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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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 日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一、产品基本概况  

   

产品名称  中金先锐指数增强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产品代码  ZJA010 

产品起始投资日期  2019-09-06 

投资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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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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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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628,166.

78 

141,517,853.

95 

147,343,100.

50 

139,141,796.

47 

1.015

5 

1.017

1 

264,038.

72 
0.16 1.5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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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624.19 2.47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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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0,278.48 16.61 

货币市场基金  16,495.43 0.01 

清算备付金  5,804,604.96 4.10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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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5.09 

国债  - - 

金融债  - - 

企业(公司)债  35,500,050.00 25.09 

短期融资券  - - 

中期票据  - - 

可转换债  - - 

债券基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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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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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9,063.55 46.63 

46.63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 -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股票

投资比例＞30%)  
- - 

权证（非直接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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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工具  - - 

其他权益类资产  - - 

四、其他资产  7,621,930.39 5.39 5.39 

合计  141,942,047.00 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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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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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7,1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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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2009 IH2009 - 74.00 63,771,720.00 -2,511,840.00 

公允价值变动总额合计  -2,51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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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平安 601318 120,700 8,617,980.00 6.09 

2 贵州茅台 600519 5,545 8,111,669.60 5.73 

3 招商银行 600036 115,700 3,901,404.00 2.76 

4 恒瑞医药 600276 40,960 3,780,608.00 2.67 

5 兴业银行 601166 160,600 2,534,268.00 1.7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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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信添益 511660 143 14,296.00 0.01 

2 华宝添益 511990 22 2,199.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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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潞矿 01 125786 100,000 10,177,400.00 7.19 

2 19 新汶 01 151299 100,000 10,167,500.00 7.18 

3 17 晋路 01 145844 100,000 10,126,600.00 7.16 

4 19 莱钢 04 162351 50,000 5,028,550.00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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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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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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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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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上半年波折不断，在多重风险聚集以及全球经济疲软之下，整体波动较

大。不过，国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一定的估值优势，在深化改革以及政策推

动下，市场迎来较大变革，一批新兴科技企业以及内需品种一度成为市场上行的

主力军。特别是注册制改革下，市场投资生态发生改变，也给科创板以及创业板

带来了较大的提振。而经历一季度的波折之后，伴随着二季度的逐步恢复，市场

稳中向好的趋势得以体现。 

  截至二季度末收盘，上证综指报收于 2984.67 点，季度涨幅 8.52%，成交额

15.29 万亿元；深证成指报收于 11992.35 点，季度涨幅 20.38%，成交额 23.5 万

亿元。 

  板块方面，二季度休闲服务、食品饮料、医药生物表现相对较好，其中，医

药生物板块涨幅 62.87%，为本季度表现最佳板块。纺织、采掘、建筑装饰板块

涨幅较小，其中建筑装饰块涨幅-4.88%，表现最差。 

  技术面而言，中短期的震荡走势仍然在延续，沪市表现相对沉稳，深市季 K

线比较可观，已经突破了上季度高点，并且收于季 K 线高位。中长期看，沪、深

指数一直在趋势线的支撑作用内，中期走势正逐步走强。 

  投资回顾： 

  二季度， 市场涨幅较大，沪深 300指数上涨 12.9%，创业板指数上涨 30.3%。 

  二季度市场上涨的核心原因是国内经济恢复及市场流动性推动。在当前时点

来看，A 股整体呈现结构分化行情，科技、消费等板块及个股的估值涨至较高水

平，市场风格分化明显，整体市场环境对投资和研究提出更大的挑战。但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 A 股整体估值仍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市场具备一定的安全边际，

下行风险相对可控，部分行业内依旧仍存在好的投资机会。 

  市场展望： 

  （a）中国权益市场长期仍具有良好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权益投资的大时代之中。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点就

是“水大鱼大”：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持续进化的制度、技术环境，为中国企业

的提供了一个能够“长大”的经营环境。其次，企业在经营上逐渐告别野蛮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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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展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各项能力，在这样良好的大环境中（水大），企业

的生长边界在不断扩大（鱼大）。同时，优质企业的估值水平相对海外成熟市场偏

低，给权益投资人带来较大的机会。 

  首先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制度环境越来越能够支持企业的健康发展。 

  排名世界前列的中国经济体量，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多层次、大体量

的消费者需求，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全球最大的最丰富的市场，而且是绝佳的商

业模式实验室，身处其中的企业可以获得巨大的规模优势； 

  制度环境的逐步优化降低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随着产权保障的不断深化、

新型政商环境优化和法制的完善，规范的企业经营得以鼓励，企业经营的持续性

和确定性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基础技术环境在持续进化，企业竞争力随之不断提升。受益于巨大的工程师

红利，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快速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从科研论文和企业专利来

看，科研和企业研发已经度过了门槛期，进入了加速释放期。由于技术的组合性

和递归性，已出现的若干产业集群、批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会推动更快的技术发展。

而移动互联网（信息革命）、高铁网（供应链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基础设施，正在

极大地改变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从整体来看，这些技术，正在提升消费者的收

益，同时降低企业的成本。 

  其次，普遍来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快速提升，已经摆脱资源套利型的企业

经营方式，逐渐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技术提升企业的经营边界：电视、互联网等新型渠道推动企业的品牌，供应

链的进步扩张了企业的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减少了企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扩大了企

业运营边际。 

  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全球同步，迅速提升了企业经理人的业务水平。 

  与全球规则的普遍融合，提升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能力。 

  （b）拥抱不确定性，积极管理风险  

  我们认为站在当前时点，短期内市场依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如市场流

动性的改善及经济恢复速度等，因此投资应该回到自下而上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我们希望立足中长期去挑选具备安全边际、能带来较高的可预期收益的标的，优

化组合的收益风险结构。 

2、债券市场  

市场分析与回顾： 

  本季主要债券指数下跌，代表债券市场整体的中债综合财富指数下跌 0.35%。

分利率品和信用品看，代表利率债的中债总财富指数下跌 1.01%，代表信用债的

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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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代表长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3-5 年）指数下

跌 0.28%。含权债券方面，代表可转债的中证转债指数下跌 1.93%。从相对收益

角度，低等级短久期信用债表现最好。 

  收益率曲线分析： 

  本季各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上行，当季末，1 年期国债收益率 2.18，较上季

上行 49BP；3 年期国债收益率 2.39，较上季上行 40bp；5 年期国债收益率 2.55，

较上季上行 24bp；7 年期国债收益率 2.82，较上季上行 29bp；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 2.59，较上季上行 26bp。 

  本季国开债收益率一致上行。当季末，1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 2.19，较上季上

行 45BP；3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 2.72，较上季上行 44bp；5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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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季上行 38bp；7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 3.29，较上季上行 28bp；10 年期国开债

收益率 3.10，较上季上行 17bp。 

  本季度信用债表现整体强于利率债，季初各等级信用债利差持续走阔，但 4

月中旬均有所回落，季末有小幅抬升。 

  未来展望： 

  国内制造业修复快速修复，6 月 PMI 反弹 0.3 个百分点到 50.9%，超市场

预期。其中新出口订单低位回升，而内需订单下滑，结合 EPMI，目前内需疫后

反弹可能已告一段落进入常态。从高频数据看，目前下游需求有所走弱。6 月下

旬工业价格小幅下滑，水泥和钢材市场需求明显减弱，库存攀升，按照部分行业

卖方的说法，下游正从旺季+赶工切换至淡季+无赶工的组合，需求落差较一般的

季节性变化更大。端午旅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均较今年五一假期同比下滑更多，疫

情一有波动，老百姓出门意愿明显下降。截止 7 月初，月末仍有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但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经济重启受阻。美国新增病例近期创了新高，连续几天

新增病例超过 4 万，至少 29 州出现新冠疫情反弹，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

斯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三个人口最多的州。从一些高频指标上看，疫情对经济的拖

累已逐渐开始展现，目前已有至少 11 个州暂停或推迟了重启计划。 

  政策方面，6 月 28 日央行召开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从整体表述上

看，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可能是货币政策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放到

更加突出的位置，换句话说可能更有节制（目标由“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添为“支

持实体经济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去掉了此前的“逆周期”

表述，同时增加“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表述），结合此前国常会的表述，对前期过

度宽货币的纠正已经在 5 月至今央行态度中表现出来了，此处可能更多指宽信用。 

  投资策略： 

  6 月底跨季结束资金转松，DR007 依旧维持在 2.1%附近，但 DR001 快速下

行到 1%。6 月下旬判断“货币政策转松概率要大于转紧概率”，后续持续关注央行

对资金的态度，包括上次国常会布置以后在这几周是否降准。结合央行近期轮番

表态，只能说明针对疫情的超常规无底线宽松不太可能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一

定会转为收紧。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央行刚发表完鹰派表态后就下调再贷款和

再贴现利率并不是政策前后不一致。 

  具体到债券市场，短期可以关注国内外复苏受阻共振，以及对货币政策过于

悲观的预期回摆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中期来看，虽然仍存不确定性，但最近

几个月外需表现较强，好于此前预期。但国内这边制造业和投资迅速修复后，目

前内需有放缓迹象，疫后反弹可能暂时告一段落。如果 7-8 月经济数据有所回落，

可能会有一定机会，但突破前低可能比较难。 

3、货币市场  

市场分析与回顾： 

  4 月货币政策回顾 

  4 月 3 日，央行决定对农信社、农商行、部分城商行等定向降准 1 个百分点，

同时自 4 月 7 日起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0.72%下调至 0.35%。 

  4 月 15 日，央行开展 1000 亿元 MLF 操作，调降 1 年期操作利率 20BP，5

年期下调幅度 10BP。 

  4 月 20 日，央行公布 4 月 LPR 报价,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报价分别为 3.85%

和 4.65%，较 3 月分别下调 20 基点和 10 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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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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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95%，3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7%；4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1.57%，3 月为 1.96%，4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有所扩大，4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38BP，3 月为 30BP。 

  5 月货币政策回顾 

  5 月 14 日，央行缩量续做 MLF，维持利率不变。 

  5 月 20 日，央行公布 5 月 LPR 报价，1 年期和 5 年期以上报价分别为 3.85%

和 4.65%，与 4 月持平。 

  5月 26日，央行在暂停多日后重启 100亿元 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2.20%

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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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R007 利

率平均为 1.95%，4月R007利率平均也为 1.95%；5月DR007利率平均为 1.60%，

4 月为 1.57%。5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继续收窄，4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

值为 38BP，5 月为 35BP。 

  6 月货币政策回顾 

  6 月 1 日，央行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分别支持小微贷款延期

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6 月 15 日，央行缩量续作 MLF，连续两个月维持利率不变。 

  7 月 1 日，央行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其中，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

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调整后，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

贷款利率分别为 1.95%、2.15%和 2.25%。再贴现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2%。

央行还下调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 0.5 个百分点。 

  央行动作不多，政策信号嘈杂，6 月资金面继续收紧。6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34%，5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1.95%；6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06%，5 月为

1.60%。6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较 5 月降低，6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28BP，5 月为 35BP。 

  货币政策展望： 

  二季度以来流动性整体呈收紧态势，尽管 4 月初央行调降 IOER 利率被市场

解读为打开资金利率的下行空间，但 4 月末以后，资金面明显收紧，央行宽松操

作减少，5 月 MLF、OMO 利率均持平于 4 月；6 月初，央行创设直达实体的货币

政策工具，支持小微贷款，MLF 利率继续持平；7 月 1 日，降低再贷款再贴现利

率，除此以外宽松操作并不多。 

  政策信号比较嘈杂，5 月 22 日两会召开，政府工作报告点名“综合运用降准

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推动利率持续下行”；6 月初，银监会指导压降结构性存款，打击资金空转；6 月

17 日国常会再提“降准”；18 日陆家嘴论坛领导讲话又强调“防风险”和“货币政策退

出问题”；月末，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货币政策定调， 一方面，添加

了“坚持总量政策适度”的表述，但较一季度危机模式的表述，更强调结构性货币

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效果，表述更加节制。 

  信号多变，疫情反复，二季度债市波动剧烈。但环顾当前背景，经济只是环

比改善，基建和房地产依然引领投资，制造业投资、消费仍然较弱，5 月 31 个大

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上升至 5.9%，因此整体“稳企业保就业”的压力仍然是在

的。如果以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就业”为政策阈值，当前仍然没见到改善，而就

业与收入是后续汽车、地产、投资和消费继续回升的基础，因此政策的重点仍然

是不变化的，宽松的身段、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依然比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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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嘴论坛上领导纷纷强调防风险和政策退出，首先是考虑 2020 年既是十

三五收官之年，也是三大攻坚战收官之年，所以讲话更侧重防风险，突出金融领

域的目标职责；其次，前期 4 月资金利率比较低的时候，出现了套利和“资金空转”

问题，另外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背景下贷款质量下滑，银行又要响应号召延期还

本付息，扩大小微信用贷款，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正在上升，这些领域的风险上

升，意味着在宽松稳增长的同时，必须同时兼顾防风险的诉求。另一方面，发言

所处的视角比较长期，意在体现政府对大规模刺激难以退出和后遗症的反思，符

合论坛本身探讨政策而非制定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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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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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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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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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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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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