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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管理情况报告  

(报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产品基本概况  

   

产品名称  中金幸福晚年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 

产品代码  ZJCa05

产品起始投资日期  2020-10-26

投资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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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期初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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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

（%）

300,000,000

.00 

1,857,900,16

1.86 

300,000,000

.00

1,838,885,11

9.34

1.000

0

1.010

3

11,445,455

.45 
1.03  1.03 1.03

- 

（二）投资资产分布情况  

   

资产种类  
市值/摊余成本

（元）  
占净资产比例（%）  

一、流动

性资产 

银行活期存款  5,887,637.69 0.32 

8.33

中央银行票据  - - 

一年期以内（含一年）定

期存款/协议存款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9,794,444.70 5.37 

货币市场基金  - - 

清算备付金  4,036,103.95 0.22 

应收证券清算款  45,002,258.01 2.42 

其他流动性资产  - - 

二、固定

收益类

资产  

一年期以上银行定期存款

/协议存款  
- - 

100.93

国债  80,424,000.00 4.33 

金融债  59,484,000.00 3.20 

企业(公司)债  928,110,160.00 49.95 

短期融资券  49,798,000.00 2.68 

中期票据  576,641,700.00 31.04 

可转换债  622,000.00 0.03 

债券基金  80,249,671.83 4.32 

保险产品（万能保险、股

票投资比例≤30%的投资

连结保险）  
- -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 - 

信托产品  100,000,000.00 5.38 

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 - 

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 - 

负债工具  - - 

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  - - 

三、权益

类资产 

股票  - - 
-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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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股票

投资比例＞30%)  
- - 

权证（非直接投资）  - - 

权益工具  - - 

其他权益类资产  - - 

四、其他资产  30,858,446.93 1.66  1.66

合计  2,060,908,423.11  110.92

注： 
  1.货币型产品中债券类资产市值按摊余成本填列。 
  2.各级科目小项占净资产比例均按照各类小项资产市值/资产净值计算得出。 
  3.银行活期存款含活期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协定利率存款。 
  4.一年期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协议存款，为存期在一年以内。 
  5.同业存单并入金融债项下统计。 
  6.私募债并入企业（公司）债项下统计。 
  7.永续债负债工具按照发行主体以及债券性质的差别，分别并入“企业（公司）

债”或“金融债”项下统计。 
  8.可转换债包括可转换债、可交换债、分离交易可转债。 
  9.负债工具包括优先股等负债工具。 
  10.权益工具包括股权、优先股、永续债等权益工具。 
  11.股指期货保证金属于交易保证金，并入“其他资产”项下统计。 

（三）投资资产明细  

1.股指期货投资情况  

1）本期期末股指期货合约占用的保证金： 0 元 

2）本期期末股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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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代码 名称  
持仓量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买入 沽出 

-  -  - - - -

公允价值变动总额合计  -

- 

2.股票、基金、债券投资（前五位）  

   

股票序

号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数量  市值（元）  

占该养老金

产品净资产

比例（%）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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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序

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数量  市值（元）  

占该养老金

产品净资产

比例（%） 

1 

银华信用精选 15
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010638  80,001,667 80,249,671.83  4.32

- 
   

债券序

号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数量  市值（元）  

占该养老金

产品净资产

比例（%） 

1  20 附息国债 13  200013 600,000 60,210,000.00  3.24

2  16 华润 01  136401 600,000 60,120,000.00  3.24

3  20 首钢 04  175219 600,000 59,932,700.00  3.23

4  20CHNE02  163152 600,000 59,916,000.00  3.22

5  19 国开 05  190205 600,000 59,484,000.00  3.20

注：货币型产品中债券类资产市值按摊余成本填列。 

   

3.新增投资品种资产投资（前五位）  

   

理财产

品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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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序号 
信托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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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中信信托-武汉

华发置业贷款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中信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3 年  6.00 50,000,000.00  2.69

2 

光信-光坤-优
债68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3 年  5.50 26,000,000.0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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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 

3 

平安信托宏泰

五百八十二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第 2 期) 

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2 年  5.80 15,000,000.00  0.81

4 

交银国信-稳盈

21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交银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3 年  5.80 9,000,000.00  0.48

- 
   

债权计

划序号 
债权计划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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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特定资

产计划

序号  

特定资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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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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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合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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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末，创业板指率先创出新高，带动沪深两市大涨收官，突破结构性行

情平台。量能方面，创业板指年度成交量为近十年新高，深市成交量比肩 2015
年，沪市成交量为年度次高。从国外方面看，本年度新冠疫情带来各国流动性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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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宽松，货币宽裕推高全球上市公司股价。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而人民币美元汇

率不断走高，推动境外资金不断涌入。中国加入 RECP 及中欧投资协定成功签订，

为双循环大基调打下夯实基础。国内，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全年 GDP
转正，经济动能有韧性，出口数据超预期，经济上扬也在股指体现。2020 年也是

头部效应集中体现的一年。结构性行情使机构抱团更为明显，行业龙头走势强劲，

白酒行业贯穿全年；而半导体及新能源则在上下半年轮番引领市场。2021 年机会

与风险并存，注册制将扩大范围，深交所也将探索设立丝路板，金融政策革新将

带来新的投资契机，但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业绩兑现风险，估值泡沫也将在新一年

接受挑战。综上，我们对 2021 年持谨慎乐观态度。 
  投资回顾： 
  回顾 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意外冲击市场。但从年初至今中国股市的表

现来看，行业表现主线并未大幅偏离此前年度展望中的预期。背后的潜在原因，

一方面是疫情只是改变了经济运行的节奏，并未改变中国实体中演绎的一些产业

趋势和方向；另一方面，疫情在部分领域加速了一些本来就有的趋势，比如科技

发展与新基建、数字化转型、进口替代等。具体到操作层面，2020 年二季度，市

场整体处于疫情冲击后的复苏通道，权益市场存在可观的投资空间。我们在充分

考虑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具备成长潜力的板块和公司，力图把握市场运

行脉络，有效锁定收益。三季度，市场在 7 月初的大幅上涨后增长动能走弱，在

波动调整中寻求合理区间。部分板块在大幅增长后面临高估值压力，因此我们调

整配置风格，止盈部分估值过高的股票以锁定收益，同时逐步发掘新市场环境下

的结构性投资机会，开始布局受益于生产消费持续恢复和负债端二季度弱复苏的

行业，看好经济景气度提升所带动的估值修复。进入四季度，市场延续自 8 月份

起的盘整态势。我们在延续此前的投资逻辑下关注低估值顺周期公司，发掘投资

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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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风险事件的演绎；2、国内疫情局部反复，海外疫情持续演绎；3、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 
  展望： 
  2021 年疫情影响将“渐行渐远”，但增长修复与政策退出“一进一退”。股市整体

持相对中性，看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等结构性主线，

市场存在中长线成长机会。增长复苏仍是主导 2021 年一季度资产价格的交易主

线。待增长预期更加充分、政策加快退出节奏，二季度往后市场整体表现可能受

到抑制。根据疫情影响、增长与政策节奏等重点把握阶段性和结构性表现是关键。

自下而上捕捉结构性个股机会仍将是首选，市场仍存结构性投资机会。具体操作

上，我们紧跟经济复苏及产业升级大趋势，以现有持仓布局为基础，稳健优化整

体收益。在操作上兼顾基本面与估值，均衡配置，逐步布局。个股选择上，继续

强调自下而上对资产的价值判断，立足中长期甄别成长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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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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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分利率品和信用品看，代表利率债的中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3.07%，代表

信用债的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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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代表长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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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指数上涨 3.03%。含权债券方面，代表可转债的中证转债指数上涨 5.25%。

从相对收益角度，含权债表现最好。 
  投资回顾： 
  年底资金面再次回到了偏松的状态，12 月 DR007 重新降至 7 天逆回购利率

之下，NCD 利率也从高于 MLF 利率 20-30BP 收敛至 MLF 附近。在 10-11 月流

动性环境紧平衡甚至略偏紧的情况下，跨年流动性出现了明显的边际宽松。往前

看还是与国企债券违约风波后央行适度呵护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有关，近期看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急转弯”的政策定调相呼应，具体操作上也体现出央行的

精细化调控手段。近几年央行的细化调控经验是，越是动态流动性缺口较大的时

间段，央行越会足额甚至超额补充流动性，类似 2013 年“钱荒”的情况显著减少。 
  展望： 
  从目前情况看，2020 年年底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速附近，我们预计 2021 年

实际 GDP 增速中枢在 9%附近，名义 GDP 增速中枢在 11%附近，基本能实现“稳
杠杆”。具体从今年经济修复情况来看，出口和投资是两大引擎，正好体现了内需

和外需共同发力的情况。明年可能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对常态的某种回归。疫情

控制上与国外差距缩小，净出口对增长贡献明显下降；非常规政策逐步退出，内

需缓慢回落，整体仍将强于 2019 年。从杠杆率节奏上来看，2021 年一季度名义

GDP 会大幅高于社融同比增速，但在二到四季度会得到逆转，也即 Q1 大幅降杠

杆，Q2-Q3 小幅加杠杆，全年名义 GDP 与社融同比增速大致接近，可以实现所

谓 “稳杠杆”。 

3、货币市场  

市场分析与回顾： 
  1 月资金面较为宽松。为呵护经济增长与市场情绪，2 月流动性处于较为宽松

的水平。全球疫情加剧冲击经济，货币宽松确定性趋强，3 月资金面延续宽松。4
月资金面整体较为宽松，月初调降 IOER 对市场提振明显，月末有收紧迹象。5
月央行有意边际收紧流动性，资金面后继 4 月末继续边际收紧。6 月央行动作不

多，政策信号嘈杂，6 月资金面继续收紧。7 月资金面整体较 6 月收紧。8 月央行

继续边际收紧流动性。央行 9 月流动性情况与 8 月类似。10 月资金面整体较 9
月收紧。11 月央行继续边际收紧流动性。央行 12 月流动性情况较 11 月宽松。 
  展望： 
  与过去几次加息对比看，短期内加息的必要性不大。年底资金面再次回到了

偏松的状态。12 月 DR007 重新降至 7 天逆回购利率之下，NCD 利率也从高于

MLF 利率 20-30BP 收敛至 MLF 附近。在 10-11 月流动性环境紧平衡甚至略偏紧

的情况下，跨年流动性出现了明显的边际宽松。往前看还是与国企债券违约风波

后央行适度呵护流动性、稳定市场信心有关，近期看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急转

弯”的政策定调相呼应，具体操作上也体现出央行的精细化调控手段。近几年央行

的细化调控经验是，越是动态流动性缺口较大的时间段，央行越会足额甚至超额

补充流动性，类似 2013 年“钱荒”的情况显著减少。短期内资金相对宽松的局面仍

将维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关系上实体流动性的量和价格反向关系比较明显，

而明年一季度实体流动性环比收缩比较明显，即使政策利率不调整，市场利率也

有进一步攀升的可能性。 

（二）项目运行管理情况（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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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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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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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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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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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