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泰慧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同泰慧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自2022年12月18日进入清算期。 清算报告全文于2023年1月19日

在本公司网站（www.tongtaiamc.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400-830-1666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2023年第一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1370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0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3年1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3�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A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13706 013707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类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2.0617 2.0597

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33,675.58 79,795.40

本次下属分类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1.0000 1.00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3年1月20日

除息日 2023年1月2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年1月3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再投资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日为：2023年1月

20日；

2)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再投资基金份额确认日：2023年1月30日,再

投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确认日起重新计算；

3)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23年1月31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3年1月3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

准。

投资者如需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2023年1月19日前(含当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

非现场交易方式办理变更手续。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

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tongtaiamc.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服热线

(400-830-1666)咨询相关情况。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9日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及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137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泰泰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年1月19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A 同泰泰和三个月定开债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13706 013707

该分类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

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类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5,000,000.00

下属分类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5,000,000.00

注: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2023年1月20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要。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于2023年1月19日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单个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定期定

额投资累计不得超过500万元(不含500万元)。 本基金于2023年1月20日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tongtaiamc.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服热线

(400-830-1666)咨询相关情况。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9日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2年第4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2年第4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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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披露如下基金2022年第4季度报告：

1、西部利得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西部利得量化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西部利得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西部利得中证国有企业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西部利得聚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西部利得添盈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7、西部利得聚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西部利得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西部利得汇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西部利得景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西部利得新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西部利得新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西部利得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西部利得得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西部利得祥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西部利得汇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西部利得个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西部利得祥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西部利得天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20、西部利得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西部利得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西部利得合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西部利得天添富货币市场基金

24、西部利得景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西部利得合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西部利得天添鑫货币市场基金

28、西部利得多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西部利得新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西部利得成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西部利得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2、西部利得新动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西部利得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西部利得尊逸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西部利得沣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6、西部利得聚泰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7、西部利得双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西部利得新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西部利得创业板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西部利得港股通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西部利得尊泰8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2、西部利得聚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西部利得鑫泓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西部利得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5、西部利得量化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西部利得聚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西部利得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48、西部利得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西部利得碳中和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西部利得创业板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1、西部利得CES半导体芯片行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2、西部利得双瑞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3、西部利得聚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西部利得季季稳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5、西部利得季季鸿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56、西部利得时代动力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7、西部利得数字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西部利得聚优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西部利得双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0、西部利得量化价值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2年第4季度报告全文于2023年1月19日在本公司网站（www.

westlead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700-781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9日

公司纵横

202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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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化肥企业2022年业绩预增

● 本报记者 康曦

截至1月18日，6家化肥行业上市公司

发布了2022年业绩预告。其中，5家公司预

增，增幅普遍在两位数。 多家公司表示，化

肥产品价格上涨使得业绩增长。 业内人士

表示， 全球化肥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拥

有资源优势的企业盈利能力较强。

化肥价格上涨

从业绩表现来看， 在产业链一体化

方面布局越完善的公司盈利能力越强。

盐湖股份预计，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下称“净利润” ）为150亿

元-156亿元， 同比增长234.94%-248.33%；

川恒股份预计净利润为7亿元-8.5亿元，同

比增长90.34%-131.13%；云天化预计净利

润为58亿元-61亿元， 同比增长59.26%

-67.49%； 兴发集团预计净利润为58亿元

-60亿元，同比增长36.58%-41.29%；川发

龙蟒预计净利润为10.2亿元-12.2亿元，同

比增长25.89%-50.58%。

上述5家公司均在上游矿产资源端有

布局。 作为国内最大的氯化钾生产企业，盐

湖股份拥有察尔汗盐湖约3700平方公里的

采矿权， 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可溶钾

镁盐矿床，富含大量氯化钾、氯化镁、氯化

锂、氯化钠等无机盐矿物资源。 其中，氯化

钾储量5.4亿吨，占全国已探明储量的97%。

川恒股份控股子公司福麟矿业持有小

坝磷矿采矿权、新桥磷矿山采矿权、鸡公岭

磷矿采矿权。 福麟矿业产出的磷矿石主要

提供给公司使用，其余部分磷矿石外销；云

天化磷肥产能位居全国第二，全球第四，现

有原矿生产能力1450万吨，擦洗选矿生产

能力618万吨， 浮选生产能力750万吨；作

为国内磷化工行业龙头企业， 兴发集团打

造了独特的“矿电化一体”“磷硅盐协同”

和“矿肥化结合” 的产业链优势，公司拥有

采矿权的磷矿资源储量4.29亿吨， 并持有

其他矿产公司股权； 川发龙蟒已完成天瑞

矿业100%股权收购，后者拥有四川省老河

坝磷矿铜厂埂（八号矿块）磷矿资源，并已

取得生产规模250万吨/年磷矿对应的采矿

许可证。

业内人士表示，2022年， 上游磷矿、钾

矿等价格上涨，涨幅高于下游相关产品，越

靠近上游资源端的企业，业绩增幅越大。

缓解供需矛盾

回顾2022年化肥价格行情， 可以用

“过山车” 来形容， 部分化肥产品价格

创下历史新高后又回落 。 业内人士表

示，2023年， 保供稳价将是化肥行业的

主旋律。

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巩固回升向好趋势加力振作工业经

济的通知》提出，做好大宗原材料保供稳

价，完善大宗原材料供给“红黄蓝” 预警机

制，下达化肥最低生产计划，灵活运用国家

储备开展市场调节， 促进价格运行在合理

区间。

对内下达化肥最低生产计划的同

时， 对外调整化肥产品关税， 支持进

口，缓解供需矛盾。 2022年12月底，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明确，

2023年将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进

行调整。2023年1月1日起，对氯化钾、硫

酸钾等钾肥实施零关税，尿素、复合肥、

磷酸氢铵三种化肥的配额税率继续实施

1%的暂定税率。 受此影响，钾肥进口成

本将降低，国内钾肥供应不足的问题将

缓解。

业内人士认为， 后续随着疫情影响消

退，化肥运销等将不再会受到牵制，全产业

链将回归正常。 机构指出，大多数品种的化

肥价格将在2023年下跌。不过，由于农作物

价格、天然气成本高企，化肥价格仍将维持

在较高水平。

农业农村部：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月18日， 国新办就2022年农

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

司长曾衍德在会上称，过去一年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多重考

验，取得了超出预期成效，稳住了

基本盘，夯实了压舱石。 2023年将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推进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

重点任务，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

的一步。 曾衍德称，将加快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 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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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出炉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月18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情况和新版目录。 本次共有111种药品新增进入目

录，3种药品被调出。 新增药品涉及抗肿瘤、抗感染用药

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治疗用药。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医保目录持续动态调整。

新药上市后，通过医保谈判快速进入医保目录，放量时

间显著缩短，极大地激发药企创新研发动力。建议关注

降价幅度好于预期、竞争格局良好、放量空间大的相关

品种及药企。

121种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

经评审，3种目录外非独家药品直接调入，均为国

家集采中选品种；17种目录外非独家药品通过竞价准

入的方式被调入；91种目录外独家药品通过谈判准入

方式被调入；3种国家药监部门注销文号的原目录内

药品被调出。 调整后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2年）》 药品总数为2967

种，其中西药1586种，中成药1381种。 中药饮片未作调

整，仍为892种。

从谈判/竞价情况看，共计147种药品（含目录药

品续约谈判） 参加现场谈判/竞价，121种药品谈判或

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82.3%。 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

药品，价格平均降幅60.1%，与往年基本持平。 本次调

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

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 已连续5年开展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 累计将618种药品新增进入全国

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将一批疗效不确切、临床易滥用或

被淘汰的药品调出目录。

中国药学会发布的《中国医保药品管理改革进展

与成效蓝皮书》显示，医保药品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临床用药合理性得到积极改善。同时，创新药进入医保

速度明显加快，常用药品价格水平显著下降，重大疾病

和特殊人群用药保障水平大幅提升。

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国家医保局称，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进入目录。

支持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目录，本次共计24种国产

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

品谈判成功，成功率83.3%，高于整体谈判成功率。 同

时，7个罕见病用药、22个儿童用药、2个基本药物被成

功纳入目录，重点领域药品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例如， 奥雷巴替尼是中国首个且唯一获批上市的

第三代BCR-ABL抑制剂。 该品种于2021年11月获批

在中国上市， 填补了携T315I突变的慢粒患者治疗临

床空白。在肺癌治疗领域，本次谈判新增了洛拉替尼等

新药，原来目录内的恩沙替尼、塞瑞替尼等药品的价格

则显著下降。在糖尿病治疗领域，新增的德谷胰岛素利

拉鲁肽是全球首个胰岛素和GLP-1复方制剂。 在罕见

病领域，新增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富马酸二甲酯、治疗肺

动脉高压的曲前列尼尔、 治疗视神经脊髓炎的伊奈利

珠单抗等药物，医生和患者有了更多临床选择。

规则程序更加简化优化

此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规则程序更加简化优

化。 国家医保局称，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国

家医保局进一步简化谈判药契约规则，优化评审程序，

创新性地提出了谈判药品简易续约规则， 把新增适应

症纳入简易续约范围，有23个药品以该种方式拓展了

医保支付范围，稳定了企业和社会预期。

2022年6月， 国家医保局发布《谈判药品续约规

则》，简化创新药续约流程，规范续约药品价格降幅。

按照简易续约程序，降幅最多可能只有25%。

德邦证券认为，随着医保谈判常态化进行，创新药

的谈判规则和流程愈加清晰成体系， 续约和新增适应

症降幅温和，大部分创新药品将实现以价换量。

同时，国家医保局首次制定了竞价规则，目录外非

独家药品通过竞价形成统一的支付标准之后可以纳入

目录，有17个药品以该种方式定价纳入目录，价格平

均降幅60.5%。

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势头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称，202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逆势夺丰收，

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产量13731亿斤，

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2022年， 中央财政对粮食生产加大支

持力度。 比如，继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三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合计发放400亿元

一次性补贴，比2021年翻了一番；增加产粮

大县奖励，扩大轮作资金规模；安排70亿元

支持夏粮促壮稳产，安排100亿元支持秋粮

抗高温干旱， 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

极性。

潘文博表示，2023年，农业农村部将坚

持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三农” 工作的首

要任务， 努力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为抓手，着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努

力扩大大豆油料种植面积，主攻提高单产，

全力以赴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势头。

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

2022年， 国家启动实施了大豆和油料

产能提升工程。 潘文博称，经过多方共同努

力，2022年大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取得

“开门红” 。

据统计，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1.54亿亩，增加了2743万亩；产量首次迈

上2000万吨台阶，创历史新高。 大豆自给

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油料生产稳步扩

大，油菜籽种植面积达到1.09亿亩，比上

年增加近400万亩， 产量达到1553万吨，

增产81万吨， 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了

1.6个百分点。

潘文博称， 农业农村部正在与有关部

门商量， 抓紧研究出台促进大豆产销衔接

措施， 希望加工流通企业抓住机会， 多收

购、多加工优质国产大豆。2023年确保大豆

油料种植面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力争再

扩大1000万亩以上， 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

高1个百分点。

曾衍德表示，总体判断，我国农业科

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

阵。 2022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62.4%，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的

一步。

2022年， 我国启动了农业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核心种源和新品种培育、丘陵农机

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在

高效育种、耕地保育、智能装备等领域建成

34个学科群， 建立了60个国家农业科技创

新联盟。

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将紧盯世界农业

科技前沿，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

化农业科技成果系统集成， 提升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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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月18日，国新办就2022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会上称，过去一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受住了多重考验，取得了超出预期成效，稳住了基本盘，夯实了压舱石。 2023年将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的一步。 曾衍德称，将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势头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称，202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逆势夺丰收，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产量13731亿斤，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2022年，中央财政对粮食生产加大支持力度。 比如，继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三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合计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比2021年翻了一番；增加产粮大县奖励，扩大轮作资金规模；安排70亿元支持夏粮促壮稳产，安排100亿元支持秋粮抗高温干旱，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潘文博表示，2023年，农业农村部将坚持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努力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着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扩大大豆油料种植面积，主攻提高单产，全力以赴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势头。

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

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了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 潘文博称，经过多方共同努力，2022年大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取得“开门红” 。

据统计，2022年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54亿亩，增加了2743万亩；产量首次迈上2000万吨台阶，创历史新高。 大豆自给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油料生产稳步扩大，油菜籽种植面积达到1.09亿亩，比上年增加近400万亩，产量达到1553万吨，增产81万吨，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

潘文博称，农业农村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商量，抓紧研究出台促进大豆产销衔接措施，希望加工流通企业抓住机会，多收购、多加工优质国产大豆。 2023年确保大豆油料种植面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力争再扩大1000万亩以上，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提高1个百分点。

曾衍德表示，总体判断，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水平已经迈入世界第一方阵。 2022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4%，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迈出坚实的一步。

2022年，我国启动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核心种源和新品种培育、丘陵农机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在高效育种、耕地保育、智能装备等领域建成34个学科群，建立了60个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系统集成，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