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7 月 21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德邦量化优选 A 167702 1.1035 1.1035 

德邦量化优选 C 167703 1.0994 1.0994 

德邦优化 770001 0.9143 1.7143 

德邦大健康 001179 0.9866 0.9866 

德邦福鑫 A 001229 1.1153 1.1153 

德邦福鑫 C 002106 1.1076 1.1076 

德邦鑫星稳健 001259 0.9704 0.9704 

德邦鑫星价值 A 001412 1.0870 1.0870 

德邦鑫星价值 C 002112 1.0774 1.0774 

德邦多元回报 A 001777 1.3143 1.3143 

德邦多元回报 C 001778 1.1056 1.1056 

德邦新回报 003132 1.1408 1.1408 

德邦稳盈增长 004260 1.0185 1.0185 

德信 A 167701  1.1061 1.2077 

德信 C 167704 1.1050 1.2066 

德邦纯债 A 000947 1.0528 1.0528 

德邦纯债 C 002113 1.0599 1.0599 

德邦新添利 A 001367 1.0458 1.1648 

德邦新添利 C 002441 1.1714 1.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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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7 月 21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德邦纯债 18个月定

开债 A 
001652 1.0024 1.0024 

德邦纯债 18个月定

开债 C 
001653 0.9962 0.9962 

纯债 9个月定开债 A 002499 1.0231 1.0331 

纯债 9个月定开债 C 002500 1.0180 1.0280 

纯债一年定开债 A 002704 0.9854 0.9854 

纯债一年定开债 C 002705 0.9810 0.9810 

德邦景颐 A 003176 1.0254 1.0254 

德邦景颐 C 003177 1.0237 1.0237 

德焕 9个月定开债 A 003097 0.9810 0.9810 

德焕 9个月定开债 C 003098 0.9777 0.9777 

德景一年定开债 A 003469 1.0083 1.0083 

德景一年定开债 C 003470 1.0055 1.0055 

德邦锐璟 A 003902 1.0215 1.0215 

德邦锐璟 C 003903 1.0200 1.0200 

德邦锐乾 A 004246 1.0067 1.0197 

德邦锐乾 C 004247 1.0064 1.0184 

德邦群利 A 003420 1.0099 1.0099 

德邦群利 C 003421 1.0084 1.0084 

德邦锐祺 A 004425 0.9962 0.9962 

德邦锐祺 C 004426 1.0255 1.0255 



 

 

  

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7 月 21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德邦德利 A 000300 1.2192(每万份收益) 3.900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德利 B 000301 1.2825(每万份收益) 4.138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如意货币 001401 1.0268(每万份收益) 3.968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 A 002240 0.9838(每万份收益) 3.999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 B 002241 1.0499(每万份收益) 4.239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现金宝 A 003506 0.4532(每万份收益) 1.410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现金宝 B 003507 0.5192(每万份收益) 1.665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弘利 A 004515 0.9702(每万份收益) 1.793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弘利 B 004516 1.0420(每万份收益) 2.031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货币 511760 0.3029(每百份收益) 0.9160(七日年化收益) 



 

一 周 概 述 

一 周 市 场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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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名称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0.27 上证指数 0.48 

纳斯达克指数 1.19 深证成指 -0.60 

标准普尔 500 指数 0.54 沪深 300指数 0.69 

英国富时 100 指数 1.01 中证 500指数 -0.04 

东京日经 225 指数 -0.09 创业板指 -3.18 

香港恒生指数 1.20 上证 B指 -0.05 

香港国企指数 0.55 上证基金 0.32 

国内/外要闻： 

 继续按兵不动 欧央行不设定 QE调整日期 

 涨幅巨大业绩喜人 亚洲科技股获资金青睐 

 澳洲联储 7 月纪要：对全球经济充满信心，澳元升值

不利转型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6.9% 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政策暖风+景气回升 非银金融再度崛起 

 习近平：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上周市场表现： 

上周上证指数出现高位震荡，但最终实现连续第五周上涨，各大指数中中证 500 指数震幅尤其偏大，

周一大跌 4%，然后持续四天回升完全填补跌幅。板块来看，以煤炭、有色为代表的周期股大幅上涨，替代

了上半年一直强势的白马蓝筹，市场风格出现了较大变化，动力来自上半年经济偏好和资源品价格上涨。

全周上证指数微升 0.48%，深圳成指微跌 0.60%，创业板指数继续大跌 3.17%。 

 

  

 

德邦基金观点摘要： 

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及 2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经济增长显著好于预期。但是上周一较好经济数据

出台的同时，却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股市波动，显示出股市的脆弱性。上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市场对

公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目前，各方对于我国杠杆率偏高是有共识的，中央也将降杠杆作为五大任务之一，

只有切实将杠杆率降下来，才能真正防住金融风险。经济偏好给降杠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预计下半年这方

面只会紧不会松。 

 



 

宏观经济分析 

  

国内/外要闻：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6.9% 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延续稳中向好势头，中国经济交出优秀的年中成绩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同比增长 6.9%。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 6.9%，二季度 6.9%。国家统计新闻发言人邢志宏表示，上半

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概括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稳、

好、优。 

政策暖风+景气回升 非银金融再度崛起 

在经过了本周一和本周二的两天休整之后,周三非银行金融板块再度崛起,上涨 3.56%,仅次于煤炭和有色金

属行业,位居第三名;其中,证券子行业昨日上涨 6.25%,可见券商股是昨日的上攻主力。 

习近平：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7月 17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改善

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继续按兵不动 欧央行不设定 QE 调整日期 

欧央行在 20日结束的议息会议之后决定，维持利率以及资产购买规模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欧央行行长德

拉吉表示，欧央行委员一致同意不设定量化宽松措施（QE）调整日期。该央行仍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涨幅巨大业绩喜人 亚洲科技股获资金青睐 

今年以来，亚洲科技股表现突出。数据显示，一些来自机构的资金也青睐该板块。分析人士指出，业绩向

好是支撑该板块股价走强的主要原因，近期的突出例子就是三星电子等公司最新公布的上季度业绩远好于预期。 

澳洲联储 7 月纪要：对全球经济充满信心，澳元升值不利转型 

澳洲联储在 7月 18日(周二)北京时间 09:30公布了 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在纪要中，澳洲联储对经济前

景的看法变得更加乐观，称劳动市场改善、公共投资增强以及家庭消费升温，但澳洲联储 7 月会议纪要显示，

决策者仍然警惕就业与房屋市场面临的风险，表明他们不急于在近期升息。 

 

http://forex.jrj.com.cn/list/yanghangdt.shtml
http://news.fx678.com/news/currency/index.shtml


 

一周市场回顾 

    

  

全周上证指数微升 0.48%，深圳成指微跌 0.60%，创业板指数继续大跌 3.17%。 

债券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 

上周央行进行 7 天逆回购 5,000 亿元，14 天逆回购 2,100 亿元。同时有 2,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395 亿元

MLF 到期。上周合计，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及 MLF投放整体合计投放 4,705元。 

上周央行单周净投放规模较大，达 4,705 亿元，主要是为了对冲上周缴准缴税的时点性因素影响。从央行

自跨半年末以来的操作看，基本也与金融工作会议思想以及央行货币政策报告相一致，体现货币政策中性稳健、

不紧不松的态度。 

资金面： 

上周资金面整体均衡偏紧，资金利率先上后下。前半周受缴准和缴税资金流出影响，资金利率明显上行，

后半周随着央行的持续投放对冲缴准缴税影响，资金利率逐渐回落。 

全周来看，上周五时，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隔夜品种上行 14个 BP收在 2.74%；七天品种上行

16 个 BP在 2.91%。跨月 14 天品种上行 60个 BP收在 3.44%，1个月品种下行 4个 BP收在 3.83%。 

利率债方面：  

一级市场看，上周利率债招标结果整体尚可。从需求看，上周利率债招标全场倍数多在 3-6 倍之间，整体

需求较好。从中标利率看，除周二国开中标利率明显高估值外，其余利率债招标大多低于估值。 

二级市场看，上周利率债收益率曲线总体上移，曲线形态有陡峭化趋势。 

上周资金面整体均衡偏紧，叠加 GDP 数据超预期，整体利空市场。但央行对资金面呵护明显，周三后更是

通过大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使市场对流动性的预期整体仍较好。利率债收益率因而持续震荡，全周看小幅上

行。 

全周来看，利率债短端 1Y以内品种收益率下行明显，主要还是受到资金面整体均衡，以及央行持续投放流

动性，市场对资金面整体预期较好的影响；7Y 以上品种收益率有所上行，主要还是基本面利空因素的推动，市

场对未来经济走势出现分歧。总体来看，利率债收益率曲线出现陡峭化趋势。 

具体来看，上周五时，1年国债较之前一周加权下行 5个 BP，收在 3.40%；10年国债加权上行 2个 BP，收

在 3.58%。1年国开加权下行 9个 BP，收在 3.69%；10年国开加权上行 1个 BP，收在 4.18%。 

信用债方面： 

一级市场看，上周非金融企业信用债合计发行 1,720 亿元，总发行量较先前一周继续小幅增长；偿还规模

约 1,159 亿元，净融资额约 561 亿元。从需求看，上周信用债全场倍数大多近 2 倍，整体需求较好。从中标利

率看，中标利率继续有所下行，部分高收益债一二级市场收益率出现小幅倒挂。 

二级市场看，上周信用债收益率总体小幅震荡，变动幅度不大。具体来看，短端 9M以内品种受资金面扰动

影响有较明显上行；其余品种看，长久期、低评级的高收益债整体表现较好，收益率有所下行。期限利差、信

用利差仍有小幅收窄，但变动不明显。 

上周无论一级还是二级市场，高收益债收益率均下行更明显；高评级短久期品种收益率变动不大，周内一

度小幅反弹。反映目前市场机构策略较为一致，主要采取杠杆策略套息。目前看，央行货币政策中性稳健，市

场对资金面的预期整体仍较好；而 AA品种 1-3 年期限信用债收益率处在 4.8%-4.9%的区间内，仍有一定的套息

空间存在。机构尤其是负债端稳定的机构倾向于采取杠杆策略套息，推动高收益债收益率继续小幅下行，带动

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小幅收窄。 

 



 

德 邦 视 点 
 

 

股票市场 

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及 2 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经济增长显著好于预期。2 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9%，与 1

季度持平；上半年实现 GDP 增长 6.9%，远好于预期的 6.7%和全年目标 6.5%。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 7.6%，比 5月份加快 1.1个百分点；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6%，增速与 1-5月份持平；

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1.0%，比 5月份加快 0.3个百分点。2季度 GDP及 6月份工业、投资、

消费、进出口增长均超预期，通胀走势温和，企业盈利显著改善。已经有机构乐观认为，出现了设备投资扩张和制

造业投资增长为标志的朱格拉周期回升趋势，反映出经济内在动能正在修复。虽然我们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周期

性质，但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外需环境改善，将支持中国出口继续改善，进而带动国内制造业生产和投

资回升，另一方面，国内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无效或低效供给进一步出清，市场供大于求状况

持续改善，有助于主要工业品价格水平维持在相对高位，使企业盈利继续维持在改善区间，从而促进制造业投资增

长。海内外研究机构已经依据上半年经济表现，纷纷上调我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但是上周一较好经济数据出台的同时，却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股市波动，显示出股市的脆弱性。上周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闭幕，市场对公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一个共同观点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地位十分突出，这或许正是股市波

动的诱因。经济向好更加确定了，防范金融风险政策出台和措施落实的空间也就更大了，股市作为最敏感的市场，

率先做出反应是极其正常的。从金融工作会议通稿来看，全文出现“风险”29 次，“监管”22 次，“稳”14 次，突

显了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是主动防范缓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监管

方式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金融的风险来自杠杆，杠杆率过高是诱发一切金融风险的本源，实体、

居民乃至政府杠杆率过高，一旦风险暴露就将传导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而金融机构原本就是杠杆经营，杠杆过

高又加大脆弱性，难以承受来自市场的损失冲击。目前，各方对于我国杠杆率偏高是有共识的，中央也将降杠杆作

为五大任务之一，只有切实将杠杆率降下来，才能真正防住金融风险。经济偏好给降杠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预计

下半年这方面只会紧不会松。 

 

债券市场 

资金面看，从央行自 5 月跨半年末以来的操作看，货币政策的确是中性稳健不紧不松，基本与金融工作会议思

想与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一致。市场对资金面的预期整体也较为乐观。监管方面看，金融工作会议多次强调防

范风险与加强监管，未来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仍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经济基本面看，6 月份目前公布的经济数

据整体反映经济韧性较强，拐点未至。 

而从市场情况看，在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回复到去年牛市结束前夕水平的情况下，由于套息空间存在、资金面

预期乐观等因素，机构普遍采取杠杆策略，高收益率债收益率继续被推动小幅下行，一二级市场高收益债收益率出

现小幅倒挂的情况。从质押式回购成交量增速看，机构杠杆上行也较为明显。 

但在经济拐点似乎未至，监管存在不确定情况下，对未来市场仍有防范风险的必要。 

 



 

 

 

从短期来看，市场是一家投票计算器。但从长期看，它是一架称重器。 

——-巴菲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