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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连带责任。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安医疗”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经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８１０

号）。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１５

，

０７６．１３

万元， 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

８３９．３

万元减少

１５

，

９１５．４３

万元；公

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

，

４４０．６８

万元，去年同期为

－１

，

６８６．７９

万元，同比减亏

２４６．１１

万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２

］

１５

号）、《股票

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５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会后事项补充材料。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九安医疗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事项出具了专项说

明， 九安医疗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说明和相关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说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会后重大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

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79� � �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6-033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科技”）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久其科技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签署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协议》。

根据该协议，久其科技将其持有公司的

１２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质押给红塔证券进行融资。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

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交易期限为

２

年（满

６

个月可提前赎回），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冻结不能转让，有关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久其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０

，

８７１

，

７４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４１

，

４９１

，

９５０

股的

２４．１７％

，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５０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２３％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２４％

。

二、 备查文件

１．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51� � �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2016-037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

对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６

］第

１７１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末，你公司流动比率为

０．４９

，短期借款余额为

４．９６

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２．００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的短期

借款规模、现金流状况以及流动资产的构成等分析你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以及短期偿债风险的应对措施。

回复：

１

、报告期，公司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１９

，

９６９．９６ ４１．０７％ ２１

，

４１４．０３ ４３．８７％

应收票据

９７６．１２ ２．０１％ １

，

２２０．２１ ２．５０％

应收账款

２０

，

５９５．２２ ４２．３６％ ２１

，

４７３．２５ ４３．９９％

预付款项

１

，

１９１．１３ ２．４５％ １

，

３３４．５８ ２．７３％

其他应收款

７３７．６２ １．５２％ ３５８．８５ ０．７４％

存货

４

，

０４６．２０ ８．３２％ ２

，

８０８．７１ ５．７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１

，

１０３．９１ ２．２７％ ２００．３４ ０．４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８

，

６２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８０９．９７ １０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４９

，

６４２．００ ５０．２４％ １９

，

６６０．００ ５８．３８％

应付票据

２

，

９４０．８８ ２．９８％ ６

，

３２７．４８ １８．７９％

应付账款

５

，

５２０．０４ ５．５９％ ６

，

１４５．１２ １８．２５％

预收款项

２７５．８２ ０．２８％ １３０．０８ ０．３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５５．８９ ０．９７％ ９９４．３６ ２．９５％

应交税费

４２１．１７ ０．４３％ ２４５．６４ ０．７３％

其他应付款

３９

，

０４８．９６ ３９．５２％ １７０．５９ ０．５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９８

，

８０４．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３３

，

６７３．２７ １００．００％

流动比例

０．４９ １．４５

（

１

）流动负债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６５

，

１３１．４９

万元，增长

１９３．４２％

，主要是短期借款和其他应付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４９

，

６４２．００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２９

，

９８２．００

万元，增加的流动资金主要用于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易尚数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尚数字”）购置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易尚数字以

８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竞得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委托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的

Ａ００２－００４７

宗地的土地使

用权，并投资建设公司易尚科技大厦（即公司总部办公大楼），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及对

外投资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３９

，

０４８．９６

万元，较期初增加

３８

，

８７８．３７

万元，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为购置

Ａ００２－００４７

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向股东广东盛迪嘉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３８

，

５０１．００

万元所致。

（

２

）流动资产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所持流动资产主要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存货，流动性较好，占流动资产总额的

９１．７５％

，该比例

在期初、期末均未发生较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３

，

１７８．７２

万元，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综上，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购置土地使用权导致公司流动负债增加。

２

、短期偿债风险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主要受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因购置土地使用权而增加流动负债的影响。为降低短

期偿债风险，从

２０１６

年度

１

月开始，公司已经偿还部分流动负债。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归还短期借款

１４

，

８９３．６７

万元，

归还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８４５．０６

万元，公司的流动比率上升到

０．８１

，短期偿债能力明显改善。控股子公司易尚数字投资建设

的易尚科技大厦建成后，将出售部分物业，用以归还借款。另外，公司采取加大应收款项回款力度等措施，在保证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基础上，提前归还短期负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为

４

，

０４６

万元，同比增加

４４．０６％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存货同比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

理性，并说明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

１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增加额 增长比率

原材料

７０４．３５ １

，

１８０．８４ ４７６．４９ ６７．６５％

在产品

３２７．１５ ４３９．４４ １１２．２９ ３４．３２％

库存商品

１

，

４５５．８９ １

，

７９０．９６ ３３５．０７ ２３．０１％

整体展示项目

３２１．３２ ６３４．９６ ３１３．６４ ９７．６１％

总计

２

，

８０８．７１ ４

，

０４６．２０ １

，

２３７．４９ ４４．０６％

（

１

）原材料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增加额 增长比率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

７０４．１４ ５９７．６５ －１０６．４９ －１５．１２％

循环会展业务

０．２１ ２９６．００ ２９５．７９ １４０８５２．３８％

虚拟展示业务

－ ２８７．１９ ２８７．１９ －

总计

７０４．３５ １

，

１３２．７８ ４７６．４９ ６７．６５％

报告期末，公司原材料比期初增加

４７６．４９

万元，增长

６７．６５％

，其中虚拟展示业务原材料较期初增加

２８７．１９

万元，循

环会展业务原材料较期初增加

２９５．７９

万元，品牌终端展示业务原材料较期初减少

１０６．４９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原材料增加主要是虚拟展示业务和循环会展业务销售额增长所致。

（

２

）库存商品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库存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增加额 增长比率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

１

，

４５５．８９ １

，

１８５．６６ －２７０．２３ －１８．５６％

循环会展业务

－ ４８８．７８ ４８８．７８ －

虚拟展示业务

－ １１６．５１ １１６．５１ －

总计

１

，

４５５．８９ １

，

８３９．０１ ３３５．０７ ２３．０１％

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比期初增加

３３５．０７

万元，增长

２３．０１％

，其中虚拟展示业务库存商品较期初增加

１１６．５１

万

元，循环会展业务库存商品较期初增加

４８８．７８

万元，品牌终端展示业务库存商品较期初减少

２７０．２３

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增加主要是虚拟展示业务和循环会展业务订单量增加所致。

（

３

）整体展示项目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展示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增加额 增长比率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

２５９．３５ ５５２．４６ ２９３．１１ １１３．０２％

循环会展业务

６１．９７ ８２．５１ ２０．５３ ３３．１３％

总计

３１０．５９ ６２４．２４ ３１３．６４ １００．９８％

报告期末，公司整体展示项目库存比期初增加

３１３．６４

万元，增长

１００．９８％

。其中，循环会展业务整体展示项目较期

初增加

２０．５３

万元，品牌终端展示业务整体展示项目较期初增加

２９３．１１

万元。

整体展示项目包括处于安装搭建过程中的项目和已完工但尚未确认收入的项目。报告期内，整体展示项目库存

余额增加，主要是期末尚未确认收入的项目影响所致。

（

４

）存货按业务划分变动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期末金额 本期增加额 增加比率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

２

，

７４６．５２ ２

，

７７５．２１ ２８．６８ １．０４％

循环会展业务

６２．１８ ８６７．２９ ８０５．１１ １２９４．８１％

虚拟展示业务

－ ４０３．７０ ４０３．７０ －

总计

２

，

８０８．７１ ４

，

０４６．２０ １

，

２３７．４９ ４４．０６％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比期初增加

１

，

２３７．４９

万元，增长

４４．０６％

，主要是循环会展业务存货较期初增加

８０５．１１

万元和虚

拟展示业务存货较期初增加

４０３．０７

万元所致。

２

、存货增加的合理性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２３．７１％

。 其中，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同比增长

１４．３４％

， 虚拟展示业务同比增长

４５１．２５％

，循环会展业务增长

３

，

４６２．９２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增加主要原因是虚拟展示业务和循环会展业务快速发

展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

２０１５

年收入

２０１４

年收入 同比增长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

４９

，

４８６．１７ ４３

，

２８１．４０ １４．３４％

虚拟展示业务

７６８．６７ １３９．４４ ４５１．２５％

循环会展业务

３

，

４６２．９２ ０ －－

合计

５３

，

７１７．７６ ４３

，

４２０．８４ ２３．７１％

３

、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核算方法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

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库存商品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

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

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

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

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期末存货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报告期末计提的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原材料

１７２．８４ －

在产品

－ －

库存商品

－ －

整体展示项目

－ －

合计

１７２．８４ －

根据上述存货减值准备政策，公司期末已计提原材料存货减值准备余额为

１７２．８４

万元；公司在产品、库存商品、整

体展示项目均根据销售订单安排生产，期末结存均能对应到具体销售订单，不存在减值情况。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奥克坦姆系统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亏损

２４

万元，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收购奥克

坦姆系统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形成的

３８５

万元商誉在报告期没有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合理性。

回复：

１

、商誉形成原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与

Ｇｅｂｒｕｄｅｒ Ｖｉｅｌｅｒ ＧｍｂＨ

、

Ｈａｂｒｕｓｔａ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ＧｍｂＨ

签订了关于对奥克坦姆系统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克坦姆”）进行增资的《增资认购协议》，公司出资

７７

万欧元取得奥克坦姆

５１％

的股权。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完成对奥克坦姆的增资，取得奥克坦姆公司控制权，该项投资共形成商誉

３８５．４８

万元。

２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

１

）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的预测情况的说明

①

展览展示行业管理体制及政策法规

行业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２００３

年初，国务院取消“关于在境内举办经济技术展览会的主办单位资格的审批”，使

会展业在市场化道路、国际化接轨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我国会展业的监管逐渐从“政府包办”逐步过渡到了

“政府主办、协会协办、企业承办”，再过渡现在的商业展会完全由企业运作。这一监管体制的演变过程中，政府的角色

不断变化且干预程度逐渐减小，尤其是在一些商业性会展活动的举办过程中，政府已然退出主办者的角色。市场化程

度的日益提高将有利于我国会展业合理、高效的运作和发展。目前，我国会展业的相关监管部门主要有商务部、贸促

会、工商局及外经贸局等，这些部门对会展业的管理以监督为主、以审批为辅。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展览展示行业涉及

的国内主要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１０－

２００１

）、《软件产品管理办法》、《软件工程产品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

护条例》等。

国家产业政策：鉴于会展业对城市建设的带动效应和催化作用，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政府纷纷建立了负责会展的

专门机构，并出台了配套的会展管理办法；同时，国家及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利好的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用以推动会

展业的发展。比如：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商务部出台的《关于“十二五”期间促进会展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②

展览展示行业基本情况

行业概况：根据《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的统计，

２０１５

年全国共举办

２

，

６１２

个展览会，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约

７．８％

，

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约

２７％

。其中，华东地区

２０１５

年共计举办

９００

个展览会，占全国展览市场的比例约为

３９％

；华北地区

２０１５

年共计举办

４７０

个展览会， 占全国展览市场的比例约为

１７％

； 华南地区

２０１５

年共计举办

３８７

个展览会， 约占全国市场

１５％

。从展览会数量上看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共举办

３８２

个展览会，约占全国展览会总数量的

１５％

；广东省共举办

３４２

个展览

会，约占全国展览会总数量的

１３％

；北京市

２０１５

年共举办

２８０

个展览会，约占全国展览会总数量的

１１％

。

③

影响行业发展有利因素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及“一带一路”的引领：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以

及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经济热点，我国与新兴市场贸易往来逐渐增加，各类中小企业积极探索并开拓市场、扩大出口

贸易、输出技术和管理，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

一。在此背景下，集商品的展示、交易和促进经济合作为一体的各种会展行业，尤其是专业化、目标市场指向性更为鲜

明的出国办展将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的崛起和新技术的应用：经济的崛起和新技术的应用，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国经济持续多年

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科技和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为我国会展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强有力的产业背景

支持。尤其我国现代制造业迅猛发展和作为全球生产制造中心地位的形成，将带动更多行业、更多领域的专业会展迅

速成长。

政府的重视和利好政策的支持：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会展业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扩大城市就业、提高城市知名

度、推动贸易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为政府所高度重视。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商务部等

政府部门针对会展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为我国会展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与此同时，诸多地方

政府已将会展业作为地方“以展促贸，以展引资，以展会友，以展兴市，以展扬名”的支柱性产业来发展，并相继出台利

好政策对会展业的发展给予鼓励和扶持，如实施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优惠、对与会展相关的软硬件建设进行投资等，

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推动会展业的发展。

会展业的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我国会展行业当前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会展项目举办市场化”、 “会展企业经营

市场化”和“会展产业制度建设市场化”三个方面。会展业的市场化有利于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进而使得诸多会

展业企业有机会在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得以发展和壮大。

④

影响行业发展不利因素

会展项目市场细分和定位缺乏特色：目前我国许多会展项目缺乏明确的市场细分和定位，没有特色。有些会展项

目重复性较大，一个城市有多个相同的会展项目，而扩展到全国则可能会有更多相同的会展项目，致使参展商和参展

观众难于选择所要参加的会展项目；而有些会展项目则不分档次与质量的产品，更有些会展项目甚至成为处理滞销

商品的平台。

组织及管理模式落后：目前，我国会展业缺乏专门的行业自律组织，缺少统一协调和指导的机构，进而导致了行业

发展的不规范，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时有发生。

展览场所需要统一布局：展览场所重复建设，功能单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布局。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展馆，

但大多面积小、设施落后、使用效率低、不具有竞争力，更不具有接办国际名展的能力，多数展馆只能承办一些低档次

的展览，对商家的吸引力不足，同时也降低了办展质量，影响了城市声誉和企业效益。

会展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我国会展企业数量较多，但规模相对而言都比较小，各会展企业普遍存在服务水平较

低、市场竞争力不强、效益低下等问题；同时，我国会展主办主体复杂，展览业务人员的素质偏低，专业会展人才十分缺

乏。这些因素也将制约我国会展业发展。

（

２

）主营收入、成本、费用等的预测过程和结果

根据历史经营状况、行业发展状况、公司未来发展经营策略等因素，公司未来各年度自由现金流量预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

２０２０

年度 稳定增长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８７９．９６ ２

，

２５１．０４ ２

，

７６３．００ ３

，

３７７．４４ ４

，

００７．２２ ４

，

００７．２２

营业成本

１

，

１６７．９６ １

，

３７７．０８ １

，

６９５．２４ ２

，

０７０．２７ ２

，

４５２．１４ ２

，

４５２．１４

净利润

２５．４７ ６８．０４ ９３．４４ １５３．５８ ２５７．０７ ２３５．１４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１２．８９ ３１．７０ －０．５７ １１０．３４ ２１２．４５ ２４７．２０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

１２．０３ ２５．８０ －０．４１ ６８．２３ １１４．５２ ９０５．２４

企业自由现金流现值和

１

，

１２５．４２

３

、权益评估情况

另外，为对计提商誉提供参考，公司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评估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范围为奥克坦姆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２４９

号”《奥克坦姆系统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报告》，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奥克坦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

，

１４２．１７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评估

增值

９０６．７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８５．１８％

。

综上，通过商誉减值测试，并参考奥克坦姆全部股东权益评估报告，公司认为因对奥克坦姆增资而形成的商誉不

存在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

４

，

７９２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２２％

，你公司披露是购置人才住房所致，请详

细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购置人才住房的具体情况以及将购置的人才住房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及合规性。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内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购房款

２０

，

６６５

，

４５２．００ １４

，

８４５

，

９２０．００

深圳市建宏达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款

２７

，

２４９

，

５５０．２７ －

合计

４７

，

９１５

，

００２．２７ １４

，

８４５

，

９２０．００

１

、购置人才住房的具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预付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人才住房款

２

，

０６６．５５

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

１

）根据《福田区企业人才住房配售管理办法》和《福田区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人才住房配售方案》，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

建设局向公司配售平湖坤宜福苑项目企业人才住房

３２

套，总建筑面积

２５２４．１６

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该房产

尚未交付，公司已预付购房款

１５

，

９２８

，

８５２．００

元。

（

２

）根据《福田区企业人才住房配售管理办法》和《福田区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人才住房配售方案》，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

建设局向公司配售观澜伟禄雅苑项目企业人才住房

１６

套，总建筑面积

１１８４．１５

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该房产

尚未交付，公司已预付房款

４

，

７３６

，

６００．００

元。

２

、与深圳市建宏达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工程款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子公司惠州市易尚洲际展示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建宏达建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创意终端展示产品

生产项目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创意终端展示产品生产项目正在施工建设中，惠州市易尚洲际

展示有限公司预付工程款

２７

，

２４９

，

５５０．２７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等规定，公司认为预付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人才住房款和预

付深圳市建宏达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工程款均属于长期资产性质，应当作为非流动资产列示，故公司将其在其他非流

动资产列报。后期，公司将根据人才住房交付和创意终端展示产品生产项目工程建设情况，完工交付后转入固定资产

核算。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上接B46版）

图

１１－１ ＣＰＰＩ

策略下的本金保障

为了尽可能地分享股票等高风险投资品种在价格上涨时所带来的收益，资产管理人在运用

ＣＰＰＩ

策略进行资产管理时，通常会根

据对证券市场的判断，放大收益资产的投资额度，如下列公式所描述：

（

２

）基于

ＣＰＰＩ

机制的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基于

ＣＰＰＩ

机制，按如下三个步骤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第一，根据基金资产的期末最低要保额度和合理的贴现率计算基金资产的当前最低要保额度；

第二，计算基金资产总净值超过当前最低要保额度的数值，该数值即为安全垫；

第三，将安全垫放大一定的倍数（风险乘数），将相当于该数额的资金投资于收益资产以博取高于最低要保额度的收益，其余资

产投资于保本资产。

即，在保本周期内任一时间

ｔ

（

ｔ＞０

），可投资于收益资产的额度为：

ＣＰＰＩ

的核心思想就是充分利用安全垫来进行操作，也就是随着安全垫的增厚，增加对收益资产的投资；随着安全垫的变薄，减少

对收益资产的投资。风险乘数

＠

的高低决定着

ＣＰＰＩ

机制下，基金对收益资产的参与程度。

（

３

）风险乘数的确定和调整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运用

ＣＰＰＩ

组合保险机制，灵活地将基金资产分配于收益资产和保本资产两个市场中，使其能够充分分享股票

市场和债券市场在不同时期的投资机会，并确保在证券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依然有机会实现保本增值的目标，本基金将保持风险

乘数

＠

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基于中国经济运行周期的变动，根据自身对于市场利率、通货膨胀、货币供应、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等指标的

深入研究分析，判断保本资产和收益资产预期风险收益变化趋势，分析各类别资产价格因各种原因对长期均衡价值的偏离，并参照

定期出具的投资组合风险评估报告及相关数量分析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对风险乘数

＠

进行适当调整，并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

通过控制风险乘数

M

的大小，动态调整本基金在收益资产和保本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并实时跟踪风险乘数

M

的变化，严格控制大类

资产配置风险。

（

４

）举例说明

假设本基金初始募集份额为

３０

亿份，保本金额为

３０

亿元，基金成立日的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３．８５％

。由于

ＣＰＰＩ

保险机制对于初

始投资策略非常敏感，如果在保本期初始阶段就遭到了较大损失，则以后的操作空间和获利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假

设本基金在保本期初的投资更多偏向谨慎，风险乘数为

M=1.5

，其期初的资产配置为：

假设

１

个月后，本基金的收益资产上涨了

７％

，保本资产上涨了

０．５％

，此时收益资产为

５．１７

亿元（

４．８３×

（

１＋７％

）

＝５．１７

），保本资产为

２５．２９

亿元（

２５．１７×

（

１＋０．５％

）

＝２５．２９

），基金资产净值为

３０．４６

亿元（

５．１７＋２５．２９＝３０．４６

）。此时，本基金距离保本周期到期日还有

２．９２

年（

３５／

１２＝２．９２

），当前最低要保额度为

２６．８７

亿元（

３０／

（

１＋３．８５％

）

＾２．９２＝２６．８７

），安全垫为

３０．４６－２６．８７＝３．５９

亿元，风险乘数

＠

为

５．１７／３．５９＝１．４４

。本基

金管理人认为市场将继续维持当前震荡向上的格局，决定将风险乘数

＠

提高到

１．７

，那么，收益资产的投资应为

６．１

亿元（风险乘数

１．７×

安全垫

３．５９＝６．１

），保本资产的投资为

３０．４６－６．１＝２４．３６

亿元。本基金管理人将增加收益资产的投资

６．１－５．１７＝０．９３

亿元，相应降低保本资

产的投资。

上述所说的关于风险乘数的设定只是一种假设的方式，在本基金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市场行情，对后市的判

断，基金的申购赎回情况，基金的安全垫大小，投委会的决议等因素，灵活动态的调整风险乘数的大小，力求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前提

下提高基金的收益水平。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选股方法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首先，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

济运行和行业景气变化周期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把握行业轮动中带来的超额投资机会；其次，在对行业中相关上市公司价值发现

的过程中，本着风险控制第一的原则通过优选具有低风险性、较好的中期成长性和流动性、以及当前估值相对合理、公司治理完善的

股票进行投资，以谋求收益资产的增值。

（

１

）行业配置（行业轮动资产配置模型）

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产业环境、产业政策和行业竞争格局等多因素的分析和预测，确

定宏观及行业经济变量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潜在影响，判断各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据此挑选出具有良好景气和发展潜

力的行业。

从行业角度看，不同行业的周期性特征、盈利增长、对宏观经济变动的敏感性、随宏观经济波动的时间先后都可能有差别，行业

内竞争程度、行业间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等也不尽相同。某些行业可能因市场偏好而被高估，另外一些行业则可能因为被市场遗忘

而低估。通常行业高估之后会弱于市场，行业低估之后会强于市场。在市场上涨时，因为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投资者行业偏好可

能有先后次序，表现为某些行业在一定时期跑赢市场，之后跑输市场；另外一些前期跑输市场的行业则跑赢市场。行业轮动模型就是

结合宏观经济周期，根据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和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行业集中度及竞争程度、国家行业产业政策等因素，分析行业未来

盈利景气状况，再把行业景气与行业估值、投资者气氛等因素结合起来，建立逻辑关系，分析预测股票市场下一阶段行业相对表现。

行业轮动配置模型由行业景气模型、行业相对估值模型、行业配置模型三个子模型构成。决策分析时按以下顺序运用行业轮动

配置模型：

①

基于宏观经济增长和行业间景气传递的行业景气预测模型；

②

建立行业股价变动与行业相对估值（

ＰＢ

或

ＰＥ

）、行业预期相对增长的关系模型；

③

结合行业未来盈利增长评估行业预期估值差、行业相对预期估值差、行业相对盈利增长，并判断市场相对涨跌；

④

评估市场情绪导致的行业估值“泡沫”，确定资产组合的行业配置比例，根据行业配置比例建立投资组合或调整投资组合行业

比例。

股票资产的行业配置是根据各行业业绩变动以及未来预期、行业估值等信息，利用行业轮动配置模型综合分析判断未来不同行

业的股价变动趋势，确定各行业的资产配置比例。

（

２

）个股选择 （多元选股模型）

根据本基金基于对风险的准确度量与控制，实现保障保本金额安全、力争资产稳定增值的投资理念，在个股选择上，结合定量与

定性两方面对个股的选择进行把握。首先将根据风险性、中期成长性、流动性、盈利能力以及当前估值等多个指标进行多元定量分

析，进行个股初选，然后再通过定性分析从中挑选出具有行业内竞争优势、治理结构完善和中长期盈利能力稳定的上市公司，并将这

类上市公司的股票作为重点投资对象，择时投资。

第一步：定量分析，构建备选股票池

对个股的定量分析将依靠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信息，根据每季度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按风险性指标、成长性指标、流动性

指标等多个方面分别进行考核筛选，并将各项指标分别进行打分、排序，然后将排名靠前的股票纳入到初选库。具体考察指标如下：

①

风险性指标：个股

ＢＥＴＡ

值、波动率等；

②

成长性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息税折旧前利润（

ＥＢＩＴＤＡ

）增长率、

ＰＥＧ

等；

③

流动性指标：流动市值、日均成交额、日均换手率等；

④

盈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投资资本回报率（

ＲＯＩＣ

）等；

⑤

估值指标：市盈率（

Ｐ／Ｅ

）、市销率（

Ｐ／Ｓ

）、市净率（

Ｐ／Ｂ

）等。

同时，考虑某些行业的不同特性，将有针对性地对个别行业侧重不同基本面指标分别进行排序。

第二步：定性分析，构建核心股票池

在备选股票池基础上，本基金将通过案头分析、公司实地调研等方式，分别从企业所处的产业发展特征、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以

及企业的内在治理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选择具备长期竞争优势、稳定增长的个股，纳入核心股票组合；并结合行业轮动配

置策略、组合风险特征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适当调整，进而确定个股投资比例。

①

产业发展特征

产业发展特征决定产业内所有企业的发展和盈利能力。本基金将基于全球视野，遵循从全球到国内的分析思路，从全球产业周

期运行的大环境分析企业所处产业的发展特征，再结合对国内宏观经济、产业环境、产业政策等经济环境的分析，判断产业发展的特

征以及企业长期发展的前景。

同时，本基金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理论，从现有竞争对手威胁、潜在进入者威胁、替代产品威胁、供应商议价能力以及

买方议价能力等五个角度对企业所处的产业竞争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判断企业未来的盈利水平以及潜在有效的竞争战略。

②

企业竞争优势

本基金认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通过成本或差异化等战略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而这种竞争优势能够为公司

带来超越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率。竞争优势的评估标准主要考察主营业务是否突出、是否拥有清晰的

企业发展战略、是否拥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等等。

本基金认为，具备上述条件的企业通常会成为同行业中的成本领导者或者产品

／

服务差异化的提供者，享有比同行业中其它企业

更好的利润水平，具备可持续的成长能力，能较好的分享到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成果。因而在市场表现中，能够为投资者带来较

好的回报，这类企业将是本基金投资的重点对象。

③

治理结构完善

完善的治理结构，不仅能够促使企业完善自身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和决策执行效率，提高企业

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完善信息披露的制度、增加股息收益率，保护投资者利益。治理机制的评估主

要考察公司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等。

（

３

）新股申购策略

在股票发行市场上，股票供求关系不平衡经常导致股票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差。

本基金将研究首次发行股票及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基本面，根据股票市场整体定价水平，估计新股上市交易的合理价格，同时

参考一级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制定相应的新股申购策略。本基金对于通过参与新股申购所获得的股票，将根据其市场价格相对于其

合理内在价值的高低，确定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３．

债券（非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债券投资时，将主要根据对未来利率调整的预期，采用久期控制下的主动性投资策略，并本着风险收益配比最优、

兼顾流动性的原则确定债券各类属资产的配置比例。

为防范市场风险、利率风险、再投资风险等，本基金将通过持有相当数量剩余期限小于或者等于本基金保本周期（三年）的债券

并持有到期，以确保债券资产的稳定收益。另外，在收益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适量持有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

（

１

）久期调整策略

久期调整策略是债券型基金采用的最基本的策略， 主要通过对组合久期的控制实现对利率风险的有效管理， 在预期利率下降

时，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在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小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久期确定的基础上，根据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预测，采用子弹型策略、哑铃型策略或梯形策略，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券

间进行配置，以从长、中、短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

（

３

）债券类属配置策略

根据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不同债券板块之间的相对投资价值分析，增持价值被相对低估的债券板块，减持价值被相对高估的

债券板块，借以取得较高收益。其中，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基金将加强对企业债、资产抵押债券等新品种的投资，主要通过信用风险

的分析和管理，获取超额收益。

（

４

）相对价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包括研究国债与金融债之间的信用利差、交易所与银行间的市场利差等。金融债与国债的利差由税收因素形成，

利差的大小主要受市场资金供给充裕程度决定，资金供给越充分上述利差将越小。交易所与银行间的联动性随着市场改革势必渐渐

加强，两市之间的利差能够提供一些增值机会。

（

５

）信用投资策略

企业债与国债的利差曲线理论上受经济波动与企业生命周期影响， 相同资信等级的公司债在利差期限结构上服从凸性回归均

衡的规律。 内外部评级的差别与信用等级的变动会造成相对利差的波动， 另外在经济上升或下降的周期中企业债利差将缩小或扩

大。管理人可以通过对内外部评级、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略。

（

６

）骑乘策略

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也即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也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对

高位的债券，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债券的剩余期限将会缩短，从而此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的收

益率的下滑，进而获得资本利得收益。骑乘策略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收益率曲线的陡峭程度。若收益率曲线较为陡峭，则随着债券剩余

期限的缩短，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有较大下滑，进而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

７

）回购放大策略

回购放大是一种杠杆投资策略，通过质押组合中的持仓债券进行正回购，将融得资金购买债券，获取回购利率和债券利率的利

差，取得高于资产规模所能支撑的收益率。回购放大可以通过数次层层迭代，放大的倍数取决于对回购利率的判断与把握。影响回购

放大策略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回购资金成本与债券收益率的关系，只有当债券收益率高于回购资金成本时，放大策略才能取得

正的回报；其次，当放大倍数超过

１

时，应确保现金流的前后衔接，使得放大策略可以持续进行。

４．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债券，其投资人具有在一定条件下转股、回售的权利，因此其理论价值等于作为普通债券的基础

价值加上可转换债券内含选择权的价值。本基金投资于可转换债券，主要目标是降低基金净值的下行风险。

（

１

）积极管理策略

可转换债券内含选择权定价是决定可转换债券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本基金将采取积极管理策略，重视对可转换债券对应股票

的分析与研究，选择那些公司行业景气趋势回升、成长性好、估值水平偏低或合理的转债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

（

２

）一级市场申购策略

目前，可转换债券均采取定价发行，对于那些发行条款优惠、期权价值较高、公司基本面优良的可转换债券，因供求不平衡，会产

生较大的一、二级市场价差。因此，为增加组合收益，本基金将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可转换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在严格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获得稳定收益。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主要考虑运用的

策略包括：杠杆策略、价值挖掘策略、获利保护策略、价差策略、双向权证策略、卖空保护性的认购权证策略、买入保护性的认沽权证策

略等。

本基金将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择，谨慎进行投资，追求较稳定的当

期收益。

（十一）转型后“东方成长收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等

本基金将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的研究优势，将严谨、规范化的选股方法与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相结合，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

周期和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动态调整投资组合比例，自上而下灵活配置资产；通过把握和判断行业发展趋势及行业景气程

度变化，挖掘预期具有良好增长前景的优势行业；结合定量筛选与定性分析，精选个股，以谋求超额收益。

（

１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从国际化视野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根据宏观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行战略资产配置（

ＳＡＡ

）；同时结合

政策方向和市场情绪等指标，适时调整，进行灵活的战术资产配置（

ＴＡＡ

）。

具体而言，首先利用经济周期理论，在长期跟踪、研究分析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

ＣＰＩ

、

ＰＰＩ

、货币供应量及利率等的基

础上，对宏观经济的经济周期进行全局性的预测，判断经济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目前所处阶段，并充分借鉴美林公司的投

资时钟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类资产市场表现的预测和判断，确定基金资产在各类别资产间的分配比例；同时密切关注政策

方向和市场情绪等指标，并结合各类证券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及时动态调整组合中各类资产的比例，以规避或分散市场风险，

提高基金收益率。

（

２

）股票配置策略

①

行业配置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对宏观经济在不同阶段运行规律的深入研究发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蕴含了不同行业对

ＧＤＰ

增长贡献

率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业因为受宏观经济周期、行业自身生命周期以及相关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表现往往具

有明显差异。因此，通过对不同行业自身运行规律的的深入分析，把握投资节奏，可获得超额的收益。

本基金行业配置在资产配置的基础上，遵循自上而下方式。具体方法是：基于全球视野下的产业周期的分析和判断本基金着眼

于全球视野，遵循从全球到国内的分析思路，从对全球产业周期运行的大环境分析作为行业研究的出发点，再结合对国内宏观经济、

产业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经济环境的分析，从而判别国内各行业产业链传导的内在机制，并从中找出处于景气中的行业。在行业把

握上，本基金进一步通过从宏观到行业再到行业内部的思路进行深入挖掘。

＜１＞

行业生命周期的分析

对每一个行业，分析其所处生命周期阶段。本基金将重点投资处于成长期的行业，对这些行业给予相对较高估值；而对处于初始

期的行业保持谨慎。某些行业虽然从大类行业看属于衰退性行业，但其中某些细分行业仍然处于成长期，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或较

强的盈利能力，本基金将对这些细分行业的公司进行投资。对于国家扶持和经济转型中产生的行业成长机会也予以重点关注。

＜２＞

行业竞争结构的分析

本基金重点通过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考察各行业的竞争结构：（

ａ

）新进入者的威胁；（

ｂ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ｃ

）行业内部的竞

争现状；（

ｄ

）替代品的威胁；（

ｅ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等。本基金重点投资那些拥有特定垄断资源或具有不可替代性技术或资源优势，具

有较高进入壁垒或者具有较强定价能力，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行业。

＜３＞

行业轮动规律的分析

通过市场及各个行业的相对和绝对估值水平

ＰＥ

、

ＰＢ

等数据的横向、纵向分析，进行估值比较，并跟踪各行业的资金流向、机构持

仓特征等判断行业吸引力，动态把握行业板块轮换蕴涵的投资机会。

②

个股选择

根据本基金的“通过挖掘具有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股票，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果”的投资理念，在个股选择上，通过

构建三级筛选模型来动态建立和维护精选股票池，通过层层筛选，以公司持续、健康的成长性为关注重点，同时将风险管理意识贯穿

于投资全过程，对投资标的进行持续严格的跟踪和评估。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１１－２

股票三级筛选模型流程图

第一步：建立初级股票池，剔除明显不具备投资价值的个股

本基金管理人首先对

Ａ

股市场中的所有股票进行初选剔除，以过滤掉明显不具备投资价值的股票，建立初选股票池，从而缩小研

究范围，提高工作效率。剔除的股票包括法律法规和本基金管理人制度明确禁止投资的股票、

ＳＴ

和

＊ＳＴ

股票、筹码集中度高且流动性

差的股票、涉及重大案件和诉讼的股票等等。

第二步：构建优选股票池，重点关注个股持续的成长能力

在初级股票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基金管理人自主研发的多元量化选股模型，综合选择历史与未来预测两大类数据进入模型

筛选程序，力求甄选出具有持续成长能力并相对估值较低，具备一定投资价值的个股，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

＜１＞

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主要选择从三方面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包括成长性指标、盈利指标和估值指标。模型中成长性指

标主要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最近三年净利润的增长率和内部增长率。考虑到构建优选股票池的主要目的就是筛选出

具有成长潜力的个股，因此赋予成长性指标整体

４０％

的权重；在考虑公司成长性指标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盈利能力是公司高

成长的源泉和动力，只有具备出色盈利能力的公司才具备了持续高成长所需的真实业绩的支撑，因此，选择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

最近三年平均投资资本回报率等指标综合反映出公司盈利能力，并在模型中赋予

２０％

的权重；第三，估值指标，本基金选取了市盈率、

市净率和市盈增长比率三个指标来考察公司的股价是否被低估，进而来判断具备成长性的个股是否也具有投资的价值，估值指标整

体在模型中被赋予

２０％

的权重。

＜２＞

预测数据的定量分析。在该模型中，主要考察了预期公司未来成长性的指标，如预期主营收入增长率、预期净资产收益率、预

期市盈率。用以补偿单纯使用以往历史数据无法全面反映公司成长性的不足，例如业绩刚刚开始出现明显提升的公司，在历史数据

的筛选中就不会有很好的表现，但可能恰恰是具备未来巨大成长潜力的公司。预测数据整体在模型中被赋予

２０％

的权重。

第三步：确定精选股票池，结合定性分析综合判断投资价值

＜１＞

定性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利用机构投资者的研究优势，通过基金经理自身的具体分析和持续跟踪，并结合本基金管理人研究员的实

地调研结论，定性分析优选股票池中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盈利模式和公司治理情况等。具体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Ａ

、是否拥有成熟、实用的商业模式，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Ｂ

、是否拥有独特的资源，如特许权、专有技术、品牌、网络等；

Ｃ

、是否主营业务竞争力突出，具备通过内生增长或低成本外延扩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素质与综合潜力；

Ｄ

、是否注重创新，并通过创新引导、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Ｅ

、是否企业经营稳定、理性，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注重股东利益保护；

Ｆ

、是否财务稳健、现金流充足。

＜２＞

动态调整

对于一类较特殊的股票，虽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或盈利能力但由于内外部环境将要或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目前阶

段还没有得到资本市场的普遍关注，因此，各项预期指标也没有明显改善，但基金经理通过上市公司的实地调研和系统的研究分析

判断该类股票在未来会有较好的表现，可获得超额收益，则可将此类股票动态纳入成长股票池，作为成长股票池的补充部分。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形：

Ａ

、由于国内外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企业业绩出现突发性增长，例如

ＳＡＲＳ

和

Ｈ１Ｎ１

等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可能会导

致有关疫苗生产企业业绩突发性增长；

Ｂ

、由于地区或产业扶持政策的推出，企业业绩将出现突发性增长；

Ｃ

、由于并购、重组、资产注入等因素，企业业绩出现突发性增长。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①

久期管理策略

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包括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国家财政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全球宏观经济的经济增

长、通胀、利率的变动分析，预测未来国内市场利率走势可能的变化。结合基金的未来现金流，确定投资组合的目标久期。原则上，预期

未来利率上升，可以通过缩短目标久期规避利率风险；相反，预期未来利率下降，则延长目标久期来获取债券价格上涨的超额收益。

②

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合理预期，调整组合的期限结构策略（主要包括子弹式策略、

哑铃式策略和梯式策略），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取收益。其中，子弹式策略是使

投资组合中债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收益率曲线的一点；哑铃式策略是将组合中债券的到期期限集中于两端；而梯式策略则是将债券

到期期限进行均匀分布。

③

相对价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包括研究国债与金融债之间的信用利差、交易所与银行间市场利差等。如果预计利差将缩小，可以卖出收益率较

低的债券或通过买断式回购卖空收益率较低的债券，买入收益率较高的债券；反之亦然。

④

骑乘策略

通过分析收益率曲线各期限段的利差情况，买入收益率曲线最陡峭处所对应的期限债券，持有一定时间后，随着债券剩余期限

的缩短，到期收益率将迅速下降，基金可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收入。

⑤

信用类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研究，综合分析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等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和状况、发行人所

处的市场地位、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等因素后，结合具体发行契约，对债券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内外部评级的差别与经济周期的变化、

信用等级的升降都会造成利差的改变。本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内外部评级、利差曲线研究和经济周期的判断主动采用相对利差投资策

略。

⑥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同时具有债券、股票和期权的相关特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债券的相对安全、收益固定的优势，并有利于

从资产整体配置上分散利率风险并提高收益水平。本基金将重点从可转换债券的内在债券价值（如票面利息、利息补偿及无条件回

售价格）、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期权价值的大小、基础股票的质地和成长性、基础股票的流通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充分发掘投资价值，

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权证定价模型，深入分析标的资产价格及其市场隐含

波动率的变化，寻求其合理定价水平。全面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谨慎投资，追求较稳定的当期收益。

八、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为保本混合型基金产品，力争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保障保本金额的安全。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环境下，银行定期存款可以

近似理解为保本定息产品。本基金以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税后收益率作为业绩比较基准，能够帮助投资者界定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反映投资目标。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

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不需要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转型后“东方成长收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相对成长指数收益率

×５５％＋

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

×４５％

沪深

３００

风格指数系列采用七个因子来衡量样本公司的成长和价值特征。其中衡量成长特征的因子有：过去

３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率，过去

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和内部增长率；衡量价值特征的因子有：股息收益率、每股净资产与价格比率、每股净现金流与价格比

率、每股收益与价格比率。沪深

３００

相对成长指数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样本股为样本空间，样本股的市值按照一定的成长风格权重分配到相

对成长指数中。该指数侧重成长性因子，进一步刻画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样本股的成长性，正体现了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通过挖掘具有

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股票，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果”的投资理念，所以本基金选择沪深

３００

相对成长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

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履行相关程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九、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保本混合型的基金产品，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

转型后“东方成长收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风险适中品种。长期平均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已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４

，

６５９

，

９６６．７８ ５．４０

其中：股票

３４

，

６５９

，

９６６．７８ ５．４０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８０

，

６４０

，

６３７．９０ ５９．２５

其中：债券

３８０

，

６４０

，

６３７．９０ ５９．２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３８４．５０ １６．９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３

，

２９７

，

０２９．４４ １７．６４

８

其他资产

４

，

７９６

，

８５０．８９ ０．７５

９

合计

６４２

，

３９４

，

８６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１１４

，

０２０．８５ ０．０２

Ｃ

制造业

２６

，

９７１

，

６８３．１２ ４．９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９６９

，

５４６．２４ ０．３６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

，

６０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

，

５１６．５７ ０．００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４

，

６５９

，

９６６．７８ ６．３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５４８

金新农

３６０

，

０００ ５

，

９９７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９

２ ００２４４４

巨星科技

３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９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８

３ ００００８９

深圳机场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

，

６０３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４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３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

５ ６０３８９８

好莱客

１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００ ０．９０

６ ００２０５５

得润电子

１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７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７

７ ６００６９４

大商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６

８ ６０１０２０

华钰矿业

４

，

３７７ １１４

，

０２０．８５ ０．０２

９ ００２７４７

埃斯顿

２３ １

，

１８３．１２ ０．００

１０ ３００４３１

暴风科技

１１ １

，

０２７．８４ ０．００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５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９

，

９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５

４

企业债券

１８７

，

２５９

，

０６７．５０ ３４．０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３０

，

８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７

６

中期票据

３１

，

０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４

７

可转债（可交换债）

１

，

５３０

，

５７０．４０ ０．２８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３８０

，

６４０

，

６３７．９０ ６９．１５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４１５６００９６ １５

津临港

ＣＰ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５

２ ０１１５９９９２０ １５

桂建工

ＳＣＰ００６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２

３ １０１５５１０４５ １５

五矿股

ＭＴＮ００２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４

４ １２８００９７ １２

河套水务债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８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１

５ １２７２４４ １５

中关村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７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０５

，

７４６．４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

，

５２０

，

１１４．２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７０

，

９９０．１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

，

７９６

，

８５０．８９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３１

航信转债

７５３

，

０７２．００ ０．１４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３８９８

好莱客

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００ ０．９０

重大事项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４／１４－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０．３０％ ０．１０％ ３．５３％ ０．０１％ －３．２３％ ０．０９％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６．５８％ ０．０９％ ４．６１％ ０．００％ １．９７％ ０．０９％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０．４７％ ０．１７％ ４．２５％ ０．００％ －３．７８％ ０．１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１５．６２％ ０．２５％ ４．２２％ ０．００％ １１．４０％ ０．２５％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８．５１％ ０．２３％ ３．３６％ ０．０１％ ５．１５％ ０．２２％

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１６／３／３１ １．１４％ ０．１４％ 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１３％

（二）本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十二、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３％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保本周期内，保证费用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７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

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

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申购赎回费率等相关费率。

保本周期期间或保本周期到期后转入下一保本周期，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保本周期到期后，如果转型为“东方成长收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率将按照《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做相应修改，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进行了更新，主要内容如

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及“其他内容的截止日期”

（二）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中，对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三）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中，对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四）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中，更新了销售机构的信息。

（五）在“第七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更新了“申购和赎回场所”和“申购和赎回的数量限制”。

（六）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投资” 中，更新了“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截止日期更新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部分内容均按有

关规定编制，并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七）在“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业绩” 中，更新了“基金净值表现”和“本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

比图”，该部分内容均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并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八）在“第二十四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更新了从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到本次《招募说明书（更

新）》截止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之间的信息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

详细内容，可登录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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