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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收益表现

一年投资精选银行理

财产品近半年收益率

1.37%

集合信托产品

加权年化收益率

5.71%

债券型公募基金

近六个月涨幅

2.37%

复合策略私募基金

近三个月涨幅

-0.67%

风险提示及投资者建议

1 月权益市场大盘三大指数整体收
跌。债券市场震荡波动，带动固收
类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指数增速放
缓。后续投资者需要持续关注市场
变化，审慎挑选投资产品，以应对
潜在风险。

发布机构：晋商银行
研究支持：普益标准

市场综述：

 银行理财市场
2025 年 2 月 2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当周1七日
年化收益率平均值为 1.64%，较 2024 年 12 月 29 日当周下降 3BP，较基
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63BP。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
个月投资收益率达 0.80%，较上月环比下降 2BP。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
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六个月收益表现较上月有所
下降，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45%，较上月环比下降 4BP。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
益指数为 114.94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12 点，环比涨幅 0.10%，增速较
上月有所放缓，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94 点，增长 14.94%；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
指数为 114.89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11 点，环比增幅 0.10%，涨幅较上
月有所收窄，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89 点，增长 14.89%。

 信托市场
1 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71%，具体而
言，短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39%，长期限产品收益
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86%。

 公募基金市场
1 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0%，较上月环比下降 6BP，较
2020 年 12 月高点下降 98BP。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2.37%；
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9.28%；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
涨幅为 12.91%。

1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103.64 点，环比上升 3.2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上升 3.64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23.24 点，环比上
升 15.70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76.76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
数为 34.91 点，环比上升 12.18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65.09 点。

 私募基金市场
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6.02%，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
六个月涨幅为 11.01%。

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53.38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3.15 点，
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46.62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9.10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1.8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0.90 点。

1 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六个月投资周期银行理财产品过去三个月收益率达 0.80%，股票型
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跌幅为 2.20%

202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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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市场发展概况及风险事件速览

1.1、2025 年 1 月各类市场产品发行概况

本月，全市场银行及理财公司共发行 4355 款产品，较上月减少 769 款。封闭式产品共发

行 3172 款，占比 72.84%；每日开放型产品共发行 390 款，占比 8.96%；最小持有期型产品共

发行 618 款，占比 14.19%；固定期限定开型产品共发行 113 款，占比 2.59%；其他开放式共发

行 62 款，占比 1.42%。固定收益类产品共发行 4274 款，占比 98.14%；混合类产品共发行 51

款，占比 1.17%；权益类产品共发行 19 款，占比 0.44%；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 11 款，占比 0.25%

本月，共计成立资产管理信托产品 2030 款，环比减少 412 款，环比下降 16.87%；成立规

模 613.96 亿元，环比下降 240.10 亿元，环比下滑 28.11%。非标信托成立市场方面，1月房地

产类信托产品的成立规模为 12.09 亿元，环比增长 982.27%；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338.71

亿元，环比下降 2.74%；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成立规模 73.06 亿元，环比下降 73.27%；工商企

业类信托成立规模 32.49 亿元，环比减少 16.14%。1 月标品类信托产品发行、成立端均出现明

显下降。标品信托产品发行数量为872款，发行规模为351.81亿元。发行数量环比下降 23.71%，

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10.17%。受到春节假期等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叠加股债市场的大幅波动，标

品信托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信托公司标品类产品发行节奏有所放缓。

本月，从基金市场表现来看，148 家机构共计存续货币基金产品 916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1款。股票型基金产品本月共存续 4567 款，较上月环比增长 96 款。

1.2、2025 年 1 月各类市场风险事件展示

当月风险事件展示

银行理财 信托 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风险

事件

招行昆明分行被罚

260 万，涉理财投资非

标业务风险管理不尽

职等

上市公司实控人借道

信托被罚超 3000 万元
-

因未按基金合同投资运作

等违规行为，深圳展鸿受

到监管纪律处分

1 月 27 日，云南省金融监管局披露的罚单显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被罚 260 万元，主

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部分非现场监管统计数据与事实不符；违规收取受托支付划拨费；

贷款管理不审慎；办理保函业务不审慎；分支机构违规对同业投资业务进行会计处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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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投资非标业务风险管理不尽职等。同时，时任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战略客户部房地产团队

负责人刘代毅因贷款管理不审慎被警告。

2024 年年底，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易盛”）发布公告称，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高光荣的通知。公告称，高光荣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立案通知书》，高光荣“涉嫌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

票”等行为被立案调查。据公告披露，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1 日，高光荣通过在建信信

托设立的金源家族信托单一信托 2号（以下简称为“家族信托 2号”）账户、高光荣华泰证券

账户合计转让占新易盛总股本 1.42%的“新易盛”股票，其中，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比例 0.42%，

违法所得 949.86 万元。高光荣通过家族信托 2号账户持有“新易盛”期间，未如实向新易盛

报告实际持股情况，导致新易盛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年报披露的股东相关情况存在虚假

记载。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对高光荣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949.86 万元，并处以 2000 万元罚款；同时，对高光荣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2025 年刚刚开始，中基协就一口气公布了 12 张罚单，剑指私募基金管理人存在的多项违

规行为。以深圳市展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展鸿）为例，根据纪律处分决定书，该机

构存在多项违规行为。首先，该机构管理的展鸿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按

照他人要求购买指定债券，展鸿 1号至 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展鸿致富 1号至 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也未按照基金合同约定进行投资运作，说明公司未履行谨慎勤勉义务。其次，未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向部分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以及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2022 年

12 月，展鸿 1号基金分别从深圳展鸿管理的展鸿 6号基金和深圳展鸿自营证券账户购买债券，

但该机构未向展鸿 1号的投资者披露前述信息。根据备案信息，深圳展鸿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登记于 2020 年 3 月，是一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其注册地在深圳、办公地址在贵阳，

注册资本 800 万元，全职员工 4人，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有 11 只，其中就包括纪律处

分决定书中提到的几只产品。目前这些基金的状态都显示已清算。根据纪律处分决定书，中基

协对深圳展鸿进行公开谴责，并暂停受理其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十二个月；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郑坚茂，总经理、投资总监徐普，合规风控负责人范胜朗，以及负责案涉私募基金投资决策及

信披的投资副总监周智彬都进行公开谴责。

二、银行理财市场2

2为更突出表现银行理财产品特征，本部分精选银行理财产品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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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精选理财产品收益情况

（1）现金管理类产品

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下行后有所上升

2025 年 2 月 2 日，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当周3七日年化收益率平均值

为 1.64%，较 2024 年 12 月 29 日当周下降 3BP，较基期（2021 年 4 月 4 日）周均值下滑 163BP。

具体来看，1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类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前三周下

降，后两周转为上行，整体呈“V”字走势。

从流动性投放来看，1月降准降息再度落空，央行通过质押式逆回购净投放 19733 亿元，

买断式逆回购投放规模上升至 1.7 万亿，同时 MLF 缩量续作 7950 亿元，预计 1月央行对其他

存款性公司债权或环比上升约 2.9 万亿。1月 DR007 均值达到 1.93%，与 OMO 利差达到 43BP，

创下了 2020 年央行强调政策利率引导作用以来的新高；中旬 R007 一度超过 4%，创下了 2021

年 1 月以来非跨年时点的最高值，打破了 2024 年 4 月以来每当 DR007 偏离 OMO 利率 20BP 以上

就会触发央行加大维稳的规律；而在 1月末跨春节时点资金价格居高不下，1月 24 日 R014 达

4.13%，创下 2023 年末以来的新高，同样打破了 2023 年 10 月以来资金面月末不紧的规律。具

体地，第一周（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 月 3 日）上半周公开市场净投放规模有限，2024

年末 OMO 余额仅 6532 亿元，但跨年资金仍然相对平稳；跨年后央行转为净回笼，资金利率也

未明显转松。第二周（1 月 6 日至 1 月 10 日）尽管上半周公开市场延续净回笼，但由于月初

需求有限，资金面仍然维持宽松，尤其是交易所资金价格明显走低，但 DR007 仍在政策利率上

方，下半周资金面有所收敛，周五 DR007 升至 1.75%，但分层现象仍未显现。第三周（1 月 13

日至 1月 17 日）在税期、政府债缴款以及现金漏出等因素影响下，本周资金面持续收紧，周

四 R007 一度上升至 4.19%，创 2024 年以来新高。尽管日内资金面时常阶段性转松，但资金价

格大幅高于政策利率的状态仍在延续。第四周（1月 20 日至 1月 24 日）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延

续净投放，周二开始重启 14 天期逆回购操作，资金面紧张程度略有缓解，但周三后资金面再

度收紧，周五 MLF 仅续作 2000 亿，R014 升至 4.13%，创下近一年来的新高。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

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类产品

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

2025 年 1 月 5日当周 1.65

2025 年 1 月 12 日当周 1.60

3当周，即所在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一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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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9 日当周 1.58

2025 年 1 月 26 日当周 1.61

2025 年 2 月 2日当周 1.64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图 1：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现金管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周均值（%）走势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80%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

为 1.45%，较上月环比下降 4BP。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

达 0.80%，较上月环比下降 2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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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一年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75%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六个月收益表现有所

下降，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1.37%，较上月环比下降 26BP。2024 年 5 月，一年投资周期

产品过去六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近一年以来最佳，为 2.16%。

1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率为

0.75%，较上月环比下降 30BP。2024 年 1 月的一年投资周期产品过去三个月投资收益表现为近

一年以来最佳，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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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一年投资周期产品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2、精选理财产品收益指数

将精选理财产品累计净值标准化处理形成产品收益指数，综合反映精选产品累计净值增减

变化情况。

（1）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增速有所放缓

1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为 114.94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0.12 点，环比涨幅 0.10%，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94 点，增长 14.94%。

近一个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近六个月涨幅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

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
0.10% 0.8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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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六个月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一年投资周期产品

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增长幅度收窄

1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款中低风险 1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为114.89 点，

较上月环比上升 0.11 点，环比增幅 0.10%，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指数较基期月（2020 年 12

月）上升 14.89 点，增长 14.89%。

近一个月涨幅 近三个月涨幅 近六个月涨幅

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一年

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
0.10% 0.7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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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全国银行理财市场精选 50 款中低风险 1 年投资周期产品综合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11 / 21

三、信托市场

3.1、信托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

1月，集合信托产品加权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71%，具体而言，短期限产品收

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39%，长期限产品收益率较上月环比上升 2BP 至 5.86%。信托产

品收益指数较上月环比上升 0.23 点至 66.80 点。1月，共计成立资产管理信托产品 2030 款，

环比减少 412 款，环比下降 16.87%；成立规模 613.96 亿元，环比下降 240.10 亿元，环比下

滑 28.11%。非标信托成立市场方面，1月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成立规模为 12.09 亿元，环比增

长 982.27%；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 338.71 亿元，环比下降 2.74%；投向金融领域的产品成立

规模 73.06 亿元，环比下降 73.27%；工商企业类信托成立规模 32.49 亿元，环比减少 16.14%。

1 月标品类信托产品发行、成立端均出现明显下降。标品信托产品发行数量为 872 款，发行规

模为 351.81 亿元。发行数量环比下降 23.71%，发行规模环比下降 10.17%。受到春节假期等季

节性因素的影响叠加股债市场的大幅波动，标品信托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信托公司标品类产

品发行节奏有所放缓。
图 6：信托产品收益率及收益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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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四、公募基金市场

4.1、公募基金产品收益表现

（1）货币型公募基金

1月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为 1.50%，较上月环比下降 6BP，较 2020 年 12 月高

点下降 98BP。

从货币市场利率看，1月资金面整体偏紧，资金利率月度均值明显上升，流动性分层现象

月中明显加剧，月末有所回落。具体来看，上半月走势相对平稳，在月中整体冲高后，1 月下

旬整体呈现震荡走低态势。DR007 月内均值为 1.93%，较 12 月上升 22BP；R007 的月内均值为

2.30%，较 12 月上升 40BP。R007 与 DR007 利差为 37BP，资金分层现象进一步扩大。

回顾 1月，公开市场操作合计净投放 11783 亿元，本月央行虽缩量续作 MLF，但同时月末

也开展了大额逆回购操作，带动 1月资金面整体大额净投放，市场流动性整体保持充足宽松，

与此前经济会议提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相吻合，央行对流动性的呵护力度仍然较强。

展望 2 月，在 2025 全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下，叠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

系列新闻发布会强调要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在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部署下，央行

后续或将积极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持续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后续资金面有望持续维持

宽松，助力我国经济回稳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13 / 21

图 7：货币型公募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月均值（%）走势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债券型公募基金

1 月，债券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2.37%，较上月环比上升 8BP；过去三个月涨幅

为 1.59%，较上月环比下降 3BP；观测过去一年不同时段债券型公募基金区间收益表现，本月

债券型公募基金六个月区间收益表现最好，为 2.37%。

图 8：债券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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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利率债方面，1月各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和综合指标整体呈现震荡上升趋势，月末略有

回调，长短端利率走势有所分化，短端利率上行较为明显。绝对估值来看，截至 1月末，6M、

1Y、3Y、5Y 和 10Y 国债收益率分别为 1.33%、1.28%、1.31%、1.41%和 1.63%，较上月末分

别变动 31BP、17BP、12BP、-1BP、-4BP，其中短端利率上行幅度相对较大，长端利率整体

维持窄幅震荡走势。相对估值方面，上述到期收益率 1月末算术平均近一年分位数为 9.50%，

显示出各期限国债平均到期收益率仍处于一年较低水平，但整体较上月有所上升。期限利差

看，截至1月末，10年期收益率减1年期的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0.40%，较上月末下降26.80%；

5 年期收益率减 1年期的利差近一年分位数为 0.80%，较上月末下降 4.90%。

图 9: 2025 年 1 月我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左轴）和近一年算术平均分位数（右轴）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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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25 年 1 月国债期限利差分位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信用债方面，城投债和企业债到期收益率4在 1月先下后上。信用利差5中城投债信用利

差和企业债信用利差整体呈浅“V”走势。截至 1月末，AAA 级城投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

位数为9.90%，较上月末上升9.90%；AA+城投债信用利差（相对AAA）近一年分位数为93.30%，

较上月上升 16.90%。AA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为 9.50%，较上月上升 9.50%；

AA+企业债信用利差（相对 AAA）近一年分位数为 65.50%，较上月下降 19.20%。

图 11: 2025 年 1 月信用债到期收益率近一年分位数和利差分位数

4 6M、1Y、3Y、5Y和 10Y 的收益率的算术平均
5 6M、1Y、3Y、5Y和 10Y 的 AA+与 AAA 级利差的算术平均



16 / 21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1 月高等级信用债利差6中，城投债收益率、企业债收益率较国债利差在上旬震荡下行，中

旬震荡回升，下旬整体下行后，月末有所回升。截至 1月末，AAA 级城投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

近一年分位数为 71.30%，较上月末下降 17.10%；AAA 级企业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近一年分位

数为 71.30%，较上月末下降 13.80%。

图 12: 2025 年 1 月高等级信用债同国债的利差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3）混合型公募基金

1 月，混合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9.28%，较 12 月有所上升。过去三个月跌幅为

0.99%，跌幅较 12 月有所扩大。

6 6M、1Y、3Y、5Y和 10Y 的高等级信用债和国债的信用利差的算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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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混合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4）股票型公募基金

1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六个月涨幅为 12.91%，过去三个月跌幅为 2.20%。具体来看股

票市场，1月 27 日，上证指数报 3250.60 点，深证成指报 10156.07 点、创业板指报 2063.82

点，三类指数过去六个月涨跌幅分别为 12.44%、18.13%、24.36%，过去三个月涨跌幅分别为

-2.16%、-4.96%、-7.42%。1 月，股票型公募基金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有所下降，上证

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过去三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均较上月有所下降。股票型公募基金过

去六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略有下降，仍处于近 1年较高水平，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过去六个月

的区间收益表现均较上月略有下降，深证成指过去六个月的区间收益表现均较上月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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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股票型公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4.2、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本月，债券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 103.64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3.24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

期上升 3.64 点；混合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23.24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15.70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76.76 点；股票型公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34.91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12.18 点，

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65.09 点。

回顾 1月债市，月初在非银同业存款自律倡议稳步推进，叠加权益市场表现整体偏弱带

来的股债跷跷板效应的影响下，债市情绪较为积极，短期内整体呈现走高趋势。随后，在央

行宣布暂停国债买入操作，以及央行稳汇率操作等因素一定程度地对债市交易情绪带来压

制，利率债和信用债指数整体回落并维持横盘震荡走势。可转债方面，本月月初受股市下行

影响有所下降，后续整体维持震荡走强趋势，或与本月发布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

作的实施方案》以及《促进资本市场指数化投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政策对正股带来的

提振作用有关，带动相关可转债市场交易情绪本月同样有所回暖。期限利差方面，5年期期

限利差和 10 年期期限利差变动趋势相似，均呈现出上旬震荡下行，中下旬持续低位运行的

特点。在超额利差方面，城投债收益率、企业债收益率较国债整体呈浅“V”走势，上半月

下行，下半月有所回升；在品种利差方面，企业债利差和城投债利差均呈现在上半月低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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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半月缓慢上升的特征，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回顾 1月股市，大盘三大指数在月初短时间内快速回落，随后在各类工作会议经济利好

的政策目标下，市场信心有所回暖，指数整体横盘震荡并呈现小幅走高趋势，但涨幅并未覆

盖月初的跌势。具体来看，上证综指累跌 3.02%，深证成指累跌 2.48%，创业板指累跌 3.63%。

从板块来看，仅有色金属板块小幅收涨，非银金融、国防军工和商贸零售跌幅较大。从估值

来看，1月末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近三年市盈率（TTM）分别为 14.17 倍、24.34 倍和

32.87 倍，分位数分别为 92.10%、50.50%和 49.80%。

图 15：主要类型公募基金投资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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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募基金市场

5.1、私募基金收益表现

（1）复合策略私募基金

1 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6.02%，近三个月跌幅为 0.67%，过去六个月区

间收益表现较 12 月有所上升，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2 月有所下降。

图 16：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2）股票策略私募基金

1月，股票策略私募基金近六个月涨幅为 11.01%，近三个月跌幅为 1.93%，过去六个月和

过去三个月区间收益表现较 12 月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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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所在各月区间投资收益表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5.2、私募基金收益指数

私募基金收益指数方面，本月复合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53.38 点，较上月环比上升

3.1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46.62 点；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收益指数为 79.10 点，较上

月环比上升 1.85 点，较 2020 年 12 月基期下降 20.90 点。

图 18：复合策略和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投资收益指数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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