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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研究报告

定期报告/年金养老金产品定期报告（2024 年三季度）

研究员：王韦康、詹超

【风险提示】本文所有分析均基于公开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若市场环境或政策因素发

生不利变化将可能造成行业发展表现不及预期。文中采用的样本数据有限，存在样本不足以代表整

体市场的风险，且数据统计处理方式可能存在误差。

规模持续增长 权益投资相对谨慎

【内容摘要】

规模持续增长，“源头活水”不断注入。2021年以来养老金产品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本

报告期（2024年三季度）末，养老金产品总规模已达到 23833.14 亿元，规模的增长应为

年金基金规模上涨所致。

港股和固收类产品规模扩大，信托型和债权投资计划型产品规模持续缩小。本报告期港股

股票型和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规模增长最快，环比分别增长 42.47%和 6.79%。主要

投资于非标产品的固定收益-信托产品型和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养老金产品规模持续

缩小。

管理人间管理规模相差较大，同类管理人竞争激烈，规模变化或与业绩表现及资产配置策

略相关。养老金产品管理规模最大的机构为泰康资产（3264.98亿元），规模最小的机构为

银华基金（131.36亿元），虽然规模差距较大，但同类管理人之间仍然存在较为激烈的竞

争。养老金产品管理人规模的变化或与其业绩表现及资产配置策略相关。

对比公募基金，养老金产品的权益投资相对保守。本报告期混合型及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整体收益率水平略次于公募基金对照组，可能原因为权益市场回暖时，养老金产品对于

权益投资更加谨慎和保守。

权益类养老金产品相对收益较差，固收类绝对收益较优。本报告期，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超额收益较低，原因可能为部分养老金产品业绩与其业绩比较基准并不匹配。大多固定

收益-普通型、混合型和专项计划型养老金产品以存款利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这几类产品

多跑赢业绩比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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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

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基金（简称年金基金，下同）作为第二支柱，

始终是养老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年金基金的投资运作中，有一

类投资标的——年金养老金产品（简称养老金产品，下同）。养老金产品

由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发行，面向年金基金定向销售，其运作过程中资

金流向如图表 1 所示。由于养老金产品的管理人与年金基金管理人相同，

本研究通过养老金产品的类型、规模、收益等方面数据，定期对养老金产

品的情况进行回顾和分析。

图表 1：年金养老金产品资金流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证报基金研究

二、规模情况：总规模持续增长

规模持续增长，“源头活水”不断注入。如图表 2所示，自 2021 年以

来，养老金产品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本报告期（2024 年三季度，下同）

末，养老金产品总规模已达到 23833.14 亿元，相比上期（2024 年二季度）

的 23563.27 亿元增长 1.15%。从资金来源看，养老金的持有人为年金基金，

在人社部的引导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职工加入了企业年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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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更多的资金不断涌入年金基金，

养老金产品规模随之水涨船高，从历史数据看，2021 至 2023 年三年间养老

金产品总规模占年金基金规模的比例一直大于 40%。

图表 2：2021年-2024Q3不同类型养老金产品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1/12/31-2024/09/30

港股和固定收益-普通型产品规模扩大，信托型和债权投资计划型产品

规模持续缩小。从各类型规模变化看，本报告期港股股票型和固定收益-普

通型养老金产品规模增长最快，环比分别增长 42.47%和 6.79%。但主要投

资于非标产品的固定收益-信托产品型和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养老金

产品规模持续缩小。港股股票型养老金产品规模的扩大可能与香港市场的

火热行情有关，非标类养老金产品规模的缩小或与监管部门对其期限匹配

等规范化要求有关。在所有类型中，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占比最高，

该类型养老金产品规模从 2021 年的 7462.45 亿元增长到本报告期末的

12485.62 亿元，累计涨幅达到 67.31%，本报告期末其占比达到 52.39%。

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主要投资标的为标准化债权资产，小部分

资金投资于信托产品和债权投资计划，其规模拔得头筹的原因有两个。从

投资特点分析，年金基金本身可以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等标的，而投资

股票所需成本要远小于债券，即使是小规模的年金基金也可以直接投资股

票资产，而固收类资产投资起点较高，小规模年金基金可能更倾向于购买

固收类养老金产品从而达到分散化投资的目的。从资金性质分析，年金基



定期报告：年金养老金产品定期报告（2024 年三季度）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

金的资金来源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职工的月度缴费，而领取则需要待职

工退休时开始，这意味着年金基金天然有长期投资的属性且至少需要具备

跑赢通胀的能力，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与上述两类特点更为契合，

因此规模有较大增长。

三、不同管理人情况：规模差距较大但竞争仍在，规模变化或与
业绩及资产配置策略相关

根据 2024Q3 管理人在管的养老金产品规模，本研究将养老金产品管理

人分为四类。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养老金产品管理人分类表

规模类别 分类标准（亿元） 包含的管理人
第一梯队 >2500 泰康资产、中国人寿、易方达

第二梯队 （1000,2500]
工银瑞信基金、平安养老、人
保、南方基金，中信证券、华

泰资管

第三梯队 （400,1000]
富国基金、长江养老、国泰基
金、招商基金、华夏基金、中
金公司、太平养老、嘉实基金

第四梯队 ≤400
建信养老、博时基金、海富通
基金、银华基金、新华养老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管理人规模相差较大，同类管理人竞争激烈。现在具有年金基金投资管

理机构资格的 22 家机构，均发行了养老金产品以适应自身年金基金的投资

需求，但不同机构管理的养老金产品规模差距甚远。截止到本报告期末，

第一类管理人泰康资产、中国人寿和易方达基金规模分别为 3264.98 亿元、

2944.39 亿元和 2711.95 亿元，而管理规模最小的养老金产品管理机构为银

华基金，规模仅为 131.36 亿元。即使规模差距显著，养老金产品市场的竞

争格局并非一成不变。以第二梯队管理人为例，2024 年二季度规模最大的

两家机构为人保和南方基金，本报告期变为工银瑞信基金和平安养老，可

见同类管理人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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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增长与业绩表现相关。如图表 7至图表 10 所示，养老金产品管理

人规模的变化多与其养老金产品业绩表现相关。举例来说，本报告期平安

养老和中信证券养老金产品规模较 2024 年二季度增长较多，它们的普通股

票型、混合型和固定收益-普通型产品的加权收益率
1
均表现不俗。如果对其

1
此处加权收益率的权重为养老金产品规模占相同类型相同管理人总规模的比例。

图表 3：第一梯队管理人管理规模变化 图表 4：第二梯队管理人管理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3/12/31-2024/09/30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3/12/31-2024/09/30

图表 5：第三梯队管理人管理规模变化 图表 6：第四梯队管理人管理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3/12/31-2024/09/30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3/12/31-202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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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进行分析，养老金产品的主要持有人为相同管理机构管理的年金基金，

养老金产品业绩较优同时会导致年金基金业绩较优，委托人或受托人可能

会对业绩表现较优的年金基金进行增资，年金基金规模的增长进而带动养

老金产品规模增长。

图表 7：第一梯队管理人加权收益率 图表 8：第二梯队管理人加权收益率

资料来源：iFinD、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资料来源：iFinD、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图表 9：第三梯队管理人加权收益率 图表 10：第四梯队管理人加权收益率

资料来源：iFinD、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资料来源：iFinD、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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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国泰基金养老金产品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3/31-2024/09/30

管理人的资产配置策略会影响管理规模。本报告期内，第三梯队管理人

中规模增长最多的为国泰基金，与 2024 年二季度相比涨幅 7.69%，规模下

降幅度最大的为嘉实基金，环比跌幅为 11.43%。这两家机构采取了截然相

反的策略。如图表 11 所示，国泰基金的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占比

较高，本报告期末占比高达 76.84%，混合型、普通股票型和股票专项型养

老金产品的占比均较低。由于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业绩表现较优，

该类型养老金规模的持续扩大带动国泰基金管理的养老金产品总规模不断

提升，深耕自身优势的策略得到正反馈。

图表 12：嘉实基金养老金产品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3/31-202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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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的是嘉实基金，嘉实基金的养老金产品较为均匀的分布在不同

类型中，本报告期规模占比最高的养老金产品为固定收益-存款型（32.27%），

其次为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22.74%），固定收益-普通型、混合型

和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规模占比分别为 20.01%、5.09%和 4.12%。综合来

看，嘉实基金规模的下降或许有两方面原因。从投资业绩看，本报告期嘉

实基金的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表现欠佳，该类型 4只养老金产品加

权收益率为-0.41%，嘉实基金也是唯一一家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加

权收益率为负的机构。从资产配置偏好看，在当期利率持续下行的环境下，

规模占比最大的固定收益-存款型产品实现差异化竞争的难度可能较大，因

此该类型养老金产品同样经历了规模的大幅下降。

四、与公募基金对比：权益投资相对谨慎

2020 年底，人社部印发《关于调整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文中

提到，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需要充分考虑安全性和收益性等方面因素。本

研究用相似的标准对养老金产品的投资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以波动率
2
作为

安全性的代表指标，收益率
3
作为收益性的代表指标，针对养老金产品中规

模较大、代表性较强的三种类型（固定收益-普通型、混合型、普通股票型）

展开研究。为了比较各类型养老金产品的管理结果，我们针对各类养老金

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及业绩比较基准等要素，为各类养老金产品选取一

个公募基金对照组。

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整体表现优于公募基金对照组，或为更加

积极投资策略所致。由于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债

券类资产，不能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或混合基金，因此其投资与纯债型公

募基金较为类似，结合养老资产的“长钱”特征，本研究选取 Wind 二级分

类为中长期纯债型，且业绩比较基准不包括权益类指数的公募基金作为对

照组。本报告期内，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均略高

2
波动率使用的是计算区间内日收益率的标准差，因公开数据有限，此处仅将原始数据可靠的养老

金产品纳入计算。

3
对于无法获取数据的养老金产品，直接使用人社部定期公布的《养老金产品业务数据摘要》中本

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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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长期纯债型公募基金。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收益率的上四分位

数（0.74%）、中位数（0.58%）、下四分位数（0.44%）均大于公募基金对

照组，其整体表现更优。且该类型养老金产品的夏普比率
4
均值为为 5.20，

公募基金对照组的夏普比率均值为-0.97，养老金产品风险调整后收益整体

优于公募基金。但是养老金产品收益率最小值为-8.32%，远低于公募基金

对照组的最小值（-0.68%）。

图表 15：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夏普比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4
此处无风险利率使用的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同。

图表 13 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

公募基金 2024Q3 收益率分布图

图表 14 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

公募基金 2024Q3 波动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定期报告：年金养老金产品定期报告（2024 年三季度）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

表 2：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及对比公募基金收益率、波动率和夏普比率概览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本报告期内，中长期纯债型公募基金增持利率债减仓信用债，养老金产

品管理人可能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投资策略，例如提高信用债比例等方式增

厚收益。但是，可能有部分管理人并没有采用“长钱长投”的管理策略，

选取了更激进的投资方式，造成固定收益型-普通型养老金产品收益率最小

值远小于公募基金对照组。

图表 18：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夏普比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图表 16 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 收益率分布图

图表 17 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 波动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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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养老金产品表现略次于公募基金对照组，可能原因为养老金产

品对于权益投资更加谨慎。混合型养老金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 40%，

本研究选取 wind 二级分类为偏债混合型的公募基金作为其对照组。如图表

16 和图表 17 所示，公募基金对照组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分布较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偏右。混合型养老金产品本报告期收益率中位数和平均数为 1.91%和

2.12%，偏债混合型公募基金中位数和平均数为 2.54%和 2.96%，养老金产

品表现收益率略次于公募基金对照组，但养老金产品的波动率同样较小，

因此养老金产品的夏普比率中位数和平均数分别为 7.18 和 6.91，大于公募

基金对照组夏普比率的中位数和平均数。

表 3：混合型养老金产品及对比公募基金收益率、波动率和夏普比率概览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本报告期内，偏债混合型基金降低债券持仓比例，提高股票持仓比例，

混合型养老金产品对于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可能更加谨慎，大部分管理人可

能并没有提高股票持仓比例，部分产品没有享受到报告期末股票市场快速

修复阶段的红利，导致混合型养老金的收益率较低。这一结果也与养老金

产品持有人的风险偏好有直接关系，年金基金作为养老金产品持有人，在

投资时对安全性的考量大于收益性，因此养老金产品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

于公募基金对照组。

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收益率与公募基金对照组相仿，但未超过对照

组。本研究选取 wind 二级分类为股票型的公募基金作为普通股票型养老金

产品的对照组，二者收益率分布较为类似。如表 4 所示，本报告期内普通

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最大值、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与公募基

金对照组的数值相差较小，但都略低于公募基金对照组。该类型养老金产

品的夏普比率均值为 6.20，公募基金对照组的夏普比率均值为 6.69，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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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产品整体风险调整后收益同样略低。

图表 21：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夏普比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该结果表明，在权益投资方面，本报告期养老金产品管理人相对保守，

持仓可能更多选择的是波动较低的股票，因此在权益市场回暖时，较股票

型公募基金“进攻性”更弱。

表 4：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及对比公募基金收益率、波动率和夏普比率概览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图表 19 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 收益率分布图

图表 20 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与对比公募基金

2024Q3 波动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中证报基金研究

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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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额收益情况：部分产品业绩与其比较基准并不匹配

养老金产品的超额收益指的是其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
5
收益率的差额，

我们用养老金产品的超额收益衡量其相对收益表现。由于部分类型的养老

金产品数量少规模小不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选择固定收益-普通型、混合型、

普通股票型和专项计划性（包括固定收益-存款型, 固定收益-信托产品型,

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这几类养老金产品的超额收益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

图表 22：各类型养老金产品超额收益6

资料来源：iFinD、聚源数据库、人社部官网、中证报基金研究；数据范围：2024/06/30-2024/09/30

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超额收益较低，业绩与其比较基准并不匹配。

本报告期，仅有 45%左右的养老金产品收益率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约 55%的

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超额收益为负，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相对收益表

现不佳。如果细究原因，超额收益为负的养老金产品多选择沪深 300 或中

证 500 等股票类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超额收益为正的养老金产品多选

择存款利率或股票指数与债券指数的组合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从结果看，

5
此处仅计算了能够查询到业绩比较基准的养老金产品的超额收益。

6
箱型图的箱体中间横线代表中位数，箱体上下两端代表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上下两个须代

表 1.5 倍四分位距（上四分位与下四分位的差额）计算的最大最小值，超出须的数据点代表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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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业绩和其比较基准并不匹配，养老金产品是

年金基金的配置工具，但年金基金很难通过业绩比较基准了解其目标收益，

进而做出投资判断。

固定收益-普通型、混合型和专项计划型养老金产品超额收益的表现较

优。本报告期，固定收益-普通型、混合型和专项计划型养老金产品超额收

益大多为正，这些养老金产品多以存款利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大部分养

老金产品绝对收益表现较优。

六、总结

2021 年以来，养老金产品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养老金

产品总规模已达到 23833.14 亿元。根据产品类型分析，本报告期港股股票

型和固定收益-普通型养老金产品增长最快，主要投资于非标产品的固定收

益-信托产品型和固定收益-债权投资计划型养老金产品规模持续缩小。从

养老金产品管理人维度分析，本报告期不同管理人业绩表现参差不齐，规

模的变化与业绩结果相关，同时也与管理人资产配置策略相关。与公募基

金对比，养老金产品的权益投资更加保守，本报告期市场回暖时，混合型

养老金产品可能没有相应提高权益比例，普通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整体收

益率情况略次于公募基金对照组。从超额收益的结果看，权益类养老金产

品相对收益欠佳，固收类养老金产品绝对收益较优，部分养老金产品业绩

与其比较基准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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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报告原始数据来源于市场公开信息，此报告仅做数据统计，不涉及指标排名，

不做投资参考之用，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或做出的任何建议、意见及推测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

构成对所述金融产品、产品发行或管理人做出任何形式的保证。投资者应自行决策，

自担投资风险。本报告对基金产品的研究分析不应被视为对所述基金产品的评价结果，

本报告对所述基金产品的客观数据展示不应被视为对其排名打分的依据，任何个人或

机构不得将我方基金产品研究成果作为基金产品评价结果予以公开宣传或不当引用。

附 1：本报告管理人全称简称对照表

管理人全称 管理人简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寿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

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人保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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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

附 2：养老金产品分类（人社部分类）

资产类型 养老金产品类型

权益类资产

普通股票型

股权型

股票专项型

港股股票型

其他型

固定收益类资产

混合型

固定收益型-普通型

固定收益型-存款型

固定收益型-债券型

固定收益型-债券基金型

固定收益型-信托产品型

固定收益型-债权投资计划型

固定收益型-其他型

流动性资产 货币型

其他投资资产 其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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