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5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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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6 1.1746 

德邦量化优选 C 167703 1.1645 1.1645 

德邦量化新锐 A 167705 0.9996 0.9996 

德邦量化新锐 C 167706 0.9994 0.9994 

德邦优化 770001 0.9809 1.7809 

德邦大健康 001179 1.1563 1.1563 

德邦福鑫 A 001229 1.1566 1.1566 

德邦福鑫 C 002106 1.1447 1.1447 

德邦鑫星稳健 001259 1.0092 1.0092 

德邦鑫星价值 A 001412 1.1380 1.1380 

德邦鑫星价值 C 002112 1.1231 1.1231 

德邦多元回报 A 001777 1.0508 1.3208 

德邦多元回报 C 001778 0.9766 1.0766 

德邦新回报 003132 1.0896 1.2276 

德邦稳盈增长 004260 0.9782 0.9782 

德信 A 167701  1.1020 1.2036 

德信 C 167704 1.0972 1.1988 

德邦新添利 A 001367 1.0292 1.1982 

德邦新添利 C 002441 1.1077 1.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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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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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002499 1.0465 1.0565 

纯债 9 个月定开债 C 002500 1.0380 1.0480 

纯债一年定开债 A 002704 1.0149 1.0149 

纯债一年定开债 C 002705 1.0072 1.0072 

德邦景颐 A 003176 1.0449 1.0449 

德邦景颐 C 003177 1.0415 1.0415 

德焕 9 个月定开债 A 003097 1.0120 1.0120 

德焕 9 个月定开债 C 003098 1.0053 1.0053 

德邦德景 A 003469 1.0092 1.0092 

德邦德景 C 003470 1.0051 1.0051 

德邦锐璟 A 003902 1.0224 1.0524 

德邦锐璟 C 003903 1.0248 1.0548 

德邦锐乾 A 004246 1.0128 1.0558 

德邦锐乾 C 004247 1.0138 1.0558 

德邦群利 A 003420 2.6327 2.6327 

德邦群利 C 003421 2.6287 2.6287 

德邦锐祺 A 004425 1.0627 1.0627 

德邦锐祺 C 004426 1.0940 1.0940 



 

 

  

旗 下 基 金 净 值 表 现（04 月 20 日） 

基 金 简 称 基 金 代 码 单 位 净 值 累 计 净 值 

德邦德利 A 000300 0.9193(每万份收益) 3.403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德利 B 000301 0.9817(每万份收益) 3.643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如意货币 001401 1.0435(每万份收益) 3.851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 A 002240 0.9605(每万份收益) 3.457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增利 B 002241 1.0263(每万份收益) 3.697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弘利 A 004515 0.5239(每万份收益) 1.9150%(七日年化收益) 

德邦货币 511760 0.3254(每百份收益) 1.6520%(七日年化收益) 



 

一 周 概 述 

一 周 市 场 表 现 

海

外

市

场

表

现 

指数名称      涨跌幅% 

      
国

内

市

场

表

现 

指数名称       涨跌幅% 

道琼斯工业指数 -0.20 上证指数 0.29 

纳斯达克指数 1.26 深证成指 0.99 

标准普尔 500指数 -0.24 沪深 300指数 0.47 

英国富时 100指数 0.87 中证 500指数 0.82 

东京日经 225指数 0.02 创业板指 0.51 

香港恒生指数 -1.17 上证 B指 -0.74 

香港国企指数 -1.46 上证基金 0.14 

国内/外要闻： 

 恒指 4月扭转跌势 能源金融股成港股“定海神针” 

 两地金融股走势持续分化 AH 股溢价指数创一年新

低 

 新股密集上市 港股迎 IPO热潮 

 证监会：合资券商允许外资控股 业务逐步放开 

 监管趋严考核渐近 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多路突

围 

 万亿国家级引导基金助力新经济发展 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规模将超 1500亿元 

上周市场表现: 

上周市场继续低位徘徊，受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两国股市都出现缩量调整。但 A 股市场

受到长期均线支撑明显，已经在 3000 点上方横盘两个交易周，结构性行情趋于活跃，生物医药、半导体、

电子等行业都涌现出颇多强势股。随着不确定因素逐渐明朗，市场将探明真正底部，年内最重要的配置机

会或将临近。经济基本面的超强韧性和结构性转好，对已经大幅回撤的市场是有力的支撑。全周上证指数

持平，深圳成指微升 0.99%，创业板指数微升 0.51%。 

 

德邦基金观点摘要： 

4月 PMI指数显示经济仍处于稳健增长态势。4月 PMI说明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韧性、非制造业总

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扩张步伐有所加快。供给端，生产指数较上月持平；需求端，制造业内需领先指标有

小幅放缓，外需领先指标也出现回落。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较多，可能对需求端构成一定的影响。下周将公布

4月经济数据，预计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回升，将利好市场。预计 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6.5%、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为 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3%。中央重申扩大内需，可能开启新一轮重大工程技术

改造，对存量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以制造业为重点实施领域的 8000 亿减税政策将会促

进制造业行业的回暖；预计“去产能”政策将会逐渐调整，将会允许一些产能利用率高、需求旺盛的行业进

行产能扩张。 



 

宏观经济分析 

  

国内/外要闻： 

恒指 4 月扭转跌势 能源金融股成港股“定海神针”  港股市场在今年 1 月突破历史连涨纪录和历史高点

之后，2月和 3月因多重因素的影响连续两个月收跌，打破了自 2017年 1月起创造的连续上涨趋势。虽然目前

港股市场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市场情绪也较为谨慎，但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的强势上行

下，4 月恒生指数扭转颓势，单月获得 2.38%的涨幅，截至 4 月 30 日收盘恒指报 30808.5 点。市场分析人士表

示，港股基本面向好，加上今年政策红利密集落地，相信上升动力仍强，而外围不确定因素的风险将增加市场

波动。 

两地金融股走势持续分化 AH 股溢价指数创一年新低  今年以来，港股市场虽然呈现大幅波动态势，但总

体上涨，表现强于 A 股市场。同时，衡量 A 股与 H 股股价比的恒生沪深港通 AH 股溢价指数自 2018 年 2 月 6 日

达到年内高点 138.96 点后，出现了持续走低的现象。4 月 30 日盘中该指数更是跌穿了 120 点的整数关口，创

2017年 5月 17日以来新低。 

新股密集上市 港股迎 IPO 热潮  今年港股市场迎来 IPO 大年。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香港已

经有 64家公司上市，超过前两年一季度总和。日前港交所又颁布上市新政，部分“新经济”公司对前来香港上

市跃跃欲试。市场分析人士表示，香港市场不乏基本面好、成长能力强的优质标的，不仅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投

资港股市场，同时提高了市场的交易量。 

证监会：合资券商允许外资控股 业务逐步放开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

业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

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有关要求，进一步扩大证券业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资本市场建设，经国务院批准，证

监会日前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外资办法》）。 

监管趋严考核渐近 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多路突围  2017年报数据显示，不少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

所下降。业内人士指出，在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随着资本充足率考核时限渐近，不少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客

观存在。作为拓宽资本补充的重要渠道之一，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银行在冲刺 IPO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3月，

亳州药都农商行向证监会递交 IPO 招股说明书；4 月，安徽银监局批复同意安徽马鞍山农商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申请。港股方面，今年 1月甘肃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成为 2018年港交所首家银行股；

江西银行和九江银行分别在 2月和 4月提交 H股上市申请。 

万亿国家级引导基金助力新经济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规模将超 1500 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权威人士处获悉，今年财政方面已安排近百亿资金，重点聚焦集成电路、新材料、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目前，

中央级政府专项基金已有 17 只，总量超 8000 亿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第二期方案已上报国务

院并获批，二期募资规模将超过 1500 亿元。此外，今年还将在强化创新补短板等方面打出“组合拳”。 



 

一周市场回顾 

    

  

全周上证指数持平，深圳成指微升 0.99%，创业板指数微升 0.51%。 

 

债券市场 

公开市场方面： 

上周仅有三个交易日，央行投放 7天逆回购 2700亿元，叠加当周逆回购到期 3800亿元，当周净回笼 1,100

亿元。本周逆回购到期合计 2,700 亿元。 

  

资金面： 

资金面看，上周跨月因素消退叠加降准资金逐步到位，资金面趋于宽松，资金价格回落明显。非银 7 天在

3.00%位置，14天在 3.5%-3.7%位置。 

  同业存单方面，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同业存单一级发行利率与节前持平，股份行 3M期限一级发行利率在 3.9%

位置，6M在 4.0%位置；随后两个交易日价格有明显上提，股份行 3M期限在 4.05%-4.07%位置，6M在 4.15%。同

业存款价格较同业存单更优，3M期限在 4.20%位置，6M期限在 4.25-4.30%位置。 

  具体看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隔夜加权在 2.53%，较前期下行 39个 BP；7天加权在 2.70%，下行 32

个 BP。 

 

 

 

 

 

 

 

 

 

 

信用债方面： 



 

 

 

利率债方面：  

一级市场 

上周一级市场发行结果整体较弱。从需求看，全场倍数多在 3倍以内，需求较差；从中

标利率看，中标利率大多高估值 5个 BP左右。 

二级市场 

上周长端利率债收益率先上后下，总体仍小幅下行；短端利率债收益率则受资金面持续

转松带动，下行幅度较为明显。周三即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对资金面仍存谨慎态度，叠

加节前资管新规正式落地冲击，长端利率债收益率上行明显。但资管新规正式稿较先前公布

的征求意见稿总体仍有一定放松，加上资金面持续转松市场紧张情绪缓解，长端利率债收益

率转向下行。 

全周看，上周五时，10年国债收益率加权在 3.63%，较前期基本持平；10年国开收益

率加权在 4.40%，较前期下行 3个 BP。短端利率债收益率下行更为明显，1年国债加权在 2.94%，

下行 8个 BP；1年国开加权在 3.69%，下行 10个 BP。 

 

 

信用债方面： 

受跨月扰动因素结束，降准资金逐步到位影响，上周资金面逐步宽松，短端中高等级信

用债成交活跃度有一定回升。从成交收益率看，上周信用债收益率窄幅震荡总体小幅上行。

中高等级各期限信用债收益率大多上行 3个 BP左右。 

 

 

 

 

 

 



 

德 邦 视 点 
 

 

 

 

 

 

  

 

 

股票市场 

4月 PMI指数显示经济仍处于稳健增长态势。中采购 4月 PMI为 51.4%，微低于上月 0.1个百分点，但是保

持在近年来 4 月最好水平，说明制造业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韧性；4月份非制造业 PMI指数为 54.8%，环比、同

比分别上升 0.2 和 0.8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扩张步伐有所加快。供给端，生产指数为

53.1%，较上月持平；需求端，制造业内需领先指标有小幅放缓，新订单指数下降 0.4个百分点至 52.9%，进口

指数亦从 3月的 51.3%下降至 50.2%，外需领先指标也出现回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7%，较上月下降 0.6个

百分点，但都维持在扩张区间；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较多，可能对需求端构成一定的影响。分行业看，高科技制

造业 PMI从 3 月的 53.2%进一步上升至 53.8%，同时医药、计算机和机械设备等行业 PMI有所上升。从企业规模

来看，大型企业 PMI从上月的 52.4%回落至 52.0%，而中小型企业 PMI双双继续上升，小型企业 PMI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且中型企业 PMI亦从上月的 50.3%走高至 50.7%。 

下周将公布 4 月经济数据，预计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回升，将利好市场。高频数据显示 4 月六大集团耗煤

量同比增长 5.49%，比 3月大幅回升 7.94个百分点；重点企业粗钢产量同比增长 2.09%，比 3 月回升 0.72个百

分点。预计 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6.5%，较 3月份回升 0.5个百分点。需求端：汽车销售 4月前 3周，乘用

车同比增长 10.88%，增速大幅回升。房地产销售 4 月全国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22.02%，去年

4 月同比降幅为 41.27%，降幅缩小 19.25%。预计 2018年 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3%，较 3月份回

升 0.2个百分点。 中央重申扩大内需，可能开启新一轮重大工程技术改造，对存量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技术升级

和更新换代；以制造业为重点实施领域的 8000亿减税政策将会促进制造业行业的回暖；预计“去产能”政策将

会逐渐调整，将会允许一些产能利用率高、需求旺盛的行业进行产能扩张。预计 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7.8%，

较 3 月份回升 0.3个百分点。 

债券市场 

上周跨月扰动因素结束，叠加降准资金逐步释放，资金面趋于宽松。短端利率债收益率受资金面带动下行

明显；长端利率债则同时受到节前资管新规正式落地及节后资金面逐步宽松影响，收益率先上后下总体小幅下

行。 

后期看，首先从货币政策与资金面看。前期央行降准降低了存款类机构负债端成本并投放了 4000亿左右规

模的低成本流动性，但 4 月期间央行整体回笼 8,400 亿元流动性，叠加缴税影响流动性总量实际有一定减少。

央行降准是出于提振实体经济的考虑，但货币政策并未完全转向宽松，只是边际有一定改善。资金面预期将维

持宽松状态，但较 1-3 月仍有边际收紧。其次，从经济基本面看，需求端主要由房地产投资支撑，短期在土地

购置费迟滞效应及棚改因素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仍有一定支撑，但长期看受制于资金端的压力房地产投资仍有

下行压力存在。最后，从海外市场看，截至上周五时，中美 10年国债利差处于 68个 BP的低位，叠加 6月美联

储加息为大概率事件，海外市场仍对汇率及国内债市形成一定压力。 

短期看，经济基本面数据仍较为平稳，海外美债形成压力，资管新规虽好于预期但仍将带来机构行为的调

整，短期国内债市难以快速下行，预期维持震荡。 

长期看，非标受限及贸易战的冲击经济基本面有一定压力，央行有动机再次执行降准置换 MLF 的操作；而

总体社会融资需求与融资供给的持续改善也将带来市场利率的持续缓步下行。应择机配置，提前布局，静待市

场持续转好。 

 

 

  

       

  



 

 

 

 

 

 

 

 

 

 

一般消息来源者所讲的与他实际知道的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因

此，在对投资方向作出选择之前，一定深入了解并考察公司，做到

有的放矢。 

——彼得·林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