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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收益表现

一年投资精选银行理

财产品近半年收益率

1.05%

集合信托产品

加权年化收益率

6.97%

债券型公募基金

近六个月涨幅

0.68%

股票型公募基金

近六个月涨幅

-0.12%

风险提示及投资者建议

资管新规过渡期已结束，银行理财
产品进入稳健发展阶段，在资本市
场震荡背景下，投资者需持续关注
市场风险，根据自身配置偏好选择
合适的理财产品，获取相对稳定收
益。

发布机构：晋商银行
研究支持：普益标准

市场综述：

 银行理财市场
2022 年 11 月 27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
化收益率平均值为 2.15%，较 11 月 20 日当周均值环比上升 3BP，较基
期周均值下滑 111BP。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收益
表现较上月下降较大，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达 1.06%，较上月环比下
降 85BP。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
率为 1.05%。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
价格指数为 107.00 点，环比下降 0.40 点，环比降幅 0.68%，指数较基期
月上升 7.00 点，增长 7.00%；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为 106.99 点，环比下降 0.24 点，环比涨幅
0.23%，指数较基期月上升 6.99 点，增长 6.99%。

 信托市场
11 月，集合信托理财产品加权收益率环比下降 4BP 至 6.97%，具体而言，
短期限产品收益率环比下降 1BP 至 6.71%，长期限产品收益率环比上升
5BP 至 7.09%。

 公募基金市场
11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49%，较上月环比上升 5BP；
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0.68%；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
涨幅为-0.70%；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0.12%。

11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34.76 点，环比下降 26.18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65.24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35.95 点，环比上
升 2.09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35.95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
数为-47.87 点，环比上升 10.3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47.87 点。

 私募基金市场
1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0.79%；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
六个月涨幅为-0.01%。

1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54.73 点，环比上升 8.57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54.73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42.45 点，环
比上升 8.57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42.45 点。

六个月投资周期银行理财产品过去半年收益率达 1.06%，债券型公
募基金过去半年涨幅为 0.68%

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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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市场发展概况及风险事件速览

1.1、2022 年 11 月各类市场产品发行概况

本月，全国各类型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 2618 款，较上月环比增加了 646 款；其中封闭式

产品发行 2141 款，占比 81.78%;半开放式发行了 415 款，占比 15.86%；全开放式发行量 60

款，占比 2.29%；固定收益类发行 2553 款，占比 97.52%，为净值型产品的主要类型；混合类

发行 45 款，占比 1.72%.

本月，54 家信托公司共发行 2303 款信托产品，其中集合信托 2303 款，单一信托 0 款。

本月信托产品发行机构较 2022 年 10 月上升 1家，发行产品数量环比上升 751 款。从产品期限

上看，信托平均期限为 56.12 个月，环比上升 0.90 个月。从发行产品的资金投向来看，投资

领域包含基础产业,工商企业,房地产,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等维度，未发生实质变化。投资于工

商企业的产品量 158 款，环比上升 75 款；投资于金融机构的产品量 693 款，环比上升 169 款；

投资于证券市场的产品量 634 款，环比上升 215 款；投资于房地产的产品量 124 款，环比上升

17 款；投资于基础产业的产品量 669 款，环比上升 263 款；投资于其他领域的产品量 25 款，

环比上升 12 款。除投资于工商企业的产品量环比小幅收缩外，投资于金融机构、证券市场等

其他领域的信托产品量环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本月，从基金市场表现来看，25 家机构共计存续货币基金产品 765 款，环比上升 3 款。

私募基金产品存续数量 224514 款，环比下滑 113 款。权益类（股票型）基金产品 11 月共存续

986 款，环比上升 22 款。

1.2、2022 年 11 月各类市场风险事件展示

当月风险事件展示

银行理财 信托 债券类基金 私募基金

风险

事件

银行机构 11 月违法违

规发放贷款处罚增多，

主要涉及违规发放贷

款、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违规发放借名贷款

等问题。

11 月 28 日，银保监会

官网披露的罚单显示，

吉林信托存在“违反内

控制度开展业务并形

成风险”违规行为，被

处以罚款 40 万元。继 9

月大额罚单后，吉林信

托收到年内第三张罚

2022 年 11 月中旬前

后，债券市场出现快

速下跌行情，2022 年

11月 14日至 2022年

11 月 16 日，3 年期国

债收益率在 3 个交易

日内上行 18bp。受市

场下跌影响，3个交

11 月 14 日，广东证监局发

布《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对珠海阿巴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主要违

法违规事实为“私募基金

合计持股达到 5%时，未停

止买卖三雄极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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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今年收到的罚单金

额总计 350 万元。

易日内，77%的中长期

纯债基金收益率为

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

11 月，有两家银行被处罚金额超过千万，其中，重庆农商银行银行因多项违规事由合计

被罚 1295 万，是 11 月份被罚金额最多的银行机构，其中一张针对该行自身的单笔罚单处罚金

额 1285 万。该行 11 月被重罚的具体违规事由包括：审查审批不尽职，超需求发放流动资金贷

款形成风险；掩盖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指标虚假，贷款减值准备不足；未按规定对质押资产

进行审查即向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同业授信调查及审查审批不尽职，部分业务出现风

险；贷款“三查”不尽职，导致形成重大信用风险；同业投资业务不合规；贷后管理不到位，

信贷资金被挪用；未执行统一授信管理。另一家处罚金额超千万的银行是农业银行，11 月共

收到 32 张罚单，涉及处罚金额 1115.5 万；其中 16 张针对农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其余针对

从业者个人；具体违规事由主要涉及贷款管理不到位、违反反洗钱法、员工管理等方面。

11 月 28 日，银保监会官网披露吉银保监罚决字〔2022〕35 号处罚信息表显示，吉林信托

存在“违反内控制度开展业务并形成风险”违规行为，被处以罚款 40 万元。继 9 月大额罚单

后，吉林信托收到年内第三张罚单，今年收到的罚单金额总计 350 万元。

11 月 14 日，广东证监局发布《关于对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2〕164 号》，对阿巴马资产违规举牌三雄极光（300625）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事

实上，在受到处罚之前，9月 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就曾向阿巴马资产下发

监管函，称阿巴马资产在合计持有三雄极光股份比例达到 5%时，未按照相关规定停止买卖三

雄极光的股票，要求阿巴马资产充分重视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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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行理财市场1

2.1、精选理财产品收益情况

（1）现金管理类产品

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先下降后上升

2022 年 11 月 27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当周2七日年化收益率平均

值为 2.15%，较 11 月 20 日当周均值环比上升 3BP，较基期周均值下滑 111BP。现金管理类理

财新规发布后，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逐步规范底层资产投资运作，产品投资范围有所收窄，转

向集中投资货币市场工具，产品收益整体较前期呈现下滑态势。具体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

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类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先下降后上升。

从流动性投放看，11 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合计回笼资金 6880 亿元，其中 MLF 执行缩量。

具体地，月初逆回购到期规模较大，但央行投放规模较跨月前大幅下降，第一周（10 月 31 日

至 11 月 4 日）回笼 7420 亿元；第二周（11 月 7 日至 11 日）政府债缴款净额较小，且上旬资

金需求相对有限，央行回笼 800 亿元；第三周（11 月 14 日至 18 日）逆回购到期和政府债缴

款规模均较小，但 10000 亿 MLF 到期、税期以及缴准等因素仍将对资金面带来扰动，央行加大

逆回购，并缩量操作 MLF（8500 亿），合计流动性净投放 2180 亿元；第四周（11 月 21 日至

25 日）公开市场到期规模较大，且下旬缴准也带来流动性压力，央行持续小额投放逆回购，

本周央行净回笼 3780 亿元，本周央行也宣布于 12 月进行降准；跨月周（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公开市场到期规模不大，政府债缴款规模略有抬升，央行进行大规模逆回购操作，本周央

行净投放 2940 亿元。

从货币市场利率看，上半月资金利率走高，但下半月下行，银行间流动性下半月维持宽松。

第一周（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月初资金需求较小，资金利率仍然显著回落，但资金利率

中枢仍较二季度以来月初水平明显提升；第二周（11 月 7 日至 11 日）为上旬缴准周，叠加公

开市场净回笼，资金面边际收紧；第三周（11 月 14 日至 18 日）在税期走款的扰动下周中资

金边际收敛，随着央行持续加大逆回购投放力度以及税期因素的消退，下半周资金面边际转松；

第四周（11 月 21 日至 25 日）尽管央行持续净回笼，但上半周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状态，周

四以后 7天资金可跨月，对应 DR007 和 R007 有所回升，期间 R007-DR007 利差也大幅上升，显

示银行与非银流动性分层现象有所加剧；跨月周（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受跨月因素影响，

上半周资金面边际收敛，但跨月结束后资金利率显著回落，资金面延续宽松态势。

1为更突出表现银行理财产品特征，本部分精选银行理财产品进行介绍
2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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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押式回购看，下半月成交金额和余额大幅上升。第一周（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

跨月后质押式回购金额和余额逐步回升，但水平相较 4月以来月初平均水平偏低；第二周（11

月 7 日至 11 日）上半周伴随着资金利率的上升，质押式回购金额和余额，以及隔夜回购规模

的占比大幅回落，下半周略有反弹；第三周（11 月 14 日至 18 日）下半周央行逆回购投放规

模上升后，质押式回购成交金额和余额大幅上升；第四周（11 月 21 日至 25 日）质押式回购

成交金额和余额延续了前一周的上行态势，期间余额已超过 10 月的峰值，但其中银行净融出

规模相较于 7-10 月的峰值有所回落，反映出市场更加依赖理财与货基资金融出的流动性分层

现象有所加剧；跨月周（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质押式回购成交金额和余额先降后升，整

体看有所下降。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

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类产品

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

2022 年 11 月 6日当周 2.27

2022 年 11 月 13 日当周 2.25

2022 年 11 月 20 日当周 2.13

2022 年 11 月 27 日当周 2.15

图 1：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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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 6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06%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收益表现较上月下降较

大，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达 1.06%，较上月环比下降 85BP。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

达 0.02%，较上月环比下降 73BP，区间收益较上月大幅下降。

图 2：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一年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 6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05%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投资周期产品收益表现下降明显，过去

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05%，较上月环比下降 78BP，2022 年 9 月份的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

六个月投资收益表现在近半年表现最佳，为 1.92%。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04%，较上月环比下降 48BP，区间收益较上月大幅下降，2022 年 7 月份的一年投资周期产品

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表现在近半年表现最佳，为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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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一年投资周期产品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2、精选理财产品价格指数

将精选理财产品累计净值标准化处理形成产品价格指数，综合反映精选产品累计净值增减

变化情况。

（1）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由上涨态势转为下跌趋势

1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为 107.00

点，环比下降 0.40 点，环比降幅 0.68%，降速较快，指数较基期月上升 7.00 点，增长 7%，指

数由上涨态势转为下跌趋势。

近一个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近六个月涨幅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

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
-0.40% 0.0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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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一年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由上涨态势转为下跌趋势

10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为 106.99

点，环比下降 0.24 点，环比降幅 0.23%，指数较基期月上升 6.99 点，增长 6.99%。

近一个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近六个月涨幅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

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
-0.24% 0.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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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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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市场

3.1、信托理财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

11 月，集合信托理财产品加权收益率环比下降 4BP 至 6.97%，具体而言，短期限产品收益

率环比下降 1BP 至 6.71%，长期限产品收益率环比上升 5BP 至 7.09%。信托理财产品收益指数

环比下降 0.43 点至 81.47 点。投资于工商企业的产品平均收益 6.52%，环比上升 2BP；投资于

金融机构的产品平均收益 6.75%，环比下滑 12BP；投资于证券市场的产品平均收益 7.00%，环

比上升 40BP；投资于房地产的产品平均收益 7.69%，环比下滑 1BP；投资于基础产业的产品平

均收益 6.98%，环比上升 2BP。

图表 6：信托理财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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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募基金市场

4.1、公募基金产品收益表现

（1）货币型公募基金

11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49%，较上月环比下降 5BP，较 2020 年 12 月份

高点下降 99BP。

资金利率整体走高，质押式回购规模也相继走高。11 月末，隔夜利率总体走高，季末 DR001、

DR007、R001 和 R007 分别为 1.56%、2.02%、2.17%和 2.26%，较 10 月末分别变动-25bp、28bp、

18bp 和 33bp；利差也有所走高，三季度末 R007-DR007 利差 0.24%，较 10 月末变动 0.05%。从

相对水平看，银行间流动性有所收敛，DR001、DR007、R001 和 R007 的 30 天移动平均近三年

的分位数分别为 33.58%、33.74%、30.54%和 29.62%，较上季度末变动 3.82%、10.79%、0.47%

和 8.01%；但从交易规模看，R001 和 R007 成交量 30 天移动平均近三年的分位数为 71%和 72%，

较上季度末变动 9.15%和 28.77%。

11 月利率虽收敛，但央行或更倾向于呵护资金面。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

示，当前 M2 增速已经相对较高，结合三季度资金面的收敛趋势，表明在大方向上，央行关于

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资金利率回归政策利率的目标并未发生变化。然而由于疫情和地产等冲

击，货币周期尚未传导至实体经济，这或延缓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过程；另一方面，11 月

中上旬资金利率持续走高，短端利率已经回到了政策利率附近，叠加理财赎回给债券市场带来

的利率负反馈效应，也可能引起央行态度的变化，作为交叉验证，尽管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上

表现出回笼资金，但货币市场的质押式回购规模再度出现了显著的抬升，或反映了央行维稳资

金面的态度。

展望 12 月，年底资金面大概率较为宽松。资金面利好方面，12 月政府债融资规模较低，

且年底是财政支出大月，政府存款的回落成为资金面的主要支撑；此外，为对冲年末资金需求

的抬升，在 12 月降准释放廉价流动性基础上，央行或会加大逆回购操作力度，也对流动性构

成支撑。利空方面，随着年末居民和企业提现需求的抬升,M0 季节性增加对流动性产生一定拖

累，此外年末缴准的季节性增加也会扰动流动性。综合考虑利空利多因素，预计 12 月资金面

维持宽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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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货币型公募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走势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债券型公募基金

11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0.68%，过去三个月涨幅为-0.57%，分别环比下

降 103BP 和下降 55BP；观测过去半年不同时段债券型公募基金区间收益表现，2022 年 9 月，

债券型公募基金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最好，为 1.77%。

图 8：债券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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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11 月债市走势方面，第一周（10 月 31 日至 11 月 4 日）国内交易主线在于管控政策预期

和资金面，全周股涨债跌；第二周（11 月 7 日至 11 日）资金略紧，防疫政策优化官宣推动债

市出现调整；第三周（11 月 14 日至 18 日）资金面先紧后松，防控措施优化和地产政策催化

债市悲观情绪，赎回踩踏出现，债市创下年内最大单周跌幅；第四周（11 月 21 日至 25 日）

受外部扰动、房地产政策和降准等重重因素冲击，债市收益率一波三折；跨月周（11 月 28 日

至 12 月 2 日）资金面整体偏松，基本面消息扰动不断，债市延续调整。

利率债方面，11 月到期收益率和综合指标显著提高；期限利差整体回落，11 月利差收敛。

绝对估值看，截至 11 月末，6M、1Y、3Y、5Y 和 10Y 国债收益率月末分别为 2.08%、2.14%、2.46%、

2.69%和 2.88%，较上月分别变动 39BP、39BP、21BP、24BP 和 21BP，短端上行较长端更明显。

相对估值看，上述到期收益率 11 月末算术平均近一年分位数为 74.4%，较上月末提高 56.8%。

期限利差看，截至 11 月末，10 年期收益率减 1 年期的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52.7%，较上月末

降低 34%；五年期到期收益率相对利差3近一年分位数为 63.9%，较上季度末回落 28.3%。

图 9：2022 年 11 月我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左轴）和近一年算术平均分位数（右轴）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 较十年期和一年期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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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22 年 11 月国债期限利差分位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信用债方面，城投债和企业债到期收益率4均显著上行，信用利差5显著走阔。截至 11 月末，

AAA 级城投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位数为 67.6%，较上月上升 59.3%；AA+与 AAA 级城投债信用利

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99.3%，较上月上升 43.5%。AA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位数为 65.7%，

较上月上升 58.8%；AA+与 AAA 级企业债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92.9%，较上月显著上升

46.3%。

4 6M、1Y、3Y、5Y和 10Y 的收益率的算术平均
5 6M、1Y、3Y、5Y和 10Y 的 AA+与 AAA 级利差的算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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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22 年 11 月信用债到期收益近一年分位数和利差分位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11 月份高等级信用债利差6显著收敛。截至 11 月末，AAA 级城投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

年分位数为 51.3%，较上月变动 25.2%；AAA 级企业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51.4%，

较上月变动 25.6%。

6 6M、1Y、3Y、5Y和 10Y 的高等级信用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的算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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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022 年 11 月高等级信用债和国债利差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混合型公募基金

11 月，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0.70%，过去三个月涨幅为-5.47%，过去三个

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份大幅回升，过去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份有略

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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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混合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4）股票型公募基金

11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0.12%，过去三个月涨幅为-5.16%。具体来看

股票市场，11 月 27 日，上证指数报 3101.69 点、深证成指报 10904.27 点、创业板指报 2309.36

点，三类指数过去六个月涨幅分别为-2.66%、-5.41%、-3.98%，过去三个月涨幅分别为-3.14%、

-7.71%、-10.16%。11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和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上升态势

明显，三类指数过去六个月和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均呈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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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股票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4.2、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具体来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本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34.76 点，环比下降 26.18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65.24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35.95 点，环比上升 2.09

点，较2020年 12月基期下降135.95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47.87点，环比上升10.3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47.87 点。

回顾 11 月债市，月初在资金收敛和政策强预期环境下，理财赎回反馈机制冲击债市；而

下旬随着赎回阶段性企稳以及降准消息公布，债市调整有所缓和。整体看，国债收益率曲线呈

现熊平，一方面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均显著回升，另一方面期限利差有所回落；品种利差方面，

11 月各品种的到期收益率较国债走阔；信用利差方面，各品种内部利差也有所走阔。

回顾 11 月股市，紧缩预期有所缓和，全球风险偏好有所提升，国内股市延续惯性上涨。

国内基本面未有显著改善，在 11 月地产和疫情政策密集出台下，股市短期带有明显的预期色

彩，成交量延续 10 月底边际改善，结构性分化下赚钱效益较差。从估值看，11 月末上证综指、

深成指和创业板近三年市盈率（TTM）分位数分别为 21.5%、29.1%和 4.4%，较 9 月环比上升

18.3%、10.0%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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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主要类型公募基金投资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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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募基金市场

5.1、私募基金收益表现

（1）复合策略私募基金

1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0.79%，近三个月涨幅为-3.54%，过去六个月

区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份略微下降，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份上升明

显。

图 16：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股票策略私募基金

11 月，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0.01%，近三个月涨幅为-2.45%，近六个月区

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有所下降，近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2022 年 10 月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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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份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5.2、私募基金收益指数

私募基金收益指数方面，本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54.73 点，环比上升 8.57 点，

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54.73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42.45 点，环比上升 8.57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42.45 点。

图 18：复合策略和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投资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