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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收益表现

一年投资精选银行理

财产品近半年收益率

1.70%

集合信托产品

加权年化收益率

5.61%

债券型公募基金

近六个月涨幅

1.43%

复合策略私募基金

近三个月涨幅

6.79%

风险提示及投资者建议

10月资本市场表现未能延续9月末
增长趋势，整体行情由上升转为震
荡，当前市场潜在风险因素依然较
多，投资者需要谨慎把握市场风
险，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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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0 月 27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当周1七
日年化收益率平均值为 1.71%，较 2024 年 9 月 29 日当周下降 5BP，较
基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56B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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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较上月环比下降 3B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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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收益表现较上月有
所下降，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37%，较上月环比下降 13B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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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指数为 114.03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14 点，环比涨幅 0.12%，指数
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03 点，增长 1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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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为 114.03 点，较
上月环比上升 0.45 点，环比增幅 0.40%，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
上升 14.03 点，增长 14.03%。

 信托市场
10 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5BP 至 5.61%，具体而
言，短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9BP 至 5.45%，长期限产品收益
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11BP 至 5.68%。

 公募基金市场
10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4%，较上月环比下降 3BP，
较 2020 年 12 月高点下降 94BP。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43%；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5.36%；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
六个月涨幅为 10.20%。

10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81.19 点，环比下降 10.13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8.81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3.51 点，环比上
升 2.3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96.49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
数为 16.79 点，环比上升 4.1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83.21 点。

 私募基金市场
10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5.29%，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
六个月涨幅为 9.53%。

10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45.42 点，较上月环比下降 0.79 点，
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54.58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1.86
点，较上月环比下降 1.26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8.14 点。

1 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六个月投资周期银行理财产品过去三个月收益率达 0.64%，股票型
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10.95%

202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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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市场发展概况及风险事件速览

1.1、2024 年 10 月各类市场产品发行概况

本月，全市场银行及理财公司共发行 3876 款产品，较上月减少 282 款。封闭式产品共发

行 2963 款，占比 76.44%；每日开放型产品共发行 336 款，占比 8.67%；最小持有期型产品共

发行 472 款，占比 12.18%；固定期限定开型产品共发行 85 款，占比 2.19%；客户周期型产品

6 款，占比 0.15%；其他半开型共发行 14 款，占比 0.36%。固定收益类产品共发行 3808 款，

占比 98.25%；混合类产品共发行 59 款，占比 1.52%；权益类产品共发行 3 款，占比 0.08%；

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 6款，占比 0.15%。

本月，共发行集合信托产品 1842 款，较上月环比增加 152 款。从产品期限上看，产品平

均期限 1.86 年，较上月环比增加 0.0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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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等维度，未发生实质变化。截至 11 月 4 日，10 月房地产类信托

产品的成立规模为 0.09 亿元，环比减少 1.53 亿元；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139.80 亿元，环

比减少 8.65%；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成立规模 94.42 亿元，环比下降 19.79%；工商企业类信托

成立规模 44.73 亿元，环比增加 25.22%。

本月，从基金市场表现来看，148 家机构共计存续货币基金产品 909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1款。股票型基金产品本月共存续 4178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53 款。

1.2、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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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风险

事件

九江银行因理财资金

违规运作被罚 410 万

元

信托业监管趋严，合规

之路何去何从？

公募基金“老鼠仓”

案件被罚

明曦私募基金因违规被

浙江证监会警示

10 月 25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披露，九江银行因理财资金用于受让本行表外风

险资产、面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的理财产品投资房地产信托、违规发放贷款掩盖违规转让信贷

资产产生的损失等 9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款 410 万元。时任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负责人李健被警告，并处 10 万元罚款；时任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客户经理束礼

武被警告。九江银行成为首家因“理财资金用于受让本行表外风险资产”被处罚的银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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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是许多投资者选择的理财方式，但其运作模式却并不透明。理财资金的合规管理是保障投

资者利益的基础，做好合规管理才能实现理财产品的收益保证。

今年以来，监管机构对信托机构的处罚力度持续加大，罚款金额飙升至 2595 万元，涉及

10 家信托机构，罚单数量高达 50 张。其中，国通信托、中海信托、上海爱建信托、陆家嘴国

际信托以及昆仑信托等多家机构更是接到了超 200 万元的大额罚单。面对严监管的高压态势，

信托机构如何应对？一是深刻反思问题所在，切实认识到合规经营是关乎自身生存发展的基

石；二是信托公司应建立健全内部合规管理体系，强化风险识别与防控能力；三是积极适应资

管新规的要求，加快业务转型，推动产品向净值化、标品化转变。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露了两例公募基金“老鼠仓”案件的处罚决定

书。其中，一位基金经理张某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 1566.26 万元；另一位某公募前首席交易员

王某虎因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趋同交易，被罚 50 万元。从法律角度来看，《证券投资基金法》

明确规定，禁止基金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从行业自律角度来

看，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作为专业人员，应当具备高度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

10 月 25 日，浙江证监局发布公告，明曦（杭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违反相关法规

受到警示函处罚。经查明，明曦（杭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私募基金业务中存在为部分

产品的投资者提供利益输送的通道业务、从事与私募基金管理无关的业务、帮助债券发行人推

荐资金认购方并收取相关费用等问题。私募基金应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系统，确保所有业务活

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严格界定公司业务范围，专注于私募基金管理服务；与监管机构保持良

好沟通，及时报告重要事项，积极配合监管检查。

二、银行理财市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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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震荡回落态势

2024 年 10 月 27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当周3七日年化收益率平均

值为 1.71%，较 2024 年 9 月 29 日当周下降 5BP，较基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56BP。

具体来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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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持续

下行态势，月末明显回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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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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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性投放来看，10 月央行净回笼 195 亿元逆回购，MLF 缩量续作 890 亿元，PSL 继续

净归还约 800 亿元，央行国债净买入的 2000 亿也会对流动性带来补充。降准降息落地后，尽

管 10 月资金利率中枢有所回落，但 DR007 与 OMO 的利差却创下了年内新高，且资金分层也有

所扩大，猜测或是受到权益市场的暂时性影响。具体地，第一周（10 月 7 日至 10 月 11 日）

央行净回笼 13250 亿元，跨季之初央行公开市场大规模净回笼，叠加存款短期大规模流入股

市等因素带来的摩擦，资金面并未如期转松，反而有所收敛且分层加剧；第二周（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8 日）央行净回笼 3247 亿元，上半周央行小规模逆回购净投放，资金面延续宽松

态势，下半周 7890 亿 MLF 和 1600 亿国库现金定存到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转为小幅净回笼；

第三周（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5 日）央行净投放 19571 亿元，创 2023 年 2 月来新高，上半周

央行持续小规模净投放，下半周大规模逆回购净投放；第四周（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央

行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 8514 亿元，但新设的买断式逆回购工具可能大幅补充流动性，上半周

央行公开市场持续小规模净投放，周三周四逆回购到期规模较大，公开市场转为大额净回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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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0 月 6日当周 1.75

2024 年 10 月 13 日当周 1.75

2024 年 10 月 20 日当周 1.74

2024 年 10 月 27 日当周 1.71

2024 年 11 月 3日当周 1.71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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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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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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6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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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收益表现较

上月有所下降，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37%，较上月环比下降 13B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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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4%，较上月环比下降 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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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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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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收益表现整体

上升，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70%，较上月环比上升 19BP。2023 年 6 月的一年投资周期

产品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今年以来最佳，为 2.3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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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较上月环比上升 5BP。2023 年 4 月的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今

年以来最佳，为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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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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2、精选理财产品收益指数

将精选理财产品累计净值标准化处理形成产品收益指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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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持续上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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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为 114.03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14 点，环比涨幅 0.12%，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03

点，增长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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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
0.14% 0.7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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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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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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延续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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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为 114.03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45 点，环比增幅 0.40%，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03

点，增长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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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
0.45% 0.7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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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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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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托市场

3.1、信托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

10 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5BP 至 5.61%，具体而言，短期限产品收

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9BP 至 5.45%，长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11BP 至 5.68%。信托产

品收益指数较上月环比下降 0.65 点至 65.48 点。截至 11 月 4 日，10 月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

成立规模为 0.09 亿元，环比减少 1.53 亿元；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139.80 亿元，环比减少

8.65%；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成立规模 94.42 亿元，环比下降 19.79%；工商企业类信托成立规

模 44.73 亿元，环比增加 25.22%。
图 6：信托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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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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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4%，较上月环比下降 3BP，较 2020 年 12 月高

点下降 94BP。

从货币市场利率看，10 月资金利率中枢在央行降准降息的影响下有所回落，但 DR007 与

OMO 的利差却创下了年内新高，资金面分层反而有所扩大。10 月资金面流动性维持宽松，资金

分层现象缓解。DR007 月内均值为 1.65%，较 9月下降 14BP；R007 的月内均值为 1.97%，较 9

月下降 1BP。R007 与 DR007 利差为 32BP，非银机构资金需求有所回升，资金分层略有扩大。

回顾 10 月，资金紧张的局面仍时有出现，虽然降准降息落地，但资金分层的现象反而更

加突出，主要是受到权益市场波动增大、部分非银压力增大等暂时性因素推动。央行在月初资

金收敛的情况下仍在回笼流动性，可能是为了防止权益市场短期过热。但随着权益市场波动减

弱，缩量操作也告一段落，尤其是在税期期间进行了大规模逆回购投放，有利于缓解银行体系

流动性面临的扰动。10 月超储率维持高位，大行净融出也出现了明显抬升，但二者在节奏上

并不完全同步。随着权益市场波动减弱，央行投放规模持续上升，10 月下旬后资金波动率下

降，分层也得到了缓和。

展望 11 月，尽管政府债净供给规模相对往年同期仍然偏高，但考虑财政支出需要保持强

度，广义财政赤字规模可能也会高于往年，并且部分特殊再融资债还能带来财政存款的额外下

降，预计政府存款环比下降，降幅与去年同期接近，成为补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而货币发行

和缴准季节性增加，或将推动净资金回笼进一步增加。公开市场方面，预计 11 月 MLF 延续缩

量运作，但央行买断式逆回购能够对流动性进行补充，预计 11 月超储率将与 10 月基本持平，

仍为非季末月份的偏高水平。利好方面，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对跨元旦和跨春节的流动性进行

了补充；利空方面，政府债增发以及 MLF 大量到期可能带来对流动性的一定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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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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43%，较上月环比下降 62BP；过去三个月涨

幅为 0.80%，较上月环比下降 17BP；观测过去一年不同时段债券型公募基金区间收益表现，2023

年 4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最好，为 2.42%。

图 8：债券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利率债方面，10 月国债到期收益率和综合指标整体趋势平稳，中旬出现明显回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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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回升。绝对估值来看，截至月末，6M、1Y、3Y、5Y 和 10Y 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1.43%、1.43%、

1.59%、1.81%和 2.15%，较上月末分别变动-3BP、7BP、-2BP、-5BP、-2BP，除 1 年期国债

到期收益率上涨外其他长短端变动相似。相对估值来看，上述到期收益率 10 月末算数平均

近一年分位数为 11.4%，较上月末下降 1.3%。期限利差看，截至 10 月末，10 年期收益率减

1年期的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82.9%，较上月末下降 17.1%；5 年期到期收益率相对利差近一

年分位数为 14.2%，较上月末下降 40.1%。

图 9: 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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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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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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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 月上旬拉升，中旬持续回落，下旬缓

慢回升。信用利差5中城投债信用利差和企业债信用利差均表现在上半月持续升高，下半月

缓慢回落。截至10月末，AAA级城投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为25.9%，较上月下降6.6%；

AA+城投债信用利差（相对 AAA）近一年分位数为 46.3%，较上月上升 17.1%。AAA 级企业债

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为 25.3%，较上月下降 4.2%；AA+企业债信用利差（相对 AAA）近

一年分位数为 48.6%，较上月上升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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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0 月信用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和利差分位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10 月高等级信用债利差6中，城投债收益率、企业债收益率较国债在 10 月 10 日之后明显

回落，10 月 16 日之后缓慢回升。截至 10 月末，AAA 级城投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数

为 71.1%，较上月末下降 17.2%；AAA 级企业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68.7%，较上

月末下降 17.2%。

图 12: 2024 年 10 月高等级信用债同国债的利差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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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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混合型公募基金

10 月，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5.36%，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6.61%，过去六个月

区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

图 13：混合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4）股票型公募基金

10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0.20%，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10.95%。具体来看

股票市场，10 月 31 日，上证指数报 3279.82 点，深证成指报 10591.22 点、创业板指报 2164.46

点，三类指数过去六个月涨幅分别为 5.64%、10.47%、16.47%，过去三个月涨幅分别为 11.61%、

20.99%、28.22%。10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呈下降态势，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呈上升态势。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的区

间收益表现呈下降态势，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过去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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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81.19 点，较上月环比下降 10.13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

期下降 18.81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3.51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2.3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96.49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16.79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4.1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83.21 点。

回顾 10 月债市，10 月国债收益率走出浅 V字走势，月中收益率有所下降，月末回升，

长短端国债收益率趋势特征相似，原因主要是 10 月初受股市热度影响，在股债跷跷板效应

推动下，债市资金流入股市，债市收益率上行；中旬股市回调，叠加 10 月通胀数据表现未

超预期，资金回归债市，债市收益率回落；下旬随着 3季度经济数据公布，整体数据表现较

好，叠加政策面扰动因素，债市收益率缓慢回升。整体看，期限利差方面，5年期期限利差

和 10 年期期限利差变动趋势相似，均表现出中旬回落、下旬回升的态势；在超额利差方面，

城投债收益率、企业债收益率较国债均在 10 月 9 日后下行，10 月 16 日后回升，月末较月

初下降；在品种利差方面，企业债利差和城投债利差均呈现上半月震荡上行、下半月缓慢回

落的特征，两者趋势相似。

回顾 10 月股市，市场未能延续 9月末的上升趋势，月中震荡下行，月末回升。上证指

数和创业板指较上月末下降，深证指数较上月末上升。具体来看，上证综指累降 1.70%，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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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成指累涨 0.58%，创业板指累降 0.49%。从板块来看，电子、计算机、综合行业等板块涨

幅排名靠前，食品饮料、煤炭、石油化工等板块跌幅较大。从估值来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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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66.7%和 23.4%，较 9月末环比

变动-29.7、3.48%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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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5.29%，近三个月涨幅为 6.79%，过去六个月区

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

图 16：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股票策略私募基金

10 月，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9.53%，近三个月涨幅为 10.62%，过去六个月

区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9月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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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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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2 点，较上月环比下降

0.79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54.58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1.86 点，较上

月环比下降 1.26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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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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