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6 月 17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德邦优化 770001 0.8751 1.6751 

德邦新动力 A 000947 1.0336 1.0336 

德邦新动力 C 002113 1.0203 1.0203 

德邦大健康 001179 0.7483 0.7483 

德邦福鑫 A 001229 1.0435 1.0435 

德邦福鑫 C 002106 1.0415 1.0415 

德邦鑫星稳健 001259 1.0004 1.0004 

德邦鑫星价值 A 001412 1.0046 1.0046 

德邦鑫星价值 C 002112 1.0021 1.0021 

德邦新添利 A 001367 1.0596 1.1186 

德邦新添利 C 002441 1.4893 1.4893 

德邦多元回报 A 001777 1.0422 1.0422 

德邦多元回报 C 001778 1.0401 1.0401 

德邦德信 167701 1.101 1.203 

德信 A 150133 1.043 1.127 

德信 B 150134 1.237 1.380 

德邦纯债 18个月定

开债 A 
001652 1.0112 1.0112 

德邦纯债 18个月定

开债 C 
001653 1.0091 1.0091 

纯债 9个月定开债 A 002499 1.0074 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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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6 月 17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纯债 9个月定开债 C 002500 1.0065 1.0065 

纯债一年定开债 A 002704 0.9999 0.9999 

纯债一年定开债 C 002705 0.9997 0.9997 

德邦如意货币 001401 0.6390(每万份收益) 2.216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德利货币 A 000300 0.5256(每万份收益) 2.620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德利货币 B 000301 0.5893(每万份收益) 2.854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货币 A 002240 0.6192(每万份收益) 2.240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货币 B 002241 0.6894(每万份收益) 2.5070(七日年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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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 市 场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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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市

场

表

现 

指数名称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1.06 上证指数 -1.44 

纳斯达克指数 -1.92 深证成指 -1.30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0.86 沪深 300指数 -1.70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1.55 中证 500指数 -0.99 

东京日经 225 指数 -6.03 创业板指 -2.91 

香港恒生指数 -4.15 上证 B指 -2.68 

香港国企指数 -3.92 上证基金 -0.13 

国内/外要闻： 

 A股闯关 MSCI倒计时 资金窗口或在明年 

 5月数据揭示：供给侧改革效果初现 

 生态链待完善 互联网金融创新突围 

 港股反弹四周 权证资金流出套现 

 脱欧公投倒计时 避险资产获热捧 

 外资持续逃离 日股前景面临大考 

上周市场表现： 

上周市场起伏跌宕，周一忽发大跌，周三又强势反弹收复大部分跌幅，但是各大指数均跌破 60日均线，

势头转弱。MSCI未将 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但总体影响有限。 

德邦基金观点摘要： 

5 月经济与金融数据上周已经公布完毕，经济偏弱，金融数据也多数不理想，股市的基本面偏差再获验证。

周末证监会公布了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前期相关的传闻获得证实。新规旨在加强曲线借壳监

管，势必对目前持续高烧的小市值、高估值板块炒作的起到降温作用，中长期目标是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

资理念，让市场重新建立起合理的估值体系。技术上，指数上档面临季线和半年线等重要均线反压。 



 

宏观经济分析 

  

国内/外要闻： 

A 股闯关 MSCI 倒计时 资金窗口或在明年 

6 月 15 日凌晨，A 股是否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将正式揭晓。“不过，一旦纳入 MSCI 成行，初期 5%纳入

比例将基本确定，预计海外资金开始流入时间为明年上半年，预计将为 A股市场带来 450亿元美元增量。 

5 月数据揭示：供给侧改革效果初现 

国家统计局 13日在国新办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5月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这是时隔五年半，统计

局再度恢复月度新闻发布会。 

生态链待完善 互联网金融创新突围 

先后经历野蛮生长、问题爆发和严厉整治等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如何健康发展受到广泛关注。近日，多

家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问题丛生，但市场对互联网金融的需求仍然旺盛，亟需通过有效

监管和引导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港股反弹四周 权证资金流出套现 

恒指上周继续反弹，为连续第四周收涨，上周二再次创下近 200 点的上升缺口，随后刷新了此轮反弹新高

至 21352点，并于 21200点至 21400点之间整固。 

脱欧公投倒计时 避险资产获热捧 

随着各界对英国可能“脱欧”担忧升温、美联储加息前景不定以及全球经济放缓担忧刺激全球避险情绪急

剧升温，资金开始从股市转向债市和黄金等避险资产。 

外资持续逃离 日股前景面临大考 

机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由于对日本经济前景以及“安倍经济学”不看好，海外投资者持续撤离日

本股市，引发市场波动。在日元走强的影响下，明显跑输其它发达市场股市的日本股市已经出现熊市前兆，今

年以来已经下跌 15%。 



 

一周市场回顾 

    

  

股票市场 

上周市场起伏跌宕，周一忽发大跌，周三又强势反弹收复大部分跌幅，但是各大指数均跌破 60日均线，势

头转弱。MSCI 未将 A 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但总体影响有限。6 月已成名副其实的多事之

月，下周英国脱欧公投在即，证监会周末出台新规全面加强资产重组监管，市场面临很多变数。全周各大指数

都小幅下行，上证指数下跌 1.44%，深圳成指下跌 1.30%，创业板指数下跌 2.91%。 

 

债券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 

公开市场方面，上周央行照例开展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总规模为 2100 亿，中标利率持平于 2.25%；而上

周逆回购到期 1050亿，据此计算，央行公开市场当周实现 1050亿资金净投放，前周为净回笼 1750亿元。此外，

央行于上周四开展了 800亿元 3个月期的国库现金定期存款操作，中标利率 2.75%，低于上次的 3.20%。 

资金面： 

资金利率除跨季品种之外，上周银行间质押式回购价格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其中 7 天品种略有下行；成交

量方面，除跨季品种外，其他品种成交量均有所下降，其中隔夜回购的成交量降幅最大。 

一级市场方面： 

上周一级市场共计发行 723 款固定收益类产品，发行规模显著扩大。利率债方面，一级市场发行受交易日

恢复和地方债带动而环比回升，新债配置热情高涨，中标利率全线低于市场预期。发行方面，地方债放量推动

加上交易日恢复常态，上周整体新债发行回升至 4662 亿元；而在成交方面，政金债和国债的中标利率均低于预

期，并且长短端品种认购倍数均走高，较此前部分回暖。 

信用债一级市场发行规模回升，但中票和公司债净融资收窄。上周新债供给 1482亿，但到期量走高压缩净

融资回落至 321亿。按发行结构来看，1）短融发行规模环比新增 586亿，且发行主体集中在公用事业（218亿）

和综合行业（143亿），采掘（38亿）和钢铁（16亿）等过剩行业供给收窄，但短融发行整体偏低，到期压力不

减，仍呈净融出；2）中票和公司债则受发行量收窄，净融资回落；3）上周企业债中，主要供给品种仍向城投

倾斜。不过，一级市场虽回暖，但主要受交易日恢复影响，对比日均发行量来看，上周反而环比下滑 18%至 296

亿，表明一级市场发行意愿修复偏弱。 

二级市场方面： 

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下行，银行间总量和活跃个券成交部分回暖，市场交易情绪较此前有所改

善。1）一方面，密集公布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反应宏观基本面仍旧较为疲弱，实体缺乏内在的动力，通胀对于货

币政策的压力也在进一步释放；2）虽然6月底面临MPA考核，但考虑到机构已开始提前备付资金，央行态度也继

续彰显对流动性的呵护，此前由于时点的流动性问题导致的市场担忧情绪出现缓解；3）外围方面，随着英国退

欧公投时点临近，全球资本市场的避险情绪快速上升，有利于债券的表现；再加上周四美联储暂缓加息进程，

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压力暂时缓和。 

信用债二级市场：各品种不同等级曲线均下行，但品种间信用利差存在分化。行情回暖，归结于：1）经济

和金融数据表现实体内生增长动能仍缺乏动力，且CPI回落对债市扰动阶段性释放，利好利率品走势同时，信用

品种亦受提振；2）外围避险情绪及联储货币政策维持，拉动交易热情。而6月扰动因素虽叠加，但资金面维持

宽裕，仅个别品种波幅扩张，然而上周却呈现中等久期品种收益率率先下行，短端修复整体有限。 



 

德 邦 视 点 
 

 

  

股票市场 

5 月经济与金融数据上周已经公布完毕，经济偏弱，金融数据也多数不理想，股市的基本面偏差再获验证。供

给端，5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6.0%，较 4 月走平，当月工业增加值季调环比增速为 0.45%，虽较 4 月微

幅回升，但创下 11年以来同期新低。需求端，5月社消名义增速 10.0%，限额以上增速 6.5%，均较上月回落。5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7.5%，较 4月的 10.1%大幅下滑；三大类投资增速全面回落，其中，产能过剩、有效需

求不足令制造业投资增速创历史新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由 4 月的 4.3%降至 1.0%，再创历史新低； 5 月

出口同比-4.1%，进口同比-0.4%，实现贸易顺差 499.8 亿美元。金融数据，5月新增信贷 9855亿元，环比和同比分

别多增 4300亿元和 850亿元，整体规模远超市场预期；但当月社融新增 6599亿元，同比与环比分别少增 5798亿元

和 911亿元。企业债融资和未贴现承兑汇票的双双负增长拖累整体规模。M2增速较上月下降 1个百分点至 11.8%，

增速已连续两个月下滑。五月外储下降 279亿，余额降至 2011年 12月以来新低，当月热钱流出预计 700亿美元。 

周末证监会公布了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前期相关的传闻获得证实，将是影响下周市场的重要因

素。新规旨在加强曲线借壳监管，降温已经持续了一年半过于火爆的壳资源炒作，打击高发的资产重组内幕交易。

势必对目前持续高烧的小市值、高估值板块炒作的起到降温作用，中长期目标是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理念，让

市场重新建立起合理的估值体系。新规有几项修定极具威力，首先是除原有的总资产 100%变更外，再加营业收入、

净利润、净资产及对价股份占交易前总股本等四项，五项指标任一指标 100%变更都构成借壳，另即使五项指标变更

都未超 100%，但证监会认定主营业务变更同样构成借壳，都等同 IPO标准审核。这大大增加了资产重组规避借壳的

难度。其次是，明确借壳不得募集配套资金，意味着必须现金收购资产，原来的定向增发收购资产的惯用模式将无

法施展。第三是，借壳关联方的锁定期延长，除上市公司新老控股股东锁定 36个月外，借壳交易新进入的的其他股

东锁定期延长 12个月到 24 个月，意味着定增股份也需要锁定二十四个月。另外，上市公司或其实际控制人三年内

有违法违规行为或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不得卖壳，据统计有 30多家壳公司直接被此新规打入冷宫。 

技术上，指数上档面临季线和半年线等重要均线反压。 

 

债券市场 

从影响市场走势的核心因素来看，短期偏空因素逐渐占据上风，债券收益率短期内或将面临一定幅度调整。 

首先，本周中，英国即将对退欧进行公投。从目前民调来看，支持脱欧略占多数，但领先优势不是十分明显，

在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下，脱欧、留欧和难产的结果皆可能出现，故需提前防范。 

其次，季末临近，叠加 MPA考核及可转债申购等不利因素来袭，宽松的资金面料将逐步收紧，资金利率亦可能

随行就市走升，这些将给债券市场带来一定不利影响。不过，未来市场走势还需考虑一项重大因素——央行的态势。 

总之，央行态度对市场很重要，不仅决定季末资金利率走势，还将为未来流动性状况定调，故需着重关注季末

央行操作动态。 



 

 

 

理财市场是有经验的人获得更多金钱，有金钱的人获得更多经验的地方! 

——朱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