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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主动权益类基金业绩表现
亮眼。截至2月14日，年内公募基金产品
业绩前50强产品中，有38只主动权益类
基金、12只被动指数型基金，多只主动权
益类基金净值创下基金成立以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主动权益类基金业绩跑赢
多个主流指数。数据显示，截至2月14
日，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平均净值增长率
为4.06%，跑赢同期上证50、深证成指、沪
深300等主流指数，也领先创业板指、科
创50指数等成长类宽基指数。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2025年，一系列
利好政策的出台，改善了市场情绪，提振
了投资者信心。权益市场表现向好，投资
者风险偏好也有所提升，有利于推动主动
权益类基金业绩走强。

同时，今年国产大模型DeepSeek的

横空出世令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
备受市场关注。部分涨幅领先的主动权
益类基金正是重点布局了AI应用等新兴
科技产业领域热门方向。

一些基金经理抓住市场机会，发挥主
动选股能力，适时调整仓位和行业配置，
所管理的基金实现较好业绩表现。在今
年的主题投资中，不少主动权益类基金的
基金经理在相关领域选股产生的收益，明
显高于行业自身整体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年，相比主动权
益类基金，被动指数型基金在业绩表现上更
为突出。随着今年主动权益类基金的亮眼
表现，不少普通投资者面临选择投资主动权
益类基金还是被动指数型基金的抉择。

主动权益类基金和被动指数型基金
有何区别？简单来说，主动权益类基金主

要依据基金经理对市场的判断，主动调整
投资组合，以追求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收
益；被动指数型基金则是以特定指数为标
的，通过购买该指数的全部或部分成份股
构建投资组合。

在业内人士看来，主动投资和被动投
资各有优势。近年来，被动指数产品数量
和规模增长迅速，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中成
为不少基民的重要选择。而今年以来，随
着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等政策发布，叠加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产业发展趋势，
主动权益的投研优势有望体现。

有市场人士表示，对于主动权益类基
金而言，重拾投资者信心并非一朝一夕的
事情。未来如何增强投资者对主动权益
类基金的信心，仍是基金管理人需要面对
的重要课题。 据新华社

白杰品股

由负转正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

升，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一各股指集体小幅上

涨，盘面上上涨个股超3600只，AI制
药、教育板块表现较好。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超百只，跌停5只。技术上
看，沪深股指均收于所有均线之上，
两市合计成交19415亿元环比增加；
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
均线之上，60分钟MACD指标均呈现
金叉或即将金叉的状态；从形态来
看，各股指早盘的向上跳空缺口虽被
回补，但整体还是继续保持向上攻击
形态，而沪指年内涨幅也由负转正，
由于两市成交继续保持高位，后市仍
将沿5日均线上涨。期指市场，各期
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略增，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增加。综合
来看，消息面暖风不断，只要两市成
交继续保持2万亿元水平，市场仍会
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华创云信（600155）130万股，鲁信创投
（600783）48万股，爱建集团（600643）
180万股，安科瑞（300286）11.5万股，
创元科技（000551）18万股，陕天然气
（002267）40万股，电投能源（002128）20
万股，同方股份（600100）100万股。资
金 余 额 3346470.59 元 ，总 净 值
49490320.59元，盈利24645.16%。

周二操作计划：华创云信、安科
瑞、同方股份、创元科技、陕天然气、
电投能源、爱建集团、鲁信创投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
产力。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
信息近日联合发布的《2025年中国
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提
出，大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推高算
力需求，未来两年，中国智能算力规
模将保持高速增长。2023 年至
2028年期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的
五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46.2%。

该报告基于智能加速卡半精度
（FP16）相当运算能力数据，测算我国
智能算力规模。报告显示，2024年，
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725.3EFLOPS
（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同比
增长74.1%。预计2025年中国智能
算力规模将达到 1037.3EFLOPS，
2026 年达到 1460.3EFLOPS，2028
年达到2781.9EFLOPS。

报告分析，在旺盛的市场需求、
丰富的应用场景驱动下，中国人工智
能算力基础设施呈现快速发展的趋
势，并表现出多元化、服务化、场景化
和绿色化的发展特征。

与此同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和大模型逐步扩大应用，企业在应用
人工智能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包括计算架构难以支持大规模应用、
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相关的成本投
入高昂、高性能的计算资源不足等。

为应对上述挑战，报告认为，人
工智能算力发展应采取“扩容”和

“提效”并行的策略。“一方面，通过
增强算力资源的可获得性、优化算
力基础设施架构、推动产业聚集形
成规模效应等路径，提高算力供给
能力和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模
型算力效率、增强数据支持来系统
性地提高算力利用率。”IDC中国副
总裁周震刚说。 据新华社

业绩回升！
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表现亮眼

报告显示我国智能算力
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

锚定质量
风险管控与资产优化的双轮驱动

成都银行的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于
对资产质量的极致追求。截至2024年
末，其总资产规模突破1.25万亿元，较年
初增长14.56%。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
规模稳健扩张的同时，不良贷款率进一
步降至0.66%，连续多年保持A股上市
银 行 最 低 水 平 ，拨 备 覆 盖 率 高 达
479.28%，风险抵补能力稳居A股上市
银行首位。这一斐然成绩的背后，是成
都银行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全方位革新。

技术赋能，筑牢智能风控防线。近
年来，成都银行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于信贷流程，搭建起覆盖贷前、贷
中、贷后的全生命周期风控模型。例如，
通过实时动态监测区域产业景气度与企
业经营数据，提前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实
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
为资产质量保驾护航。

行业聚焦，优化资产结构布局。在
信贷投放上，成都银行摒弃粗放的“广撒
网”模式，重点聚焦和发力科技、绿色、文
创等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通过设立科
技支行、绿色金融支行等专营机构，实现
风险分散与收益提升的双重目标。

这种“质量优先”的发展策略，不仅
夯实了成都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更在
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凭借优质资产
质量获得资本市场的高度认可。2024年

多家券商将其评级定为“优于大市”，核
心逻辑便在于其资产质量的稀缺性与卓
越性。

盈利韧性
从规模红利到效率红利的战略跨越

在银行业普遍面临息差收窄、盈利
增速放缓的挑战下，成都银行2024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28.63亿
元，同比增长10.21%，营收增速亦保持在
5.88%。这一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其从
依赖规模扩张向经营效率提升的战略
转型。

精细化运营，释放管理效能红利。
通过数字化转型，成都银行将线下业务
有序迁移至线上平台。借助这些数据应
用工具，成都银行不仅能迅速响应市民
的金融需求，响应时间缩短约40%，同时
也使得客户在手机银行的交易耗时降低
30%以上。通过“蓉e贷”线上平台，实现
小微贷款“3分钟申贷、1小时审批”。同
时，其构建的“政务金融+实体业务+零
售负债”三大护城河协同发力：政务金融
巩固地方财政存款优势，实体业务聚焦
中小微企业服务，零售端则凭借场景化
产品（如“蓉e贷”）增强客户黏性。资本
运作创新，激活增长新动能。2025年2
月，成都银行提前3年完成80亿元可转
债强赎转股，成为近五年首家达成这一
目标的城商行。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优化
了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更为后续支
持实体经济提供了充足弹药。

这一系列创新举措，标志着成都银
行成功跳出传统银行的增长路径，转而
通过效率提升与资本创新运作，构建起
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展现出强大的盈利
韧性。

区域深耕
差异化布局助推区域发展腾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国家战略
布局中的“第四极”，正逐步成为中国经
济内循环的关键枢纽。成都银行深刻理
解区域经济与金融共生共荣的关系，通
过“深度绑定地方战略+特色化产品创
新”，成为区域发展的强劲金融引擎。

政务金融：从“首站银行”进阶为“生
态共建者”。作为地方政府债券主承销
商和财政资金托管行，成都银行深度参
与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棚改建设以及城
市有机更新等项目，聚力“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为轨道交通建设、TOD项目
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

近5年来成都银行累计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内企业信贷投放支持超过
9700亿元。在2024年第三季度末，成都
银行的总贷款规模达到7211亿元，其中
对公贷款占总信贷余额达81.6%。截至
2024年9月末，成都银行总贷款规模达
7211亿元，其中对公贷款占总信贷余额
比重达81.6%，有力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不同于简单的资金支持，成都银行
更注重构建“金融+产业+政策”的生态
闭环。这种从资金输血到产业造血深度
参与，铸就成渝中线高铁等“轨道上的都
市圈”项目。同时，成都银行在全市率先
推出“科创贷”“成长贷”“文创通”等一系
列中小企业专属产品，采取单列额度、升
级产品、精简流程、限时办结、降低利率、
减免费用等举措，构建起政银类、场景
化、供应链三大产品体系共计20款信贷
产品。

特色金融：抢占新经济赛道高地。
依托成渝地区数字经济、文创产业的蓬
勃发展态势，成都银行率先设立全国首
家文创专营支行，推出“版权质押贷”“影
视制作贷”等特色产品。2024年 12月
19日，由成都银行承销的“2024年度成
银蓉城知识产权(版权)第一期定向资产
支持票据”成功发行全国首单版权 ABN
落地！这是全国首个底层资产全部为版
权的ABN项目，创全国ABN票面利率
新低，也形成了“文创 + 金融”深度融合
的“成都模式”。

不仅如此，近年来，该行累计为绿色
低碳产业投放信贷超400亿元，绿色信
贷复合增长率超过90%，2023年末绿色
信贷余额超过 405 亿元，同比增长
53.96%，绿色信贷市场占有率位居四川
省法人银行机构第一。

这种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差异化
布局，不仅让成都银行在区域竞争中抢
占先机，更让其成为国家战略落地的关
键推手之一。

创新为墨，实干为笔，成都银行的崛
起绝非偶然。面对如何高质量发展的必
答题，成都银行给出的答案清晰而笃
定：高质量发展，不在于追逐风口的速
度，而在于与城市心跳同频的精度；不在
于资本盛宴的狂欢，而在于与实体经济
共生的温度。

程航轩

成渝双城战略下的金融革新标杆
解码成都银行“结构优化——生态共建”进阶路径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迎

来五周年的重要时刻，近日成都银行

发 布“ 不 良 率 0.66% 、拨 备 覆 盖 率

479.28%、净利润增长10.21%……”

2024年业绩快报，向资本市场递交的

不仅是一份高分财务成绩单，更是区

域银行战略转型的实证样本。

数字跃出报表，这背后是成都银

行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蓝

图上勾勒出区域银行转型升级的标

杆路径——以“资产负债表革命”重

塑经营内核，用“金融生态圈”重构价

值边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浪潮中完

成从城市金融“毛细血管”到区域经

济“主动脉”的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