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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3版
确保春运防疫两不误 医疗机构与上市公司马力全开应对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孟 珂

1月26日，人社部召开2020年第
四季度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卢爱
红在会上表示，2020年基金投资运营
工作稳步推进，所有省份均启动实施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合
同规模1.24万亿元，到账金额1.05万
亿元。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2020年基金养老基金受托合同规模
为 1.24 万 亿 元 ，较 2019 年 增 长 约
13%。养老基金受托规模稳步扩张，
一方面增加资本市场长线资金的比
重，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另一方面，
养老保险基金有较大概率能实现超

额收益率，2019年养老保险基金投资
收益率9.03%，跑赢通货膨胀率，实
现了资金的保值增值。

根据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底，累计有17个省区市委托投资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8580亿元，已经到账
的资金达到6050亿元；截至2019年
底，有22个省区签署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委托投资合同，委托总金额达到
10930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见，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在持续推进，
规模逐步攀升，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019年和2020年两年时间里，平均每
年委托金额增长约1900亿元。”中航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11月份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养老金
第三支柱研究报告》预计，未来5年至
10年时间，我国可能会有8万亿元至10
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因此，在稳住第
一支柱的情况下，加快发展养老金第
二和第三支柱意义重大。

“从目前我国的养老体系发展情
况来看，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占
主导地位，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
业年金及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计划
规模均较小，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潜
力亟待挖掘。”董忠云表示。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在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时提出，
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2020年12月22日，证监会党委书
记、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证监会党委

会和党委（扩大）会并部署2021年重
点工作，其中提出，“推动加强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
的衔接”。

随后，2020年12月30日，人社部
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投资股票、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
产品（含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等
权益类资产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投
资组合委托投资资产净值的40%，投
资比例上限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董忠云表示，目前支持养老金入
市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除相关基金投资范围放开外，证监会
去年7月份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明确长周期考核，引导公募基

金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
资理念，未来养老金投资的业绩评价
和激励机制等都将逐步完善，有利于
养老金入市开展长期投资。同时，资
本市场制度建设持续优化，注册制与
退市制度改革快速推进，市场优胜劣
汰效应将不断加强，推进上市公司总
体质量提升，有利于市场长期向好。
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预计今年养老
金加快入市将是大概率事件。

陈雳预计，养老金入市会稳步推
进，养老保险基金由于其性质的特殊
性，安全性的需求较高，即使提高养
老基金的投资比例限制，也不会短时
间内按照比例上限进行资产配置。
因此，预计2021年养老金入市规模将
达2500亿元至3000亿元。

人社部：去年养老金委托投资到账1.05万亿元

安 宁

中国吸引外资的“魅力值”在全
球范围内大幅提升。近日，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
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吸收外
资逆势上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
的外资流入国。

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吸收外
资1630亿美元（约合10564亿元人民
币），相比2019年上涨4%，全球占比大
幅提高至19%。此外，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大幅下降，与2019年相比缩水42%，
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笔者认为，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
实现“逆袭”不是偶然是必然，从2017
年开始，中国吸收外资就跃居世界第
二，规模也不断创历史新高。尤其是
近年来，随着中国开放力度大、开放
层次深，外资政策不断完善、营商环
境的持续优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经济率先恢复
增长的亮眼表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这些“必然”的组合成为吸
引外资争相进入中国的“绿色通道”。

首先，中国经济的“硬核”表现成
为外资的“避风港”。

笔者认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疫情导致全
球经济大幅下滑引发的投资活动放
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却在
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经济
的快速复苏，或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样“硬
核”的表现不仅提振了全球经济的信
心，也更加坚定了外资投资中国的脚
步，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投
资最安全的“避风港”。

其次，对外开放快马加鞭，成为

外资争先开拓中国市场的“催化剂”。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

提升，外资也加快了开拓中国市场的
步伐。

从金融市场来看，2020年虽然受
到疫情的冲击，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
放的步伐却蹄疾步稳，越来越多境外
金融机构加快中国业务布局。

笔者认为，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
开放就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的节
奏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质量越
来越高，这也加速了外资参与中国市
场的广度和深度的融合，未来，不是
外资愿不愿意来的双选题，而是必然
来的单选题！

第三，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也是
吸引外资的“梧桐树”。“栽好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在中国吸引外资靓丽的
数据的背后，是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
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1月27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2020年版）》（简称“目录”）正式
实施，目录总条目1235条，与2019年
版相比增加127条，增加的条目意味
着更多新领域将向外商投资敞开大
门，进一步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范
围，外资企业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2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将正式实施，包括取消
对矿业和汽车制造业的剩余限制，同
时进一步削减电信、教育和法律服务
方面外商投资的限制。进一步优化
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外资准入的营商
环境。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稳中
有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逐步实施以
及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这些在中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硬核”条件将大
幅提升中国吸引外资的“魅力值”。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不是偶然是必然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1年开年，“基金”两字如“冉
冉新星”多次登顶各大社交平台的热
搜榜单，百亿元认购规模甚至千亿元
认购规模的新发基金已不再是市场
稀有物。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
年以来截至1月26日，新成立基金规
模 已 达 到 4115 亿 元 ，同 比 骤 增
147.37%。

伴随居民资产配置意识变化的
背景下，2021年新发基金呈现四大维
度的新特征：一是在产品设计上，混
合基金成为基金公司的主打产品，今
年以来新成立的混合基金募集规模
已达3354亿元。二是权益类基金发
展持续加速，年内新成立权益类基金
募集规模占比高达九成，较2020年同
期提高29个百分点。三是大举南下
动态明显。1月份新发基金中，有
73%的基金可投资港股标的，更有机
构预计新发基金中入市港股市场的
资金规模达445亿元。四是持有人结
构向年轻化倾斜，90后成为基金持有
人中的新主力军。

混合基金募集规模
同比骤增超300%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与2020
年同期相比，今年1月份以来共成立
94只基金，合计募集资金4115.15亿
元，新成立基金数量和募集规模分别
同比增加10.71%、147.37%。其中新
成立混合型基金 59只，募资资金
3353.88亿元；股票型基金22只，募集
资金462.66亿元；债券型基金13只，
募集资金298.62亿元。另外，QDII、
货币型基金、另类投资基金等其他类
型基金暂未有新基金成立。

从平均募集份额来看，今年1月
份以来，全部公募新发基金平均募集

规模为43.78亿元，较去年同期的平
均募集规模增长了24.21亿元。其
中，股票型基金平均募集规模为
21.03亿元，混合型基金平均募集规
模为56.85亿元，债券型基金募集份
额为22.97亿元。

整体来看，今年1月份以来，公募
基金募集规模较2020年同期有大幅
提升，其中混合型基金的募集规模同
比301.62%，同时占据了新发基金市
场的主要市场份额。而在混合型基
金和股票型基金发行明显提速的情
况下，债券型基金的发行规模略有回
落，同比下滑43.74%。

预计流入港股
资金规模444.6亿元

从今年以来新设基金情况来看，
新 发 基 金 正 持 续 向A股 市 场“ 输
血”。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新成
立基金中，权益类基金（股票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募集规模占比高达
92.74%，较2020年同期提高29个百
分点。

业内资深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这也就意味着，新成立基金
产品设立方向明显向权益类基金转
移，2021年无疑将成为权益类基金发
展大年。另外，新设基金的资金投向
正为公募基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添
砖加瓦’。”

对此，国信证券金融工程分析师
张欣慰表示：“作为市场的新增资金，
新发基金的建仓和规模对市场有着
深远的影响。随着陆港通的开放和
日渐成熟，可投资港股的公募基金数
量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近几年来，
该类基金数量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020年以来新发基金中可投资港股
的基金比例越来越高。在对新发基
金中尚未建仓完全的基金中可能投

资港股的比例进行测算后，我们预计
新发基金中入市港股市场的资金规
模在444.6亿元人民币左右。”

百亿元级基金达12只
90后成新主力军

年内新成立的发行规模超100亿
元的新基金数量也在迅速增长。1月
18日，由明星基金经理冯波“挂帅”的
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混合基金正式
发行，该基金发行当日全渠道认购规
模已超过2300亿元。按照此前设置
的150亿元募集上限，该基金提前结
束募集，最终配售比仅为6.25%。照
此计算，今年以来已成立12只百亿元
级别“巨无霸”基金，相当于去年全年
百亿基金数量的四分之一。

从诞生百亿元级别基金的基金
公司这一角度来看，目前这12只百亿
元基金的管理公司仍以大型公募基
金为主，其中广发基金在1月份共成
立4只百亿元基金，博时基金共成立2
只，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鹏华基
金、银华基金、汇添富基金、前海开源
基金分别在1月份成立了1只百亿元
级新发基金。

引人注意的是，《证券日报》记者
在调查新发基金认购人群类型时发
现，90后成为新的主力军，更有“基民
粉丝”在社交平台注册某公募基金基
金经理“全国后援会”以表关注与支
持，认购或申购基金已经成为青年人
茶余饭后的关注话题，随着公募基金
的广泛推广与传播，居民理财意识正
明显提高。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坦
言，普通投资者在参与基金投资前，
并没有将关注度放在对基金的了解
上，而是主要根据基金销售平台的热
度高低来进行选择，基民的投资者教
育发展仍方兴未艾。

开年4115亿元新发基金背后
混合基金同比增超3倍90后成购买主力

本报记者 刘 琪

1月26日，央行发布2020年金融市场运行情
况。央行表示，2020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
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
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
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
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
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从债券市场来看，发行规模显著增长。2020
年，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57.3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26.5%。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48.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截至2020年12月
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17万亿元，其中银行间
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00.7万亿元。

2020年，国债发行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6.4万亿元，金融债券发行9.3万亿元，政府支持
机构债券发行3580亿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2.3
万亿元，同业存单发行19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
券发行12.2万亿元。

同时，银行间市场成交量增加。2020年，债
券 市 场 现 券 交 易 量 25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5%。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232.8
万亿元，日均成交9350.4亿元，同比增长12%。
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成交20.2万亿元，日均成交
830.4亿元，同比增长142.6%。

2020年，银行间市场信用拆借、回购交易总
成交量1106.9万亿元，同比增长14%。债券收益
率上行，货币市场利率下行。2020年，债券收益率整
体上移。12月末，1年、3年、5年、7年、10年期国债收
益率分别为2.47%、2.82%、2.95%、3.17%、3.14%，分
别较上年同期上行11bp、9bp、6bp、13bp、1bp。

2020年12月份，银行间货币市场同业拆借月
加权平均利率为1.3%，较上年同期下行79个基
点，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36%，较上
年同期下行74个基点。

值得关注的是，投资者数量也进一步增加。
截至2020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共
计27958家，较上年末增加3911家。其中境内法
人类共3123家，较上年末增加41家；境内非法人
类产品共计23930家，较上年末增加3734家；境外
机构投资者905家，较上年末增加136家。

央行：2020年债券市场
共发各类债券57.3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