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投资综合述评

本月报告重点摘要 相关指数 本月收盘 本月涨跌幅

沪深300 2759.71 5.22%

中信全债 1223.33 0.52%

美国标普500 893.06 2.32%

香港恒生指数 17885.27 15.23%

业绩表现（数据截至2009年5月27日）

帐户类型 帐户名称 成立日期 最新净值 1 月 3 月 6 月 1 年 今年以来 成立以来

基金投资 2001年4月 2.9160 3.37% 12.72% 21.92% -3.61% 18.71% 191.60%

精选权益 2007年9月 0.7505 3.59% 15.87% 16.41% -10.37% 17.03% -24.95%

平 衡 型 发展投资 2000年10月 2.5458 1.93% 6.63% 10.59% -0.49% 9.37% 154.58%

稳 健 型 价值增长 2003年9月 1.6331 0.60% 1.14% 2.64% 6.46% 1.76% 63.31%

保证收益 2001年4月 1.3127 0.26% 0.86% 1.74% 3.84% 1.42% 31.27%

货币投资 2007年11月 1.0499 0.10% 0.24% 0.89% 3.01% 0.40% 4.99%

注：1、保证收益投资帐户和平安价值增长投资帐户仅供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接保险使用

    2、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不可使用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及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3、业绩以卖出价计算

在流动性充裕、政策利好和宏观经济指标环比改善带来的经济复苏预期的推动下，5月A股市场维持震荡攀

升格局。虽然月末主板IPO重启的消息出乎市场意料，但股市只做了短暂的小幅调整。总体来看市场上涨

的力度超越了多数投资者预期。投资团队在本月的投资操作中，继续维持了较高的权益仓位，按照指数的

行业权重布局，保持比较均衡；债券投资则继续维持低仓位，限制债券资产的久期。本月平安投连进取型

帐户净值取得较大幅度的上涨，其他账户业绩稳健增长。

宏观经济向好，市场流动性充沛，下阶段仍维持权益资产的

超配，持仓结构偏向大盘蓝筹股；债券资产的总体吸引力不

足，维持“控制仓位、控制久期”的策略不变。

进 取 型

货 币 型

 平安个险投连帐户——投资月报
                        2009年5月

平安个险投连帐户净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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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基金投资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

平安发展投资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

保证收益投资

平安货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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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宏观经济

1、全球经济和市场概览

2、国内宏观经济纵览

本月市场回顾

1、A股市场回顾

2、债券市场回顾

3、基金市场回顾

    （1）全球经济环境

    全球经济可能正处于从承受最大压力到企稳的转折，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企业生产重新开始

积累，需求依然疲弱。英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使市场开始担心美国能否在财政赤字飙升的情况下保住

AAA评级。欧元区经济连续第4个季度收缩，年化增长率接近-10%，但姗姗来迟的政策宽松周期将为

欧元提供短期支撑。亚洲出口行业有初步改善的迹象。香港第一季度GDP增速同比下降7.8%，经济正

经历最困难的时期。国内近期经济指标的反弹主要由政策推动，基本趋势仍然向好，外国投资者认

为中国找到了率先走出经济不景气的政策良方。

    （2）全球股市

    近期全球股市强劲反弹，但经济“大清洗”的过程还没有结束，投资者已开始对高股价下的投

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机构投资者的现金持有量水平可能会继续支持市场的短期上涨；一旦供给面

增长的乐观情绪向需求面的疲软状况低头，市场就可能调整。全球整体政策环境仍利好股市，积极

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正在抵御由需求萎缩所引致的不景气状况。

    （3）全球债市

    全球经济初步显露改善迹象，投资者信心的提振导致近期对政府债券的抛售。长期政府债券收

益率持续攀升，可能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美国的债券牛市已接近尾声，美联储可能会加快执

行甚至扩大债券购买计划以压制收益率攀升。欧洲央行将其再融资利率进一步削减25个基点至1%，

并宣布计划买入600亿欧元有资产担保债券。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度宽松，预计随着经济复苏的

证据在2009年下半年的进一步明确，国债的长期收益率也将上升。

    4月宏观经济数据与3月份的整体回升相比，部分数据出现反复，令市场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产生
忧虑。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近26%，新增贷款同比增长近30%，虽显著回落，但也符合市场预期；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大幅超过市场预期，其中政府投资和工业投资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16.7%，进一步走高；全国商品房市场销售继续超出预期；汽车

产销再次刷新记录。加工贸易进口的环比增长以及PMI出口新定单指数显著增长，预示出口在未来3-

6个月有望回升。4月份CPI同比下降1.5%，降幅有所扩大；PPI同比下降6.6%，继续扩大跌幅。

    5月PMI比4月略有回落，但仍为连续第三个月超过50%；尽管GDP、发电量等指标的同比数据仍然

在低位运行，但是从环比来看，经济运行或已逐渐进入正常水平。5月新出口订单指数达到50.1%，

为2008年6月以来首次高于50%。

    A股市场5月初延续了4月底的升势，继续震荡上行，并反复创下本轮反弹新高，但随着中下旬公
布的4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反复，显示经济复苏前景或非一帆风顺，A股市场5月下旬出现回落调整。
月末尽管IPO新规开始征集意见等消息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但市场表现超越预期，在中国石油等权
重蓝筹带动下出现震荡企稳迹象。沪深300指数月涨幅5.22%，投资者期末持仓帐户数仍维持高位，
成交持续活跃。
    随着市场持续走高，市场估值水平明显回升，股票的相对吸引力下降；且考虑到IPO重启、大小
非解禁等因素短期内可能对A股市场造成的冲击，市场在高位震荡显示投资者心态趋向谨慎，对后市
分歧加剧。

    由于4月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出现反复，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产生忧虑，5月债券市场震荡走高，
中信全债指数本月上涨0.52%，中债国债指数上涨0.72%，中债金融债指数上涨0.59%，中债企业债指
数上涨0.79%。

    5月A股市场指数振荡走高，尽管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出现反复，上市公司盈利仍处于低水平，但在流动

性充裕的影响下，指数在热点轮换的局面下继续走高。本月指数型基金表现良好，尤其是地产权重较大的

深圳100指数，相对而言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指数仍然表现较弱。主动型股票基金表现弱于股票指数。

风格方面本月重仓煤炭、有色和地产的基金表现突出。债券型基金微幅上涨。封闭式基金本月表现抢眼，

单月达到10%左右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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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投资情况回顾

近期投资策略

债券

0～40％

0～60％

20～100％

0～100％

股票及基金帐户类型

投连帐户相关信息——各帐户大致投资范围及比例

进取型

帐户名称

货币型

平衡型

    价值增长投资稳健型

    货币投资

    保证收益投资

风险提示：本投资报告所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本公司不对其中的任何错漏或疏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账户资产，但不保证账户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参

阅本产品《产品说明书》以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正式公告的有关信息。

1、股票投资：5月出台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正沿V型右边稳步回升，虽然新增贷款规模趋缓，CPI、

PPI仍然在低位运行，但市场流动性仍然充足，市场情绪较为乐观；关于IPO即将出台的消息促使市场短

期呈现振荡格局。策略上继续维持4月的观点，权益投资整体继续维持超配。在具体操作上，本月帐户权

益仓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结构上按照指数的行业权重布局，保持比较均衡。

2、债券投资：前期已经逐步降低帐户的债券资产比例至帐户下限附近，近期我们对债券的看法没有变

化，将继续维持目前的低仓位，限制帐户债券资产的久期。

1、股票投资：目前支持市场的三个重要因素：流动性、政策支持和基本面复苏都没有出现转折，投资者

的情绪也非常乐观，金融、石化由于相对低估值，能够对大盘形成支撑，总体上我们继续对大盘维持乐

观的态度；不确定因素是IPO和中报业绩的忧虑。配置上仍然维持权益资产超配，股票的结构上偏向大盘

蓝筹股。

2、债券投资：宏观经济向好，市场流动性充沛，债券资产的总体吸引力不足，债券维持近期策略：控制

仓位，控制久期。

    基金投资

    精选权益投资

0～100％

0～100％

    发展投资

银行存款及货币工具

60～100％

40～100％

0～60％

0～40％

0～6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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