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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 30 个省份的经济运行数据已

公布。通过梳理发现，各省份受“三期叠加”

的影响仍然比较大，部分省份在结构调整的

阵痛中艰难前行，经济增速换挡明显。而一

些结构调整起步早、转型升级步子大的省

份，则展现出了平稳的发展态势，经济运行

中不乏亮点，新经济已成一抹亮色——

各省份陆续公布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

经济运行分化持续 新经济积聚新动能
本报记者 林火灿

2016 年一季度，我国 GDP 增速为 6.7%，基本延续经济增
速温和换挡的趋势，也处于 6.5%至 7%的区间内。

从各省份公布的数据看，一季度，仅海南省 GDP 增速较去
年全年加快 1.9 个百分点，青海省 GDP 增速较去年全年微升
0.1个百分点，北京和江西的增速与去年全年持平，其余省份的
GDP 增速较去年全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放缓。这进一步印证了
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增速换挡的过程之中，经济增速温和回落，
向潜在增长率回归。

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不少省份增速高于 2016 年的目标
增速或处于目标增速区间内。在东部地区，上海市一季度的增
速 为 6.7% ，比 去 年 全 年 放 缓 0.2 个 百 分 点 ，但 增 速 处 于
6.5%-7%的目标区间内；江苏省一季度 8.3%的增速，也比去年
全年放缓 0.2 个百分点，但比 7.5%-8%的目标区间增速的上限
快 0.3 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江西省的增速为 9.1%，比目标
增速快 0.6 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青海、西
藏的增速也快于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速。这说明，尽管一季度的
经济增速放缓，但总体上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内。

一季度的成绩单还显示，各个省份的经济运行状况表现出
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态势。其中，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资源开发和

重化工业的省份经济下行的压力更
大。长期以来“一煤独大”的山西省一
季度的增速为 3%，其中第三产业同比
增长 7.6%，而第二产业同比下降了
2%，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河北省的

经济运行面临着去产能和治理大气污染的双重任务，经济增速
为 6.5%，低于去年全年 6.8%的增速，与今年全年 7%的目标增
速也有一定的距离。

此外，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份长期以来偏资源型、传
统型、重化工型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新兴
产业发展偏慢，加之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结构单一城市的转型
面临较多困难，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其中，黑龙江的增速
为 5.1%，比去年全年放缓 0.6 个百分点，不及 6%至 6.5%目标
区间的下限；吉林的增速为 6.2%，比去年全年放缓 0.3 个百分
点，也不及 6.5%至 7%目标区间的下限。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发展基础好、转型起步早、结构调整及
时的省份，经济运行的态势总体上更加喜人。一季度，重庆市
的 GDP 增速为 10.7%，虽然比去年全年放缓 0.3 个百分点，但
比目标增速快 0.7 个百分点，继续在全国各省份中领跑。贵州
省的 GDP 增速为 10.3%，也快于目标增速 0.3 个百分点。国家
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重庆和贵州
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结构变动带来的增长，特别是在东部产
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这两个地方抓住了机遇，形成了较大
的产业集群。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
国 GDP 增速为 6.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稳中有升，同比名义增长 10.7%，增速比上
年全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的
稳健发力，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从地方的成绩单看，投资的看点依然
十足。湖北省一季度的 GDP 增速为 8.1%，
分别慢于去年全年和今年目标增速 0.8 个百
分点和 0.9 个百分点。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吴中志表示，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湖北
省大力推动项目建设，全力促进有效投资，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投资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一季度，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13.6%，其中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1984.14
亿元，占全省投资比重达 41.9%；全省投资新
开工项目及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增长强劲，
新开工项目达4311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792
个，增长 71.1%；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 779个，
比上年同期增加439个，增长129.1%。

青海省一季度 GDP 增速为 8.3%，比去
年全年快 0.1 个百分点，比全年目标增速快
0.8个百分点。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固定资
产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全省完成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199.8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为 2015年以来累计增速最高。

河南省的 GDP 增速为 8.2%，比全年目标增速快 0.2 个
百分点。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5%，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2.8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全省房地产开发
投资 803.6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19.7%），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 5.2个百分点。

在投资稳健发力的同时，投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
例如，青海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达到
89.5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6.6%，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同比提高 11.2个百分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当前
我国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
发展新经济。

今年一季度，我国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长 10%，高技术产业增
长 9.2%，新能源汽车产量继续保持 80%以上的增速；新业态、
新的服务方式层出不穷，新动能加快积聚，新经济发展已成为
转型升级的一抹亮色。

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能否成功转换，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而从地方交出的成绩单看，新经济正在加速为经济发展积聚新动
能。江苏省统计局副局长刘兴远介绍说，江苏省经济发展动力变
中出“新”，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增长“领跑”。

数据显示，一季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6.5%，高于工业平均水平 0.7 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达 40.3%。与“新经济”密切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6.6%。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如，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17.4%，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3.1 倍。此
外，“互联网+”催生的新兴业态释放出巨大能量，促进线上消
费快速增长，全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3%，高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2.5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比重达 10.2%，成为增长最明显的细分消费领域。

“重庆工业的转型升级在不断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在工业经济中的涌现，为重庆工业的发展积聚了新
动能。”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富民说。

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市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2%，比去年同期加快 2.1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9.0
个百分点，其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由去年同期 12.0%提高
到 13.8%，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22.7%。

在广东，随着“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快
速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不断培育壮大，“三新”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发展。数据显示，一季
度，广东省工业高端、先进产业发展快于全省平均水平，生产结构
继续优化。其中，代表高端先进制造的工业机器人1683套，增长
32.3%。同时互联网相关服务业保持活跃，现代服务业比重提升。

广东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三新”经济对广东经
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也促进了生产、消费、进出口等经济结
构的调整优化。

经 济 增 速 换 挡 仍 在 持 续

投资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新 经 济 成 为 发 展 新 亮 色

（上接十二版）
6.3重要资产转让及出售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要资产转让及出售行为。
6.4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6.4.1披露自营资产经营情况
6.4.1.1按信用风险五级分类结果披露信用风险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1.1
信用风险资产五

级分类
期初数
期末数

正常类
（万元）
62,188.61

203,584.83

关注类
（万元）

-
-

次级类
（万元）

-
-

可疑类
（万元）

-
-

损失类
（万元）

-
-

信用风险资产合计
（万元）

62,188.62
203,584.83

不良资产合计
（万元）

-
-

不良率
（%）

-
-

注：2015年监管部门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
不良资产合计=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

6.4.1.2 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准备的期初、本期计提、本期转回、本期核销、期末数；贷款的一般准备和
专项准备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表 6.4.1.2

贷款损失准备
一般准备
专项准备

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期初数（万元）
-
-
-
-
-
-
-
-
-

本期计提（万元）
-
-
-
-
-
-
-
-
-

本期转回（万元）
-
-
-
-
-
-
-
-
-

本期核销（万元）
-
-
-
-
-
-
-
-
-

期末数（万元）
-
-
-
-
-
-
-
-
-

6.4.1.3自营股票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投资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1.3

期初数
期末数

自营股票（万元）
14,682.95
20,322.08

基金（万元）
1,201.22

803.57

债券（万元）
80.00

400.00

长期股权投资（万元）
597.00

1,470.63

其他投资（万元）
91,025.00

160,653.81

合计（万元）
107,586.17
183,650.09

6.4.1.4自营长期股权投资的企业名称、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比例、主要经营活动及投资收益情况
表 6.4.1.4

企业名称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占被投资单位权益的比例
0.35%

主要经营活动
证券经纪、证券承销、证券自营、客户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

投资收益（万元）
109.20

6.4.1.5自营贷款的企业名称、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和还款情况
表 6.4.1.5

企业名称
镇江诚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贷款金额（万元）
3,000.00

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100.00%

还款情况
贷款未到期

6.4.1.6表外业务
表 6.4.1.6

表外业务
担保业务
代理业务
其他
合计

期初数（万元）
-
-
-
-

期末数（万元）
-
-
-
-

6.4.1.7公司当年的收入结构
表 6.4.1.7

收入结构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其中：信托手续费收入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其中：计入信托业务收入部分
投资收益

其中：股权投资收益
证券投资收益
其他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营业外收入
收入合计

金额（万元）
51,720.88
51,720.88

2,782.49

16,619.62
109.20

6,834.42
9,676.00
-729.77

627.80
71,021.02

占比
72.82%
72.82%

3.92%

23.40%
0.15%
9.62%
13.63%
-1.03%
0.89%

100.00%

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均为损益表中的一级科目，其中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收入、营业外收入为未抵减掉相应支出的全年累计实现收入数。
6.4.2信托资产管理情况
6.4.2.1信托资产的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2.1
信托资产

集合
单一
财产权
合计

期初数（万元）
2,485,459.00
2,632,464.72

87,374.75
5,205,298.47

期末数（万元）
2,802,586.32
4,286,388.91
1,139,706.20
8,228,681.43

6.4.2.1.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
表 6.4.2.1.1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证券投资类
股权投资类
融资类
事务管理类
合计

期初数（万元）
0.00

151,900.00
1,892,511.58

2824.97
2,853,809.73

期末数（万元）
2766.88

108,000.00
2,416,394.59

3104.96
3,795,059.30

注：“合计”行为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的总额，它包含所有运用方式的主动型产品。“证券投资
类”“股权投资类”“融资类”“事务管理类”是主动管理型信托中的几个重点类别，包含在“合计”中，
但是与“合计”行没有勾稽关系，“合计”行大于或等于这四类之和。
6.4.2.1.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期初数、期末数。分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融资、事务管理类分别披露

表 6.4.2.1.2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证券投资类
股权投资类
融资类
事务管理类
合计

期初数（万元）
0.00
0.00

1,035,849.23
810,544.62

2,351,488.74

期末数（万元）
0.00

14,286.00
609,619.19

3,342,403.35
4,433,622.13

6.4.2.2本年度已清算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6.4.2.2.1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集合类、单一类资金信托项目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
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表 6.4.2.2.1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集合类
单一类

财产管理类

项目个数
36
41
2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1,125,132.78
1,026,628.60

80,706.25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9.0578%
7.1998%
2.4781%

6.4.2.2.2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
益率

表 6.4.2.2.2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证券投资类

股权投资类

融资类

事务管理类

项目个数

0

0

35

1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0

0

1,149,302.60

40000.00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信托报酬率

0

0

1.7805%

0.4937%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0

0

9.0172%

7.3000%

6.4.2.2.3 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
益率

表 6.4.2.2.3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证券投资类

股权投资类

融资类

事务管理类

项目个数

0

0

27

8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0

0

571,280.00

231,860.03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信托报酬率

0

0

0.1640%

0.0798%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0

0

7.3965%

4.6609%

6.4.2.3本年度新增的集合类、单一类和财产管理类信托项目个数、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表 6.4.2.3

新增信托项目

集合

单一

财产权

新增合计

其中：主动管理型

被动管理型

项目个数

24

56

29

109

49

60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万元）

1,186,920.24

2,735,066.40

1,109,107.30

5,031,093.94

1,925,390.00

3,105,703.94

注：本年新增信托项目指在本报告年度内累计新增的信托项目个数和金额。包含本年度新增并
于本年度内结束的项目和本年度新增至报告期末仍在持续管理的信托项目。
6.4.2.4信托业务创新成果和特色业务有关情况。

1、探索基础产业业务模式升级。
自 2014年国务院 43号文颁布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和推广 PPP 模式逐渐成为基础产业领域今后主要的融资方式。公司顺势而动，积极探索基础产
业业务模式转型升级。2015 年公司成功落地南京城市建设发展基金；中标江苏省 PPP 融资支持基
金子基金管理人资格，受托管理江苏省融资支持基金 B。

2、推动大消费金融领域创新。
消费信托具有业务风险低、覆盖投资者范围广、投资金额及单体项目规模小等特点，是信托公

司推动互联网金融的一类重要业务。2015年 6月，公司首单消费信托“乐享 1号”顺利落地，将金融和
消费有机融合，并结合公司服务号“积分管理”功能，使受益人在获得超值的消费权益的同时，还能
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新体验。

3、积极探索“信托+互联网”。
以微官网建设为抓手，依托微信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下资产管理+线上财富管理的有效探索。通

过微信服务平台已实现：产品信息发布、预约认购、客户资产查询、积分管理及兑换、客户服务活动
发布和客户咨询服务等各项功能。通过“信托+互联网”，有效提升了客户服务水平，改善了客户服务
体验。
6.4.2.5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本公司以为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事为基本职责，认真履行以下义务：(1)诚实信用、谨慎和有效管
理义务、(2)忠实义务、(3)分别管理义务、(4)亲自管理义务、(5)保存记录义务、(6)定期报告义务、(7)依
法保密的义务、(8)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未发生因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失情况。
6.5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6.5.1关联交易方的数量、关联交易的总金额及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等

表 6.5.1

合计

关联交易方数量

3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98,470.63

定价政策

注: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1)本公司对关联方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或协议价确定，与对非关联方
的交易价格基本一致，无重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2）固有财产、信托资产与关联方贷
款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执行，投资按市场公允价确定。3）信托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的关联交易按
交易双方协商价格执行。
6.5.2 关联交易方与本公司的关系性质、关联交易方的名称、法人代表、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主营业
务等

表 6.5.2
关系性质

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股东在中国
设立的分支机构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关联方名称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海涛

大谷力

林复

步国旬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南京市

江苏省南京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亿元

人民币 34亿元

人民币 29.69亿元

人民币 24.74亿元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投资
咨询

在银监会批准范围之内，经营对各类
客户的外汇业务以及人民币业务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

证券经纪、证券承销、证券自营、客户
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

6.5.3逐笔披露本公司与关联方的重大交易事项
6.5.3.1 固有财产与关联方：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借方和贷
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 6.5.3.1
固有与关联方关联交易

贷款

投资

租赁

担保

应收账款

其他

合计

期初数（万元）

597.00

597.00

借方发生额（万元）

873.63

30,000.00

30,873.63

贷方发生额（万元）

30,000.00

30,000.00

期末数（万元）

1,470.63

1,470.63

6.5.3.2 信托资产与关联方：贷款、投资、租赁、应收账款、担保、其他方式等期初汇总数、本期借方和
贷方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 6.5.3.2

贷款
投资
租赁
担保
应收账款
其他
合计

期初数（万元）
50,000.00

65,000.00
115,000.00

借方发生额（万元）
90,000.00

90,000.00

贷方发生额（万元）
50,000.00

58,000.00
108,000.00

期末数（万元）
90,000.00

7,000.00
97,000.00

6.5.3.3 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己管理的信托项目（固信交易）、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目之间
的相互（信信交易）交易金额，包括余额和本报告年度的发生额。
6.5.3.3.1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 6.5.3.3.1
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合计
期初数（万元）

91,025.00
本期发生额（万元）

37,197.24
期末数（万元）

128,222.24

6.5.3.3.2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金额期初汇总数、本期发生额汇总数、期末汇总数
表 6.5.3.3.2

信托资产与信托财产相互交易

合计
期初数（万元）

248,745.82
本期发生额（万元）

1,559,822.93
期末数（万元）

877,814.00

6.5.4 逐笔披露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详细情况以及本公司为关联方担保发生或即将发生
垫款的详细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未发生关联方逾期未偿还本公司资金的情况，也无本公司为关
联方担保发生或即将发生垫款的情况。
6.6会计制度的披露

本公司固有业务、信托业务执行的会计制度为财政部 2006 年新修订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
其应用指南。

7.财务情况说明书
7.1利润实现和分配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37,218.65 万元。按规定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3,721.86 万元、计提信托赔偿准备 1,860.93 万元、计提一般风险准备 507.15 万
元，加上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32,507.01 万元，扣除 2015 年已分配现金股利 9,752.00 万元，2015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余额为 53,883.71万元。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现金红利为 2015年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30%，取整后为 16,165.00万元。
7.2主要财务指标

表 7.2
指标名称

资本利润率
加权年化信托报酬率
人均净利润

指标值
21.01%
0.98%

295.39万元

7.3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8.特别事项提示
8.1前五名股东在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及原因

公司接到股东南京高新技术经济开发总公司（该股东持有公司 5%股权）通知：该司已完成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更名为“南京高新技术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5 年 2 月 5 日，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峥女士担任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山胁徹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同日，第二届董事会召开
第二次会议，聘任崔斌先生为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聘任高晓俊先生为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获得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任职资格核准批复日起计算。

2015 年 6 月 24 日，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陈峥女士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任职资
格（《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陈峥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175 号文）。2015 年 6 月 11
日，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山胁徹哉先生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任职资格（《中
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山胁徹哉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156号）。2015年 7月 20日，中
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崔斌先生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裁任职资格（《中国银监会江苏
监管局关于崔斌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212 号）。2015 年 4 月 1 日，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
局核准高晓俊先生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任职资格（《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高晓俊任
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92号文）。

2015 年 11 月 9 日，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顾怀宇先生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任职
资格（《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顾怀宇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322号文）。
8.3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无。
8.4报告期内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情况

无。
8.5报告期内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提出整改意见的整改情况

报告期内，江苏省银监局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提出一些意见和要求，公司已严格按要求落实。
8.6本年度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简要内容、披露时间、所披露的媒体及版面

2015 年 7 月 2 日，《上海证券报》第 3 版刊登《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简要内容如下：经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监会江
苏监管局关于陈峥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175 号)核准，陈峥女士正式履职我公司董事
长，王海涛先生不再担任我公司董事长职务。

2015 年 7 月 22 日，《上海证券报》第 6 版刊登《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总裁变更的公告》。简
要内容如下：经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监会江苏
监管局关于崔斌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监复【2015】212 号)核准，崔斌先生正式履职我公司总裁，陈
峥女士不再担任我公司总裁职务。
8.7银监会及其省级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有必要让客户及相关利益人了解的重要信息

无。
9.公司监事会意见

①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职责明确，有效行使了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
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能。

②2015年公司董事会认真加强科学决策和风险管理，严格遵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
规开展工作。公司能够严格按照《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
办法》和中国银监会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依法决策，依法管理。本报告期内董事会认真执行了股东
会的决议，忠实履行了诚信义务，未出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存在违法违纪和有
损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③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