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货币市场基金  - - 

清算备付金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其他  - - 

固定

收益

类资

产  

一年期以上银行存款  - - 

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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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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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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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票据  - - 

债券基金  - - 

信托产品  215,000,000.00 99.70 

债权投资计划  - - 

其他  - - 

权益

类资

产  

A 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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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30 

其他  644,999.92 0.30 

负债  
债券正回购  - - 

-0.07 

其他  -147,075.96 -0.07 

合计  215,637,827.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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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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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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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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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名称  序号  名称  代码  数量  市值（元）  
占该养老金产品

净资产比例（%）  

股票  -  -  -  -  -  -  

基金  -  -  -  -  -  -  

债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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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交银国信

-稳盈 39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交银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3 年  5.47  215,000,000.00  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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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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分红日期  收益分配金额（元）  备注  

2021-06-17 2,214,500.00 - 

合计  2,214,500.00 - 

注：货币型产品按自然月列示分红情况。 

四、投资分析  

（一）市场分析及投资回顾与展望（如有）（针对股票、债券、货币等标准投资

品种）  

1、股票市场  

市场分析： 

  二季度市场呈现“双创强，主板弱”、“重个股，轻指数”行情格局，各板块集体

放量，北向本季度净流入 1138.30 亿元，南向资金净流入 964.29 亿元。盘面看，

跷跷板特征明显，半导体等主线板块人气旺盛，但整体市场赚钱效应有所减弱。

国内 PPI 上行幅度较大，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结构分化；美股方面，纳指及标普创

历史新高。七月进入半年报接力兑现期，关注预喜率较高方向。技术面上，震荡

格局或将反复，中长期均线双支撑，看好慢节奏趋势向上。 

  投资回顾： 

  本季度市场各类指数呈回升态势，创业板表现亮眼，成长风格相对占优。经

济数据显示出国内增长并非十分强劲，在局部疫情有所反复背景下，货币政策收

紧的空间有限，使得市场流动性保持整体宽裕。另一方面，市场关注逐渐重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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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常态增长，基本面有支持、后续增长空间足的成长板块存在较高的增长空间。

周期板块内的部分优质板块的龙头公司具备一定的中长期配置逻辑，但受制于政

策层面影响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相关股票走势波动较大。 

  在此期间，配置思路坚持自下而上对资产的价值判断，立足中长期去挑选具

备安全边际、更高可预期收益行业和公司。同时持续关注短期市场不确定性因素，

包括：1、高通胀环境下，企业盈利预期承压；2、美联储 FOMC 会议维持鸽派信

号，全球市场流动性将持续维持较为明确的宽松环境；3、监管层调控政策持续，

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虚拟货币大幅回调。 

  市场展望： 

  展望下季度，市场风格博弈持续，整体趋于均衡。美联储维持鸽派信号，全

球市场流动性将持续维持较为明确的宽松环境，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情绪。但

持续宽裕的流动性以及历史性的通胀使得市场震荡幅度将进一步加大，后疫情时

代的供给失衡（包括财政扩张与供给弹性下降）提高了后续市场的不确定性。在

此背景下，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市场核心资产表现会出现进一步分化，其原因主

要来自盈利差异，即业绩确定性强、盈利逻辑严谨的个股走强，且估值还有进一

步提升空间。但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高估值个股若业绩不及预期，则

存在大幅回调风险。因此建议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中报业绩披露情况，强调基本面

的长期发展潜力。高通胀背景下企业盈利将普遍承压,不确定性提升，股价走势震

荡；但中长期有利于基本面优秀并具备护城河优势和良好盈利模式的优质企业估

值提升。整体上看，股票市场则存在结构性机会，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在当前市场

存在相对优势。下阶段将发掘通胀背景下具备可持续性增长的投资标的，继续关

注中国增长动能与物价变化趋势、政策基调的相应变化、个股估值的安全边际以

及相关业绩催化因素，把握市场波动背景下优质个股的价格错杀机会。 

  市场中长期仍具备较好投资价值。配置上以现有持仓布局为基础，稳健优化

整体收益，在观察到通胀和流动性发生较大变化时灵活调整仓位，以防范系统性

风险。中长期维度上，我们认为自下而上精选估值合理、增长确定、具备核心竞

争力的公司仍是最好防范风险的手段和最坚实的中长期收益来源。未来将进一步

强调精选个股，持续优化持仓结构。 

2、债券市场  

市场分析与回顾： 

  本季主要债券指数上涨，代表债券市场整体的中债综合财富指数上涨 1.22%。

分利率品和信用品看，代表利率债的中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1.39%，代表信用债的

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1.2%。分久期看，代表短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1

年以下）指数上涨 0.76%，代表长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3-5 年）指数上涨

1.27%。含权债券方面，代表可转债的中证转债指数上涨 4.07%。从相对收益角

度，可转债表现最好。 

  投资策略： 

  当前无论是经济自然回落还是通胀预期趋缓，均对债市形成支撑。海外美债

风险可能导致美联储再度出手，国内重心转向防风险和稳杠杆，货币政策短期难

以进一步宽松；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货币政策收紧的概率也较低。因

此，稳货币依旧可能是下半年的基准情形，鉴于国债和地方债供给陆续放量，3.1%

以下的 10Y 国债短期追涨意义有限，交易盘可耐心等待供给冲击的落地，刚性配

置资金可继续关注 3-5 年品种，获取套息收益。短期建议转为观望，配置盘等待

的机会成本较高，可适当沿收益率曲线寻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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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 

  一季度经济数据会因为基数原因大幅冲高，但环比动能开始逐步向下，进入

二季度以后经济下行的压力逐步显现。三季度可能面临的是出口和地产下行，消

费表现一般，基建阶段性提振的组合。 

  5-6 月高频数据看内外需均有所转弱，海外耐用品需求也处在边际触顶的过程

中。消费从 4 月以来持续偏弱的背后可能是居民收入恢复偏慢以及一些意愿上的

问题，另一方面，今年居民中长期贷款与商品房销售额的比例持续创历史同期新

低的，说明了持续强劲的居民购房有相当比例是自掏腰包的，对消费性支出形成

了挤出作用。投资这边，从 5 月投资需求筑顶以后，6 月钢材和水泥的表现是快

速回落的，全月弱于预期的。随着金融条件的收紧和按揭利率的上行，整体投资

可能会偏弱运行。 

  目前来看，七一前后有一些对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行政限制，这点短期会逐步

得到缓解，同时考虑到政府债可能在三季度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发行，这是短期的

一些有利的因素。整体上我们觉得三季度的需求还是震荡向下的，节奏可能受前

述因素影响有所变化。 

3、货币市场  

市场分析与回顾： 

  4 月资金面较 3 月进一步转松。4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14%，3 月 R007 利

率平均为 2.2%；4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11%，3 月为 2.12%，4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继续收窄，1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3BP，3 月为 8BP。 

  5 月流动性水平相较于 4 月略有上行。5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18%，4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14%；5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12%，4 月为 2.11%。5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有所走阔，5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有所走阔，均值为 6BP，4

月为 3BP。 

  央行 6 月流动性情况较 5 月转紧。6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43%，5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18%；6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25%，5 月为 2.12%。6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明显走阔，6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19BP，5 月为 6BP。 

  货币政策展望： 

  从央行的调控逻辑上来讲，对通胀的因子淡化，更多是以中长期的视角，反

而更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5 月份，PPI-CPI 的裂口达到 9%，刷新历史高位。两

者差距的走阔，主要是 PPI 的迅速上升所致。而 CPI 则处于低位，由于终端需求

偏弱，PPI 向 CPI 传导的难度较大，部分中下游行业利润业迟迟未恢复，仍大幅

低于疫情前水平。整体而言，PPI 向 CPI 传导欠缺基本面的支撑，PPI 上升带来

的通胀更多是供需错位的阶段性因素。这一轮通胀和以往不同，更多是“供给侧”

和“输入性”因素，而非“内生性”和“需求侧”的原因。因此，货币政策收紧并不能对

症下药，反而可能拖累国内经济复苏的进程。 

  6 月上旬，易纲行长在陆家嘴论坛发言提到“用去年今年和明年连续三年的整体

视角来观察 PPI 变化”。6 月底，央行发布二季度例会内容，其中未提及“通胀”和“物

价”等关键词。虽然央行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与一季度一致。但是，央行对于经济

形势的表述比一季度悲观，从“国内经济积极因素明显增多”变为“国内外环境依然

复杂严峻”。因此，我们认为下阶段央行货币政策会更加重视经济复苏的不均衡因

素，保持以我为主的定力，继续稳货币的思路。 

  总之，虽然后续 PPI 可能会高位震荡，但是 PPI 高企并不构成触发央行货币

收紧的条件，国内外经济形势将是央行货币政策更高权重的影响因子。展望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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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市场或面临通胀触顶回落+国内经济走弱+海外经济复苏等，货币将更多专注

国内基本面，对应货币政策利率的收紧概率较低。领先指标如 PMI、社融、地产、

信贷增速均已在上半年或更早见顶，今年新增社融同比或将缩减，同时付息压力

回升，基本面和付息压力不支持加息，央行官媒在二季度末的政策表态也意味着

政策转向风险有限。因此，三季度央行收紧概率较低，整体以稳为主。 

（二）项目运行管理情况（如有）  

主要披露项目资金使用方向、履约情况以及收益分配情况等。 

  本产品非标产品（如有）主要投向请见上文“三、（三）3.新增投资品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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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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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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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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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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

Ri
1

)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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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m

Rm
1

)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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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