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新基金悲喜录：业绩与人气双分化

本报记者 徐金忠

收益率最高的产品盈利接近80%，最低的则亏损逾20%。 这是部分满周岁次新基金交出的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上，不仅产品业绩首尾相差巨大，在规模方面同样显示出明显差异。

周岁基金比拼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2020年11月和12月成立的489只基金（不同份额分别计算）的相关数据时发现，这些周岁次新基金的业绩表现大相径庭。

Wind数据显 示，截至 12月 1日，这 489只次新基 金成立 以来的 平均收 益率为6 . 66% 。 其 中，成立 以来收 益率最高 的产品 是信达 澳银周 期动力。 这 只去年 12月 30日成 立的次 新基金，是 一只偏 股混合 型基金，目 前的收 益率为 77 . 99% 。 在排行 榜末尾的 同样是 一只偏 股混合 型基金，这 只基金 成立于 去年 12月 11日 ，成立以 来的收 益率为 -20 . 41% 。

分类来看，36只普通股票型次新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12.77%；160只偏股混合型次新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9.20%；17只灵活配置型次新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0.31%；83只偏债混合型次新基金成立以来则平均赚了5.21%。 此外，27只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为6.53%，26只被动指数型基金成立以来平均收益率为10.15%；10只混合型FOF（基金中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7.81%。

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次新基金表现不一，但整体来看，这些满周岁次新基金还是为投资者获取了一定的收益。 不过，其中的分化不容忽视。 具体来看，489只次新基金中，385只基金实现了正收益，而104只基金成立以来的收益，则呈现“负值” 。

投资者去留不一

除了业绩的分化外，这些满周岁次新基金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在投资者去留的问题上，部分次新基金遭遇到了尴尬的一幕。

以收益榜上居首的信达澳银周期动力为例，该基金成立时的份额约为5.65亿份，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最新基金份额约为5.85亿份，实现小幅增长。 再细化来看，这只基金在今年一季度末规模为5.42亿份，到了二季度末下降至3.14亿份。 也就是说，这只次新基金在建仓完成后，开放申赎，经历了规模下降，再到规模回流的过程。

那么，在收益榜上垫底的基金，是不是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公告资料显示，这只次新基金当时提前结束募集，成立时的规模为77.86亿份。 今年一季度末剩余74.91亿份，二季度末基金份额变为64.96亿份，三季度末则剩余57.55亿份。 也就是说，业绩吃紧的同时，该基金份额同步缩水了近30%。

另一只成立以来收益率在个位数水平的基金产品，在规模上的流失情况则更为明显。公告显示，该基金在去年12月14日成立时的份额约为4.76亿份。今年一季度末缩水至2.58亿份。二季度末进一步萎缩至1.52亿份。到了三季度末，仅剩1.18亿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该基金规模缩水约75%。

业界反思

回顾发现，这些满周岁次新基金，在成立之时，正是公募基金发行火热之际。 而在一年之后，不仅业绩大幅分化，在基金份额上，也屡屡出现了迅速缩水的情况，引发了公募基金行业的反思。

“一方面是思考公募基金对市场大势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是思考公募基金对待新增规模的态度问题。 ”有公募基金公司的总经理表示。 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部分基金公司显然不具备为投资者寻找恰当时机的能力，导致投资者在并不太好的时机被吸引而来。 另一方面则是在行业规模排名的压力下，基金公司对待新增规模，并没能做到平衡，甚至有基金公司本着“先要规模再说”的想法，极力推动新基金发行。 另外，一些基金公司的客户陪伴措施显然不给力，在基金净值回调后，未能留住投资者，错失后期净值收复失地的机会。

在投资一侧，对这样的一窝蜂新发基金带来不良后果的感觉更为强烈。 “当时，市场已经处在一种在部分领域较为亢奋的状态了。 现存基金收益大多不错，于是投资者将这样的业绩情况简单线性外推，殊不知犯了错误。 基金经理也将投资方法简单用在新增资金上，也犯了将变化的市场进行静态解读和应对的错误。 虽说买者自负，但是公募基金作为代客理财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有基金经理反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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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发行市场冷热不均 少数产品成爆款

●本报记者 李惠敏 见习记者 葛瑶

12月2日，睿远基金副总经理饶刚管理的

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混合基金一日售罄，

全天认购规模超千亿元。同时，近日多只权益

类和主题型基金发布延长募集期公告， 部分

基金甚至募集失败。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公

募基金行业的“马太效应” 显著，资源向龙头

基金公司集中， 未来新基金发行分化趋势将

进一步强化。

爆款产品又现

12月2日，睿远基金旗下第三只公募基金

产品， 由睿远基金副总经理饶刚管理的睿远

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混合基金正式启动发售。

资料显示，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混合基金

是一只“固收+” 基金。 根据公告，股票资产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至40%， 其中投资港

股通标的股票投资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不超

过50%。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渠道人士处获悉，原

定募集规模100亿元一开售就“秒光” ，上午

九点多仅招行一家渠道认购规模就超百亿

元，全天预计认购规模超千亿元。

根据发售公告， 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

混合基金募集过程中募集规模达到或超过

100亿元将结束募集， 若认购申请金额超过

100亿元将采取“末日比例” 确认的方式实现

规模的有效控制。

无独有偶。 12月2日，建信基金发布建信

中关村产业园REIT基金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结果， 其中公众投资者认购配售比例为

1.969%； 网下投资者认购部分的配售比例为

1.831%。华夏越秀高速REIT的网下投资者有

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2.604%； 公众投资者

有效认购申请实际确认比例为2.138%。

以上两只公募REITs于11月29日正式向

公众发售，原计划发行两天，但发行首日的认

购金额即超过募集规模， 因此公众投资者部

分提前结束募集。 中国证券报记者根据最终

公众配售比例粗略计算， 建信中关村产业园

REIT公众部分认购资金超130亿元， 华夏越

秀高速REIT的公众认购资金近90亿元。

爆款基金究竟有何魅力引得资金狂热追

逐？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基金分析师

李柯柯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爆款基金的

出现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受政策驱动，为满

足投资者多元化投资需求的创新型产品应运

而生；二是“知名基金经理” 过往业绩，亮眼

的投资回报吸引投资者眼球； 三是基金公司

渠道方的配合，导致产品大卖。

多只基金延长募集期限

实际上， 上述爆款基金只是近段时间基

金发行市场的“少数” 。 11月以来，公募基金

新发热度明显降温， 新基金发行的结构性特

征明显。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日，11月以

来已有32只基金发布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12

月2日，招商中证物联网主题ETF发布的延长

募集期公告称，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21年12

月3日，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决

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期延长至12月9日。 然而，

该基金在11月1日就曾发布过延长募集期的

公告，将募集期延长至12月3日，原定募集截

止日为11月5日。 同一日发布延长募集期公

告的还有中银核心精选A、 华夏智胜先锋A

两只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结构性轮动加剧，近

段时间基金发行明显降温。 Wind数据显示，

按认购起始日统计，11月新成立基金仅87只，

为今年来首次出现单月新基金成立数量低于

100只，11月发行份额为1037.89亿份，也创下

年内新低。

发行市场整体低迷， 但少数基金供不应

求。 一冷一热之下，基金发行结构化凸显。

“基金发行的确存在结构性发行的情

况。”李柯柯表示，基金发行市场的低迷，一方

面源于市场行情不佳，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

不愿意投资没有历史业绩的新发基金； 另一

方面，市场内基金数量众多，同类型基金同质

化布局较多，导致投资者审美疲劳，一些缺乏

亮点的产品可能会面临发行失败或是延长募

集期的情况。

“而相比之下，头部基金公司凭借其较好

的口碑、强大的渠道支撑等，吸引投资者纷纷

参与购买。例如近期十分火爆的四只MSCI中

国A50互联互通ETF在3天的募集期内完成

了300亿元的募集， 此外还有北交所基金、

REITs等创新基金都是发行市场中投资者心

中的宠儿。 ”李柯柯说。

基金发行的分化是否会延续？ 业内人士

表示，该趋势或将强化。 李柯柯指出，近年来

公募基金行业“马太效应” 显著，资金向龙头

基金公司集中。 未来随着公募基金的发展，这

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 对中小基金公司而言，

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打造个性化、符合市场需

求的产品，也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最袖珍产品不足2万元

部分债券基金规模缩水惊人

●本报记者 张舒琳

目前，市场上“最袖珍” 的公募基金规模仅剩

1.52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 当前市场上

存在21只规模不足100万元的袖珍基金。 这类基

金大多为机构定制的债券基金， 因机构大幅赎回

导致规模骤减，最终沦为袖珍基金。基金公司出于

保壳的考虑， 或许是这批袖珍基金迟迟未清盘的

重要原因。

21只基金沦为袖珍基金

成立于2019年5月的诺安恒惠债券基金， 是目

前规模最小的公募基金。 该基金成立不久就遭大额

赎回，最新规模仅剩1.52万元。该基金发行总份额达

到2亿份，但成立后仅1个月，规模就缩水四分之一。

到2019年三季度，该基金再次遭遇大额赎回，规模

仅剩约百万元。 此后的几个季度，规模持续缩水，最

终沦为当前市场上“最袖珍” 公募基金。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基金合同生效后， 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

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

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

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

者终止基金合同等， 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

行表决。 该基金2019年年报表示，报告期内基金存

在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

情形。 基金管理人将积极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持续营销、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

基金合并等， 并适时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约定

的程序进行。

不过，两年时间过去了，这只基金仍处于运行

状态。

由于基金规模过小， 微小的申赎都会导致基金

净资产大幅变动，基金经理投资操作难度较大，不少

袖珍基金选择直接“躺平” 。 例如，某规模仅5.7万元

的债券基金三季报显示，其资产组合中的99.99%为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基金公司有保壳需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截至三季度末，有21只

基金规模不足100万元， 远低于公募基金的清盘红

线5000万元。 其中，还有6只不足10万元。

债券基金是此类袖珍基金泛滥的重灾区。 21只

规模不足100万元的袖珍基金中， 有15只为纯债基

金，成立时间集中在2019年和2020年，而彼时正是

基金发行火热的时期。 此外，还有6只混合基金，包

括2只偏债混合基金和4只灵活配置型基金，这类基

金大多成立时间较久，其中4只成立时间超过四年。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基金的共同特征是单一机

构客户持有占比过高。成立初期，这些基金的募集份

额均不低于2亿份，但持有人仅有几百户，且多数份

额被少数机构客户持有。当机构客户大笔赎回时，基

金规模便会骤减。如诺安恒惠债券，就遭到了机构投

资者集中赎回。

此外， 不少袖珍基金现存的持有人全部为个人

投资者。“这些基金大部分都是机构定制基金，机构

撤退之后，就只剩下当初的散户投资者坚守。 ” 基金

人士表示。

一位基金评价人士认为， 袖珍基金可能难逃最

终清盘的宿命。“如果是机构定制资金退出，又没有

找到其它机构承接，基金持续维持小规模的话，最终

会清盘处理。 ” 不过，若基金公司有保壳需求，迷你

基金很难被清盘。“按照规定，连续60日基金资产低

于五千万元就会被清盘， 但如果公司在中间某一天

找个机构先申购再赎回，就打破了这个要求。 ”他补

充说。

而基金公司保壳的原因比较复杂。 “如果要新

发一只产品，流程起码需要3个月。如果批文不够用，

就发不了新产品， 所以我们会留个壳以备不时之

需。”北京某基金公司产品人士表示，“此外，如果清

盘数量太多，对公司名誉也会有影响。 ”

次新基金悲喜录：业绩与人气双分化

收益率最高的产品盈利接近

80%，最低的则亏损逾20%。这是部

分满周岁次新基金交出的成绩单。

这份成绩单上，不仅产品业绩首尾

相差巨大，在规模方面同样显示出

明显差异。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苏振

周岁基金比拼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2020年11月和

12月成立的489只基金 （不同份额分别计

算）的相关数据时发现，这些周岁次新基

金的业绩表现大相径庭。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日，这489

只次新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

6.66%。其中，成立以来收益率最高的产品

是信达澳银周期动力。这只去年12月30日

成立的次新基金， 是一只偏股混合型基

金，目前的收益率为77.99%。 在排行榜末

尾的同样是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这只基

金成立于去年12月11日，成立以来的收益

率为-20.41%。

分类来看，36只普通股票型次新基金

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率为12.77%；160只

偏股混合型次新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

9.20%；17只灵活配置型次新基金成立以

来的平均收益率为0.31%；83只偏债混合

型次新基金成立以来则平均赚了5.21%。此

外，27只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成立以来平

均收益率为6.53%，26只被动指数型基金成

立以来平均收益率为10.15%；10只混合型

FOF（基金中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收益

率为7.81%。

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次新基金表现不

一，但整体来看，这些满周岁次新基金还是

为投资者获取了一定的收益。不过，其中的

分化不容忽视。 具体来看，489只次新基金

中，385只基金实现了正收益， 而104只基

金成立以来的收益，则呈现“负值” 。

投资者去留不一

除了业绩的分化外， 这些满周岁次新

基金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在

投资者去留的问题上， 部分次新基金遭遇

到了尴尬的一幕。

以收益榜上居首的信达澳银周期动力

为例， 该基金成立时的份额约为5.65亿份，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基金的最新基金份额

约为5.85亿份，实现小幅增长。 再细化来看，

这只基金在今年一季度末规模为5.42亿份，

到了二季度末下降至3.14亿份。 也就是说，

这只次新基金在建仓完成后， 开放申赎，经

历了规模下降，再到规模回流的过程。

那么，在收益榜上垫底的基金，是不是

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公告资料显示，

这只次新基金当时提前结束募集， 成立时

的规模为77.86亿份。 今年一季度末剩余

74.91亿份，二季度末基金份额变为64.96亿

份，三季度末则剩余57.55亿份。 也就是说，

业绩吃紧的同时， 该基金份额同步缩水了

近30%。

另一只成立以来收益率在个位数水平

的基金产品， 在规模上的流失情况则更为明

显。 公告显示，该基金在去年12月14日成立

时的份额约为4.76亿份。 今年一季度末缩水

至2.58亿份。 二季度末进一步萎缩至1.52亿

份。 到了三季度末，仅剩1.18亿份。 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内，该基金规模缩水约75%。

业界反思

回顾发现，这些满周岁次新基金，在成

立之时，正是公募基金发行火热之际。而在

一年之后，不仅业绩大幅分化，在基金份额

上，也屡屡出现了迅速缩水的情况，引发了

公募基金行业的反思。

“一方面是思考公募基金对市场大势

的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是思考公募基金对

待新增规模的态度问题。 ” 有公募基金公

司的总经理表示。 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当

时的情况下， 大部分基金公司显然不具备

为投资者寻找恰当时机的能力， 导致投资

者在并不太好的时机被吸引而来。 另一方

面则是在行业规模排名的压力下， 基金公

司对待新增规模，并没能做到平衡，甚至有

基金公司本着“先要规模再说” 的想法，极

力推动新基金发行。另外，一些基金公司的

客户陪伴措施显然不给力， 在基金净值回

调后，未能留住投资者，错失后期净值收复

失地的机会。

在投资一侧， 对这样的一窝蜂新发基

金带来不良后果的感觉更为强烈。 “当时，

市场已经处在一种在部分领域较为亢奋的

状态了。 现存基金收益大多不错，于是投资

者将这样的业绩情况简单线性外推， 殊不

知犯了错误。 基金经理也将投资方法简单

用在新增资金上， 也犯了将变化的市场进

行静态解读和应对的错误。虽说买者自负，

但是公募基金作为代客理财的专业资产管

理机构，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 有基金经理

反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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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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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名称：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沿

浦” ）

●投资金额及来源：新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暂

未实缴出资，该项目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全资子公司已注册成立，并且已经收到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电子营业执照。

●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遇到国家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及经营管理带来的风险；本

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于

2021年4月9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1年5月6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

份。

（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366,285,723.21

元,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到重庆沿浦的注册资本金额5000万元占公司

资产总额的3.66%，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于2021年4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1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5。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

详见2021年5月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三）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

修正）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7CYW8P9G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陈尚朝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21年12月02日

8、营业期限：2021年12月02日至2041年11月30日

9、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道6号（自主承诺）

10、登记机关：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重庆沿浦将主营汽车座椅骨架总成、电池包外壳等产品，重庆沿浦一期投资生产的座

椅骨架总成产品将直接供货给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限公司用于整椅生产， 该整椅将供货

给整车生产厂商：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围绕客户就近设

厂的产业布局原则，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及投资发展战略， 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影

响。能够有力的促进公司主营业务与资本经营的良性发展和产业整合，提升公司的市场份

额和盈利能力，给投资者以更好的回报。

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将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重庆沿浦将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四、风险提示

(一)政策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公司可能存在因国家政策、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存在一

定的政策风险；

（二）经营管理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但公司仍可能面临公司管

理、经营决策、资源配置以及风险控制等公司治理方面的风险。

针对上述可能面临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

作，提高对投资的公司的资金管理和投资风险管控，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同

时，树立规范运作意识，及时发现、规避和降低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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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月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2

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9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包晓茹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 代表股份250,702,56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4851％。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217,076,56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518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33,62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667％。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 代表股份1,451,66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57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325,66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5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 代表股份1,126,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99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9,264,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3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1％；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9,264,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3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1％；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49,264,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63％；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737％；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31％；

反对1,438,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6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中恒电气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