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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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集合信托产品

加权年化收益率

5.66%

债券型公募基金

近六个月涨幅

1.58%

复合策略私募基金

近三个月涨幅

12.77%

风险提示及投资者建议

11 月权益市场整体收涨，但呈宽幅
震荡趋势，仍存在一定风险因素。
债券市场走牛，带动固收类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表现转好。后续投资者
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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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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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较 2024 年 10 月 27 日当周下降 6BP，较基
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61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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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较上月环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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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上升，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40%，较上月环比上升 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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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指数为 114.41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38 点，环比涨幅 0.34%，指数
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41 点，增长 1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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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4 点，较
上月环比上升 0.21 点，环比增幅 0.18%，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
上升 14.24 点，增长 14.24%。

 信托市场
11 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5BP 至 5.66%，具体而
言，短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10BP 至 5.35%，长期限产品收益
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12BP 至 5.80%。

 公募基金市场
11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0%，较上月环比下降 4BP，
较 2020 年 12 月高点下降 98BP。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58%；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4.55%；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
六个月涨幅为 11.03%。

11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89.07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7.89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10.93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4.97 点，环
比上升 1.46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95.03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
益指数为 21.52 点，环比上升 4.7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78.48 点。

 私募基金市场
1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5.36%，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
六个月涨幅为 10.97%。

1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48.87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3.45 点，
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51.13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6.22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4.36，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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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股票型
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19.56%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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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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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 款产品，较上月增加 821 款。封闭式产品共发

行 3426 款，占比 72.94%；每日开放型产品共发行 498 款，占比 10.60%；最小持有期型产品共

发行 586 款，占比 12.48%；固定期限定开型产品共发行 141 款，占比 3.00%；其他开放式共发

行 46 款，占比 0.98%。固定收益类产品共发行 4574 款，占比 97.38%；混合类产品共发行 91

款，占比 1.94%；权益类产品共发行 18 款，占比 0.38%；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 14 款，占比 0.30%。

本月，共计成立资产管理信托产品 2032 款，环比增加 391 款，增幅为 23.83%；成立规模

为 984.25 亿元，环比上升 514.93 亿元，增幅为 109.72%。非标信托成立市场方面，11 月房地

产类信托产品的成立规模为 0.91 亿元，环比增加 0.82 亿元；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208.79

亿元，环比上涨 49.35%；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成立规模 137.09 亿元，环比上升 45.19%；工商

企业类信托成立规模 42.20 亿元，环比减少 5.67%。标品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984 款，环比增加

7.31%；成立规模 592.66 亿元，环比上涨 2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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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5款。股票型基金产品本月共存续 4323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145 款。

1.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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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风险

事件

通过底层资产调节理

财产品收益，被罚 30

万元

财信信托被罚 330 万，

涉违规刚性兑付形成

损失风险等多项事由

信达澳亚再现“老鼠

仓”，四川证监局开

出 140 万元罚单

广东诚鸿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因三方面违规行

为，被广东证监局出具警

示函

12 月 10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浙江东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罚 30 万元。主要违法违规行为：违反市场交易和公平交易原则，

通过调整底层资产收益方式调节理财产品收益，不符合理财产品净值管理的要求。

11 月 14 日消息，金融监管总局湖南监管局发布系列罚单，剑指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财信信托"）及其相关责任人。罚单显示，财信信托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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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风险资产数据不真实；向监管部门提供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违规开展信托业务用于土

地整理开发；为保险公司直接或变相投资单一信托提供通道；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规避监管

提供通道；未穿透识别合格投资者，信托产品认购违规；违规刚性兑付形成损失风险。针对上

述违法违规行为，金融监管总局湖南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

六条及相关审慎经营规则，对财信信托合计罚款 330 万元。2022 年开始实施的资管新规明确

规定，非存款类持牌金融机构发生刚性兑付的，认定为违规经营，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国

人民银行依法纠正并予以处罚。资管新规同时还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

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

11 月 27 日，四川证监局发布公告对信达澳亚基金经理开出罚单。罚单显示，基金经理“李

某彦”因涉及泄露未公开信息及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的违法行为，被四川证监局罚没

154.29 万元。从处罚决定书披露的产品及“李某彦”名字可以发现，该基金经理为李淑彦，

也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上述处罚落地后，信达澳亚基金 11 月 29 日上午发布公告称，李淑彦因

个人原因离任公司副总经理，并卸任其管理的 6 只基金产品。事实上，早在 2018 年，信达澳

亚基金也曾被曝出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公开信息显示，2009 年 3 月-2015 年 6 月期间，

时任信达澳银基金(现信达澳亚基金)基金经理王战强根据其掌握的领先增长基金的投资标的

和投资计划等未公开信息，当面或通过电话向妻子蔡某下达股票交易指令，通过亲戚证券账户

违法买卖股票 73 只，涉案金额 7834.63 万元。获利 456.55 万元。在对投资市场的监管层面，

“老鼠仓”是指基金经理或投资顾问在未向客户披露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名下或者其亲友名下

的账户提前进行股票交易，然后利用客户资金买入，待价格波动后获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在2024年11月8日发布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24〕183 号，广东诚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因多项违规行为受到警示函的处罚。具体违

规问题包括未及时更新管理人有关信息、未按规定保存部分交易记录，以及管理的部分产品违

反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00%”的约定。监管层面加强对私募

行业的监管，不仅可以促使私募机构规范运行，还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私募行

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私募机构应持续在加强合规管理、提升投研能力等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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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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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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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持续下行

2024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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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较 2024 年 10 月 27 日当周下降 6BP，较基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61BP。

具体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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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呈下

行趋势，较上月有所下降。

从流动性投放来看，11 月央行净回笼 1894 亿质押式逆回购，MLF 缩量续作 5500 亿，PSL

净归还 1402 亿元，但买断式逆回购投放规模上升至 8000 亿元，央行国债净买入的 2000 亿也

会对流动性带来补充。在权益市场扰动减弱的背景下，11 月 DR007 中枢与 10 月基本持平，仍

然维持在 1.65%-1.70%之间。具体地，第一周（11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净

回笼 13158 亿元。上半周央行逆回购大规模净回笼，但资金面整体维持宽松，周四后略有收敛。

第二周（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5 日）本周央行以大规模逆回购投放对冲 MLF 到期，全周净投放

流动性 1871 亿元。在前一周逆回购大规模净回笼后，上半周资金面边际收紧，但随着本周投

放规模的不断上升，周三后资金逐步转松，周五税期与 MLF 到期亦未造成较大冲击，但尾盘略

有收紧。第三周（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2 日）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 668 亿元，此外财政部

开展 1200 亿国库现金定存操作，中标利率下降 12BP 至 2.16%。周四前央行公开市场持续净投

放，上半周在税期走款影响下资金面仍略有收敛，随着走款接近尾声，周三后资金面边际转松，

周五受逆回购大量净回笼影响资金面略有收紧。第四周（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9 日）本周央行

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 5180 亿元。周一央行开展 9000 亿元 MLF 操作，逆回购也转为净投放，尽

管在跨月与政府债缴款等因素影响下，DR007 升至 1.77%，但流动性体感仍维持宽松，随后几

日政府债缴款规模维持高位，周三后逆回购转为净回笼，但资金面进一步转松，分层现象也有

所缓解，跨月当日 DR001 降至 1.32%，创下 22 年 8 月以来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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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当周 1.67

2024 年 11 月 17 日当周 1.69

2024 年 11 月 24 日当周 1.65

2024 年 12 月 1日当周 1.65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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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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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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投资收益率

为 1.40%，较上月环比上升 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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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较上月环比上升 3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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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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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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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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收益表现有所

下降，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37%，较上月环比下降 33BP。2024 年 5 月，一年投资周期

产品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近一年以来最佳，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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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较上月环比上升 14BP。2024 年 1 月的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近

一年以来最佳，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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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较上月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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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指数为 1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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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38 点，环比涨幅 0.34%，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41

点，增长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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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 0.67%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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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上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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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4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21 点，环比增幅 0.18%，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24

点，增长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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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 0.7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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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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5BP 至 5.66%，具体而言，短期限产品收

益率较上月环比下降 10BP 至 5.35%，长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12BP 至 5.80%。信托

产品收益指数较上月环比上升 0.69 点至 66.17 点。11 月，共计成立资产管理信托产品 2032

款，环比增加 391 款，升幅为 23.83%；成立规模为 984.25 亿元，环比上升 514.93 亿元，增

幅为 109.72%。非标信托成立市场方面，11 月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成立规模为 0.91 亿元，环

比增加 0.82 亿元；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208.79 亿元，环比上涨 49.35%；投向金融领域的

产品成立规模 137.09 亿元，环比上升 45.19%；工商企业类信托成立规模 42.20 亿元，环比减

少 5.67%。标品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984 款，环比增加 7.31%；成立规模 592.66 亿元，环比上涨

2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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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0%，较上月环比下降 4BP，较 2020 年 12 月高

点下降 98BP。

从货币市场利率看，在权益市场扰动减弱的背景下，11 月 DR007 中枢与 10 月基本持平，

仍然维持在 1.65%-1.70%之间，DR007 月内均值为 1.67%，较 10 月上升 2BP；R007 的月内均值

为 1.82%，较 10 月下降 15BP。R007 与 DR007 利差为 14BP，资金分层略有收窄。

回顾 11 月，全月来看，资金面均衡宽松，资金利率的波动较 10 月有所下降。11 月央行

大额缩量续作 MLF，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但由于 10 月央行开展了 5000 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提前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市场流动性整体仍然充足宽松，央行对流动性的呵护力度仍然

较强，后续或将持续开展买断式回购以替换存量 MLF。

展望 12 月，尽管政府债净供给规模相对往年同期仍然偏高，但考虑 12 月为传统财政支出

大月且置换债与特殊再融资债的支出也将带来政府存款的额外投放，预计政府存款或环比下

降。公开市场操作方面，力度有望进一步增强，随着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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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预计后续资金面有望进一步宽松，助力经济基本面持续回升向好。此外，

11 月底同业存款利率新规落地，后续或对货币基金收益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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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较上月环比上升 15BP；过去三个月涨

幅为 1.48%，较上月环比上升 68BP；观测过去一年不同时段债券型公募基金区间收益表现，2024

年 6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最好，为 2.35%。

图 8：债券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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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利率债方面，11 月各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和综合指标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中长期

国债品种下降幅度相对更大。具体来看，绝对估值来看，截至 11 月末，6M、1Y、3Y、5Y 和

10Y 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1.37%、1.37%、1.41%、1.67%和 2.03%，较上月末分别变动-6BP、-6BP、

-17BP、-14BP、-13BP，均有所下降。相对估值方面，上述到期收益率 11 月末算数平均近一

年分位数为 0.00%，显示出各期限国债平均到期收益率均已下降至近一年最低水平，较上月

末下降 1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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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0%，较上月末下降 29.60%；5 年期收益率减 1年期的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9.90%，较上

月末下降 4.30%。

图 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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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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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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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同样呈整体下行趋势。信用利差5中

城投债信用利差和企业债信用利差均呈现出上旬走高，中下旬持续回落的走势。截至 11

月末，AAA 级城投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为 8.20%，较上月末下降 17.70%；AA+城投债

信用利差（相对 AAA）近一年分位数为 43.80%，较上月下降 2.50%。AA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

率近一年分位数为 4.10%，较上月下降 21.20%；AA+企业债信用利差（相对 AAA）近一年分

位数为 47.50%，较上月下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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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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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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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在上半月呈下行趋

势，11 月 19 日开始有所回升，11 月 21 日后转为下行，月末均下行至本月内最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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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0%，较上月末上升 15.20%；AAA

级企业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84.20%，较上月末上升 15.50%。

图 12: 2024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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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4.55%，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12.98%，过去六个

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0 月有所下降，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1 月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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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1.03%，过去三个月涨幅为 19.56%。具体来看

股票市场，11 月 29 日，上证指数报 3326.46 点，深证成指报 10611.72 点、创业板指报 2224.00

点，三类指数过去六个月涨幅分别为 7.76%、13.32%、23.21%，过去三个月涨幅分别为 17.04%、

27.11%、40.72%。11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有所上升，处于近 1年

最高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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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回升，处于近 1年较高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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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7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7.89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

期下降 10.93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4.97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1.46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95.03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21.52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4.7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78.48 点。

回顾 11 月债市，在财政增量刺激靴子落地的带动下，叠加股市近期波动较大，市场的

避险情绪有所提升，本月债市整体呈现震荡走强态势。其中，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下行显著。

具体来看：月初在人大常委会增量财政政策落地，但并未超市场预期的情况下，债市收益率

下行；随后受各地化债置换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影响，供给担忧情绪扰动，债市收益率有所

上行；下旬在地方债招投标结果好于预期，以及央行逆回购力度加大、流动性较充裕的情况

下，供给压力有所缓解，叠加市场降准预期以及机构抢配影响下，债市收益率再度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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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现出前两周整体下降，

第三周短暂上升后转为下行，在月末下降至月内最低值的走势；在超额利差方面，城投债收

益率、企业债收益率较国债同样呈现出前两周下行，第三周短暂上升后随即下行，月末下降

至月内最低水平；在品种利差方面，企业债利差和城投债利差均呈现上旬有所上行、中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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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回落的特征。

回顾 11 月股市，三大股指 11 月均小幅上涨，但整体走势呈现宽幅震荡趋势，波动有所

增强。具体来看，上证综指累涨 1.42%，深证成指累涨 0.19%，创业板指累降 2.75%。从板

块来看，商贸零售、综合行业、轻工制造等板块涨幅排名靠前，家用电器、国防军工、美容

护理等板块跌幅较大。从估值来看，11 月末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近三年市盈率（TTM）

分别为 14.38 倍、25.90 倍和 34.27 倍，分位数分别为 96.50%、65.20%和 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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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近三个月涨幅为 12.77%，过去六个月

和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0 月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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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10.97%，近三个月涨幅为 18.24%，过去六个月

和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0 月均有所上升，短期区间收益表现涨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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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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3.4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51.13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6.22 点，较上

月环比上升 4.36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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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