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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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一、产品基本概况  

   

产品名称  中金光辉岁月纯债型养老金产品 

产品代码  ZJCc01 

产品起始投资日期  2015-03-05 

投资管理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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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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805,316,31

7.02 

1,879,381,19

5.32 

1,376,640,19

7.79 

1,418,976,51

6.23 

1.31

14 

1.32

45 

18,516,13

4.67 
1.00 2.91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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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0,223.96 0.37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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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0,987.56 0.59 

清算备付金  16,753,255.64 0.89 

应收证券清算款  4,188,778.14 0.22 

其他  - - 

固定

收益

类资

产  

一年期以上银行存款  180,000,000.00 9.58 

121.47 

一年期以上中央银行

票据  
- - 

一年期以上国债  21,120,000.00 1.12 

一年期以上政策性、

开发性银行债券  
369,316,000.00 19.65 

金融债  201,680,000.00 10.73 

企业（公司）债  361,497,600.00 19.23 

短期融资券  230,075,000.00 12.24 

中期票据  363,861,000.00 19.36 

可转换债  92,850,757.77 4.94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  
68,264,930.00 3.63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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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交易所资

产支持证券  
- - 

资产支持票据  - - 

债券基金  285,313,318.72 15.18 

信托产品  50,894,970.88 2.71 

债权投资计划  58,000,000.00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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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7 

其他  42,608,715.52 2.27 

负债  
债券正回购  -482,596,973.92 -25.68 

-25.80 

其他  -2,367,368.95 -0.13 

合计  1,879,381,195.3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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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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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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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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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易方达裕

祥回报  
002351  41,673,625.51  69,386,586.47  3.69  

2  

招商安华

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

金  

008792  50,163,270.18  53,669,682.77  2.86  

3  

鹏华可转

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

基金  

010964  33,356,059.87  41,461,582.42  2.21  

4  
天弘增强

回报 E  
009735  32,746,623.00  39,361,440.85  2.09  

5  
华商可转

债债券 C  
005284  16,477,752.22  27,554,097.26  1.47  

6  
东方红聚

利 C  
007263  21,028,322.50  25,940,538.64  1.38  

7  
富国可转

债  
100051  10,313,278.90  23,101,744.74  1.23  

8  现金添富  511980  103,839.00  10,391,895.60  0.55  

9  
泓德裕康

债券 A  
002738  3,818,791.89  4,837,645.57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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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宝添益  511990  6,488.00  649,091.96  0.03  

债券  

1  21 国开 10  210210  1,700,000.00  172,703,000.00  9.19  

2  

21 中国银

行永续债

01  

2128019  1,000,000.00  100,320,000.00  5.34  

3  20 能源 01  163192  750,000.00  74,220,000.00  3.95  

4  20 国开 15  200215  700,000.00  72,135,000.00  3.84  

5  21 国开 05  210205  700,000.00  72,058,000.00  3.83  

6  18 国开 10  180210  500,000.00  52,420,000.00  2.79  

7  

20 中国银

行永续债

03  

2028053  500,000.00  51,360,000.00  2.73  

8  
21 锡产业

CP001  
042100148  500,000.00  50,065,000.00  2.66  

9  20 银河 S2  163838  500,000.00  50,000,000.00  2.66  

10  21 福投 01  149341  400,000.00  40,464,000.00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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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信托

赢创 1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3 年  5.88  24,937,500.0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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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安信托

赢创 1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3 期  

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3 年  5.88  15,960,000.00  0.85  

3  

中信信托

山西国资

贷款集合

资金信托

计划  

中信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5 年  5.21  8,000,000.00  0.43  

4  

平安信托

-宏泰 61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二期）  

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3 年  5.45  1,000,000.00  0.05  

5  

平安信托

首开 3 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平安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2 年  5.76  997,470.88  0.05  

债权投资计

划  

1  

生命资产

-京投不

动产债权

投资计划

(二期)  

生命保险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 年  4.34  42,000,000.00  2.23  

2  

生命资产

-保利佛

山不动产

债权投资

计划(二

期)  

生命保险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 年  4.20  10,000,000.00  0.53  

3  

中意-大

连东港绿

城商业不

动产债权

投资计划

(二期)  

中意资产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 年  5.02  4,000,000.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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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安-昆

明轨交基

础设施债

权投资计

划（七期）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5 年  5.12  2,000,00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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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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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上演 A 型行情，量能方面先增后减，市场进入万亿新常态。盘面看，

7-8 月份周期及能源板块占主导，9 月份大盘股整体小幅回暖。市场整体波动率加

大，日内波动加剧。境外方面，中美关系出现缓和信号，欧美 CPI 仍处在高位。

国内，三季度基金持仓公布或带来新轮动。“能源风口”机会或仍有延续性。跨周

期视角关注三季报业绩向好企业、四季度边际向优企业。技术面上，看好节后企

稳向上。 

  投资回顾： 

  三季度，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上下游分化、消费偏弱特征突出。在汛情

和疫情的影响下，消费端仍维持疲弱态势；而生产端则受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和能耗双控政策影响而出现降速。流动性层面，三季度以来市场的流动性一直保

持较为宽裕的状态，而信用事件和政策预期也推动了更多资金入市。整体上看，

市场对经济增长下行已有所共识，但由于支持性政策仍然没有明确的方向，使得

三季度末市场表现疲弱，前期涨幅较高的成长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而上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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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板块则在供需偏紧的推动下大幅上涨。 

  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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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持续关注影响市场的因素，包括：1、经济增长动能走弱叠加局部疫情反复，消费

板块增长承压；2、原材料涨价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经济滞胀担忧增加；3、个

别地产开发商的违约问题蔓延，市场风险偏好阶段性下行。 

  市场展望： 

  展望下阶段，市场在等待政策明确的期间表现相对平淡，流动性将保持相对

宽松，控节奏、稳收益是当前的关注重点。在经济下行和上下游分化加大的背景

下，政策的方向性将会逐渐清晰，有助于市场在周期板块走向、政策托底力度、

产业支持方向等关键问题上形成一致预期。 

  短期维度，在政策方向出现明确信号前，市场增长将持续承压，市场亦缺乏

明显的主线。科技成长类赛道存在较大的估值压力，消费相关板块受消费数据疲

弱影响而增长受限，原材料板块则在几轮大涨后透支了较多的预期。 

  中期维度，科技成长板块产业逻辑坚实、盈利周期向上、政策支持明确、流

动性环境也有望持续提供估值支撑，我们建议关注相关政策对产业发展逻辑的重

构，跟踪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仍受政策利好的板块，把握部分优质公司因股价

调整所出现的配置机会；同时，消费类板块调整幅度已经较大，伴随市场消化对

于消费数据的悲观预期以及政策有望辨明方向，消费板块相关核心股票在股价调

整后存在逢低配置的机会；部分前期大涨、与供给侧逻辑相关的原材料板块，可

能要关注股价已透支较多预期而波动加大的风险。 

  整体上看，股票市场估值趋于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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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债券市场  

市场分析与投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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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分利率品和信用品看，代表利率债的中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2.02%，代表信用债的

中债信用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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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代表长久期债券的中债综合财富（3-5 年）指数上

涨 1.48%。含权债券方面，代表可转债的中证转债指数上涨 6.81%。从相对收益

角度，可转债表现最好，利率债次之，信用债最差。 

  投资策略 

  年内来看，国内债市的交投逻辑主要盯住央行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

资金面利率走势以及公开市场操作进行跟踪，从最近跟踪下来的央行官方表述，

预计资金面波动率降低，央行会在关键时点进行维稳市场的流动性投放操作。从

国内经济基本面角度，消费疲弱，中小企业承压于上游价格高企，若收紧货币政

策，有悖于共同富裕和“增加小微贷款”的政策精神。因此，货币政策收紧的风险

较低。需要关注的是，外围经济体货币政策退出 QE 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的

制约，以及持续高企的 PPI 向下游传递的风险。整体而言，经济基本面呈现出类

似滞胀的格局，制约利率下行空间。 

  综上，维持适度的套息仓位，寻找具有性价比的品种，是 4 季度的关键。在

稳货币的预期下，资金面整体平稳，杠杆套息的增强效应仍在，维持中性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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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息仓位。此外，精选有安全边际的品种，如前期调整较多的大行永续债，超长

端国债，骑乘券以及信用利差合适的 AAA 信用。展望后市，10Y 国债向上的空间

有限，预计在 3%会有较强的支撑，可以等待加仓时机；若期间利率要向下突破

前低，需要超预期的因素，且通胀大幅回落，目前出现的概率较低。整体而言，

在债市弱势震荡期间，可以暂时保持中性偏低的仓位，并随回调逐步加仓；考虑

到长期利率下行趋势仍在，大方向的操作思路以回调买入为主。 

  市场展望： 

  7-8 月宏观数据看出口支撑经济，内需延续下行。出口主要由于价格因素异常

强劲，但仍难以支撑疫情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带来的内需下滑。近期经济下行压力

仍较大，一方面前期的大水和疫情因素逐渐褪去以后，限电限产和能耗双控因素

出现，各省对高耗能行业严格限产，部分省市甚至还对一些商场进行缩短营业时

间、关闭非必要景观照明灯等措施，对生产端形成拖累。另一方面，房地产销售

明显走弱，9 月 30 城新房销售的高频数据相比与 2019 年出现两年平均 10%左右

的降幅，对房企下游施工形成明显制约，从近期玻璃的情况可见一斑，本作为整

条产业链最强的一个品种，但由于房企缺钱，玻璃期货已从高点大幅下跌近 20%。 

  目前来看，上中游生产端受到限制，房地产经济降温，供需双弱格局大概率

仍将持续。同时考虑到财政力量后置、基建可能适度托底，这是短期的一些有利

的因素。整体上我们觉得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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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资金面较 6 月转松。7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5%，6 月 R007 利率平均

为 2.43%；7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16%，6 月为 2.25%，7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收窄，7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9BP，6 月为 19BP。 

  8 月流动性水平相较于 7 月基本持平。8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3%，7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5%；8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15%，7 月为 2.16%。8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持平，均值为 8BP，7 月为 9BP。 

  央行 9 月流动性情况较 8 月转紧。9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37%，8 月 R007

利率平均为 2.23%；9 月 DR007 利率平均为 2.18%，8 月为 2.15%。9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明显走阔，9 月 R007 与 DR007 利差均值为 19BP，8 月为 8BP。 

  市场展望 

  在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权重上来讲，通胀因子相对淡化，央行在此前的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提到了对 PPI 以 2-3 年平均的视角来看待。当前，全球商品的通胀

高度已经超过了年初的高点，在供需失衡的局面下，短期难以看到能源品的通胀

出现明显缓和，预计通胀持续时间可能超出预期；后续需要密切关注 PPI 向 CPI

的传导。整体而言，由于内需疲弱，经济内生动能走弱，PPI 向 CPI 传导欠缺基

本面的支撑，PPI 上升带来的通胀更多可能导致滞胀。此外，虽然欧美央行近期

开始关注通胀持续上升的可能性，但是距离加息依旧很远，这也意味着“以我为主”

的稳货币可以继续维持，货币政策没有收紧的基础和必要性。 

  目前来看，上中游生产端受到限制，房地产经济降温，供需双弱格局大概率

仍将持续。同时考虑到财政力量后置、基建可能适度托底，这是短期的一些有利

的因素。整体上我们觉得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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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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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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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四季度，市场或面临通胀高企+国内经济走弱的滞胀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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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3 季度经济数据，7-8

月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为 6.4%和 5.3%，均大幅低于预期，显示经济动能仍然偏弱。

从生产端看，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两年增加值增速维持在 12%以上，但内需相

关行业受冲击较为明显：上游供给侧相关行业，以及消费类行业生产强度普跌。

因此，四季度央行收紧概率较低，整体以稳为主；但是需要关注通胀风险对货币

宽松空间的制约。 

（二）项目运行管理情况（如有）  

本产品主要投向请见上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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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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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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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