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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管理类产品利率屡创新高

近期，在存款利率不断调降时，部分现金管理
理财产品的利率却逆势上涨。

1月7日，记者查询某银行APP发现，多款现金
管理类产品近期热度居高不下，收益率处高位。其
中在智能搜索推荐位靠前的是浦银理财某添利现
金宝，当前的七日年化利率达到3.85%。根据产品
说明书，该产品为R1低风险开放式固定收益类产
品，发行规模上限为50亿元，于2023年12月19日
开启认购，目前已经全部售罄。

而这一高利率已持续一段时间。根据第三方
机构统计，该产品2023年12月平均七日年化收益
率高达4.32%。

无独有偶，根据Choice数据，在有更新数据的
1069款现金理财产品中，目前有102款产品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上涨至3%以上，11款产品七日年化收
益率已至4%上方。信银理财某天天利103号现金
管理型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为4.48%，招赢朝招金
某现金管理类 F份额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4.29%，北银理财某现金管理类D类份额最新七日
年化收益率为4.23%。

此外，更有现金管理产品收益率突破 7%。
Choice数据显示，平安理财一款“天天成长某F份
额”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最新显示的七日年化收
益率达到7.4%，创成立以来新高。

根据产品说明书，该产品是一款R1（低风险）
的开放式活期理财产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
类资产占组合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在2023
年12月15日，该产品新增F类份额。此后该产品收
益率开始节节攀升，12月18日该产品的收益率为
4.14%，12月26日、12月27日，该产品的七日年化收
益率上涨至5.72%、6.23%。2024年1月1日，该产品
七日年化收益高达7.45%。

实际上，岁末年初阶段，现金管理产品收益率
不断走高。据普益标准统计，2023年12月现金管理
类产品收益一路走高，在收益率前30名的现金管理
类理财产品中，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平均值为
3.7444%，较上期有所上升。中信证券研报显示，
2023年12月现金类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2.22%，

较11月提升0.05pct。
收益率节节走高之下，现金管理类存款在规模

上表现出一定韧性。中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肖斐斐在研报中指出，2023年12月末时点现金类理
财产品存续规模约26.88万亿元，受年末存款回流
影响，较11月末下降约0.55万亿元，日均存续规模
达27.4万亿元，较上月仅下降约200亿元。

大多业内人士认为，现金管理类产品利率屡创
新高背后，与岁末年初资金面偏紧、短端利率市场
翘尾效应有关。

记者注意到，上述产品穿透底层资产后，均以
高流动性的货币市场类资产为主。例如，根据浦银
理财某添利现金宝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底层资产为
现金、期限在1年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
行票据、同业存单等货币市场工具，投资固定收益
类资产的比例大于80%。

“目前资金面整体宽松，但分层现象仍然存
在。”广发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刘郁指出，目前隔夜
资金利率整体低位震荡。资金面分层现象仍然存
在，表现在R007和DR007利差在跨年后仍然保持

在30—40bp左右，2022年同期（较为宽松的时期）为
10bp左右，当前资金预期不稳。

有业内人士指出，跨年资金面偏紧将使利率水
涨船高，从而影响现金理财底层资产收益率。例
如，在2023年12月25日，多个期限的国债逆回购利
率上涨，其中7天期国债逆回购年化收益率一度接
近6%。部分现金管理产品通过持有或购买交易所
逆回购，可以在短期内拉高利率。

未来是否维持高位?

未来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是否还维持高位？
一名业内人士指出，收益率一般与风险程度相

互匹配，短期来看高利率并不具备基础。随着市场
波动，收益率也将逐渐回归常态水平。

而从长期来看，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较“竞
品”货币型基金仍具备一定优势，不少机构人士看
好其未来前景。

据开源证券研究所研报，截至2023年11月，现
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收益率虽经历了趋势性下行，
但仍达到 2.2%以上，较货币型基金平均存在
20bp—30bp的优势。出现了监管“拉平”但收益率
并未拉平的现象。

开源证券分析师刘呈祥指出，根据2023年三季
度末现金理财和货基的持仓占比差异来看，现金理
财在可投资产上的优势包括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
穿透底层，大多为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债券，推测
其主要是借力保险牌照优势获取高收益的协议存
款。此外，还包含私募债等信用债，可在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实现“品种下沉”。

不过，刘呈祥进一步指出，对于协议存款、信托
计划投资等的政策收束或将到来，现金理财收益优
势的持续性有待观察。

展望2024年，大多机构仍看好现金管理类理财
前景。国信证券分析师戴丹苗指出，2023年以来，
中低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呈现不断增长
趋势。现金管理类产品存续规模占比在33%~36%
之间。2024年，理财产品作为类存款的替代，依然
将以低波动、稳健风格为主。

西南证券分析师郑琳琳指出，展望2024年，理
财市场或受益于存款利率调降，现金管理类产品
收益率或超越三年期定存利率，理财规模有望稳
中有增。

来源：《第一财经》王方然/文

“之前一直用于打理‘活钱’的现金理财
收益率突然飙升到6%。”广州一名投资者莉
莉（化名）发现，自己在某APP内“购物车”中
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出现逆转，一些R1风险
现金管理类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上涨至
3%—6%，甚至高于部分R2、R3级别风险的
理财。

事实上，莉莉的经历并非个例。岁末年
初，受短期因素影响，部分银行现金管理类
产品收益率不断攀升。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
品底层资产以高流动性的货币市场类资产
为主。近期受特殊节点影响，短期资金利率
攀升，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水涨船
高。预计此后收益率会逐渐回归正常区
间。拉长时间线来看，今年现金管理类理财
在货币型基金、存款等同类竞品的重重包围
中隐有突围迹象，收益率呈现一定优势，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

岁末年初现金类理财收益率升温 最高超7%

今年首家“依公告注销”
私募基金现身

2024年伊始，构建“进出有序”的私募行业生
态持续推进中。私募注销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今
年以来至1月8日，全市场已有10家私募基金管
理人公示注销。

据中基协公示信息显示，1月7日，石家庄城
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公告注
销。这是2024年首例“依公告注销”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机构大致分为三类，除
了“依公告注销”外，还有“主动注销”和“协会注
销”两种类型。

有受访人士对记者分析称，“依公告注销”是
指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
干事项的公告》，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办结登记手
续之日起，6个月内仍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
被注销的机构，中基协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

从2023年5月1日开始，《私募投资基金登记
备案办法》对“依公告注销”重新做出规定，“登记
后12个月内未备案自主发行的私募基金，或者备
案的私募基金全部清算后12个月内未备案新的
私募基金，协会将注销其私募管理人登记并予以
公示。”因此，目前，首发基金的备案时限已经为12
个月。

“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注销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工作，不是对相关机构的自律处分，被
注销登记的机构若有真实业务需要，还可以按照
相关要求，重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上述
受访人士进一步说。

据记者统计，开年至今，除了上述1家“依公
告注销”外，其余9家均为主动注销。

具体来看，主动注销的私募管理人包括甲信
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前海太行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北京铖沣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苏州涟漪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富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宏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金华朗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银宏兆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鑫汇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近年来，全市场注销的私募管理人有所增
多。2023年，有2400余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
注销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这一数量激增的背
后，一方面是市场自然淘汰、自我净化的过程，另
一方面也是顶层设计框架不断完善的结果。

北京地区一位私募基金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监管层加大对行业‘扶优限劣’的
力度，推动了行业规范化和透明度提升，市场竞争
的加剧则促使私募机构加快夯实自身实力，为投
资者提供更为可靠的投资选择。而风险机构及不
良机构相继出清，有益于构建‘进出有序’的行业
生态。” 据《证券日报》王思文/文

开年以来逾60只公募基金发布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逆市大幅加仓 多家百亿私募启动募资

股票私募加仓创新高

步入新的一年，A股首周没有实现“开门红”，
不少私募机构已提前大幅加仓，布局2024年。私
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股票私
募最新仓位指数为79.03%，环比上一周幅提升
0.82个百分点。

2023年11月中上旬以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
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近期加仓之后，股票私募仓
位指数创出近八周新高。具体来看，56.5%的股
票私募仓位达到满仓水平，32.21%的股票私募仓
位处于中等水平，另外10.46%的股票私募处于低
仓水平，仅有0.83%的股票私募处于空仓。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管理资金规模的私募仓
位出现分歧。其中，百亿私募、五十亿私募、二十
亿私募、十亿私募以及五亿私募仓位指数依次为
74.97%、73.04%、79.38%、72.06%和79.23%。二十
亿私募、百亿私募和五亿私募选择加仓，尤其是

二十亿私募和百亿私募加仓力度非常大，分别加
仓4.2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加仓之后的百
亿私募仓位指数同样创出近八周新高，而二十亿
私募仓位指数更是创出近二十二周新高。

南方一家私募基金经理告诉记者，“2023年
我们一直保持在半仓左右，开年以来我们开始买
股票了，目前很多票都跌到很便宜的位置，是中
长线下手的好机会。”不过，也有私募表示目前市
场仍然很弱，短线抄底需谨慎。

多家私募开始募资

2023年，由于市场震荡调整，私募基金赚钱
效应不佳，行业进入募资寒冬。私募排排网数据
显示，2023年共有3935家私募管理人合计备案
15981只产品，较2022年的24967只大幅下滑。

由于主观多头策略私募业绩不佳，在渠道处
很难募资，不少股票私募都放弃了新发产品计
划，而量化产品备案则逆势增长。数据显示，
2023年量化产品备案数量达4620只，占到备案产
品总量的28.91%，较2022年提升6.5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2023年备案指数增强产品2562
只，占到备案量化产品总量的55.45%；另外，2023
年备案的股票市场中性和量化CTA（管理期货策
略）产品分别为1260只和798只，占比分别为
27.27%和17.27%。

据记者了解，不少私募都在年初募资，发行
新产品布局新的一年。有渠道人士表示，近期星
石投资、九坤投资等多家私募在渠道开放募资，
主要以股票多头策略产品为主。

星石投资表示，权益市场的估值风险已得到
充分释放，随着企业盈利开启修复进程，均值回
归将是2024年A股的关键驱动力量，目前公司正
在多个渠道进行常规化发行。

看好2024年行情

近期不少明星私募相继发布年度策略展望，
看好2024年市场。

老牌私募深圳红筹投资总经理邹奕表示，展
望未来，2024年全球利率将见顶回落，回落的斜
率仍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走弱程度，风险资产及新
兴市场在估值端的压力将继续得到释放。“身处
这样极端便宜、极具性价比的估值起点，理应做
乐观的人，做积极的选择，将资金投向那些在激
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的优秀企业。”

望正资产也表示，沪深300经过了近三年的
调整，整体估值水平已不高。中欧瑞博董事长吴
伟志认为，随着股市连续三年下跌，股票估值又
到了很便宜的时候，2024年有不少积极的因素在
累积。

据《证券时报》许孝如/文

新年伊始，基金经理的变更公告频频发布。
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8日，超
过60只公募基金发布了变更基金经理公告，涉及
近40名基金经理和26家机构。

变更涉及三种情况

1月6日，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持
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发布变更基
金经理公告称，周崟离任，其原因为“根据公司工
作安排和人员配置状况”；同日，鹏扬稳健优选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人保安睿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泰康裕
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泰康裕泰债券A份额）等
多只产品，也发布了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截至1月8日，包括鹏华基金、鹏扬基金、工
银瑞信、富国基金、大成基金和国联基金在内，年
内合计有超过60只基金产品发布了变更公告，涉
及近40名基金经理和26家公募机构，

从整体看，基金经理变更主要涉及三种情
况：一是直接卸任；二是增聘；三是个人原因。不

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岁末年初发生的多起
基金经理变更，或多或少与产品业绩波动有关。

“一般基金产品变更基金经理的原因包括业
绩大幅变动、培养新人或个人原因（比如人生规
划）等。”上海某公募基金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岁末年初的特殊时间节点发生的变更情况，一
方面可能源自产品业绩不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
公司业务战略调整有关。

“关注到开年便有基金经理发生变更的情
况，且不在少数，背后原因或涉及人员流动、内部
考核等多重因素。从整体来看，公募基金行业正
在朝着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希望合适的人管理
合适的产品，进而提升基金业绩的稳定性，增强
基金持有人的获得感。”北京某公募基金相关人
士认为，基金产品变更基金经理属于常态，或是
正常的内部业务调整；或是属于被动选择，如原
基金经理离职等。

加强团队体系化建设是关键

投研是资产管理机构的核心，公募基金亦是

如此。近两年，随着市场波动，部分押注细分赛
道的基金经理业绩压力较大。例如，新能源等赛
道，部分产品在2023年年度业绩排名中垫底，恰
逢有相关产品发生基金经理变更情况。对此，多
位业内人士认为，业绩压力是导致基金产品经理
发生变更的主因。

如何增强公募基金的业绩稳定性，以及提
升持有人获得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持续加
强公募投研团队水平，做好团队体系化建设是
关键。

“加强公募基金投研建设，首先是注重体系
化，避免依赖于个人。”上述北京某公募基金相
关人士表示，要加强团队梯队化建设，通过传帮
带培养新人，提升整体投研能力，避免人才断
层，确保投研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确保投研
文化、投资理念和策略的传承；其次，还要坚持
长期主义，尤其是在考核机制方面，注重中长期
考核，给予新人一定的成长时间和包容度、观察
期，淡化因短期业绩或排名较为突出人员的过
度激励。

据《证券日报》王宁/文

近期市场低迷，但不少股票私募却逆市
加仓。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上周股票私募
大幅加仓，最新仓位指数升至79.03%，创出
近八周新高。据记者了解，一些百亿私募通
过渠道开始募集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