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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志伟

“今年1月，北京中广基金计划
设立一只网络安全基金，通过泉城
金融小镇注册绿色通道，仅用一天
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中广基金合伙
人官升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

泉城打造私募基金集聚区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的济南，在私募基金产业
发展方面相对滞后，并没有像“泉
城”一样享誉全球。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2019年年底，山东省已登
记私募基金管理人587家，占全国
管理人总量的2.3%；已备案私募基
金 1200 只 ，占 全 国 基 金 总 量 的
1.4%；管理基金规模2154亿元，占
全国规模总量的1.5%。经济发展
总量排名全国第三的山东省，拥有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仅列全国
第八。

“像济南这样的地区，亟需发展
现代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形成有
力支撑。”同德资本集团董事长张
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以杭州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为例，
自2015年5月成立以来得到了快速
发展，并带动全国30多个基金小镇
的设立。

“纵观全国，基金小镇在南方居

多、北方较少。各地政府都在超前
谋划设立基金小镇这一投融资平
台，大力招引金融特别是基金产品
的发展。这是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
级、实现弯道超车的必然选择，也是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张
强分析认为。

从国外发展来看，金融小镇是
嫁接金融和科技的重要渠道。美国
知名的格林尼治对冲基金小镇聚集
了500多家对冲基金，对冲基金规模
占全美国的近三分之一；加州的门
罗帕克小镇是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
聚集地，纳斯达克一半以上的高科
技公司的风险投资资金都来自这个
小镇。

济南发展产业金融的优势得
天 独 厚 ，建 设 金 融 小 镇 、推 动 新
旧动能转换正逢其时。张强称，

“在去年山东省两会上，‘支持济
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首次写入
省政府工作报告，为泉城带来新
的利好。”

张强介绍称，“目前，济南肩负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重任，赋予
了济南先行先试、先行先改的改革
权、试验权和先行权，按下了新旧动
能转换的‘快进键’。从经济实力来
看，济南今年有望挺进‘GDP万亿俱
乐部’，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千亿元；
全市存款余额1.7万亿元，列全省第
一；济南产业结构已实现‘二三一’
向‘三二一’转变，投资和消费需求

旺盛。”

各方对金融小镇信心满满

今年1月，济南金融小镇落户章
丘区。“梧桐树”已经种下，为尽快引
来“金凤凰”，章丘区政府与北京同
德资本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同时，
同德资本集团旗下的济南泉城科技
金融小镇有限公司在章丘区注册设
立，这是同德资本集团与章丘区政
府正式合作的标志。

据了解，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同
德资本集团，是一家从事私募投资
与管理的专业性基金管理集团公
司，曾成功投资A股上市公司金麒
麟、索通发展，新三板公司联讯证
券、可恩口腔等十几家上市公司。

“到今年1月份注册‘结婚’，我们
和章丘区政府的合作经过了时间磨
练的恋爱期。去年10月，同德资本已
正式入驻小镇。之所以选择同德资
本，章丘区政府经过了多轮考察，尤
其看重同德资本曾成功运作白鹭湾
基金小镇的经验。”金融小镇运营公
司济南泉城科技金融小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史鑫森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称，“2017年10月，山东日照
财金集团与同德资本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运营建设日照市白鹭
湾基金小镇。截至目前，日照白鹭湾
科技金融小镇入驻企业已达1800余
家，基金规模300亿元，纳税4.8亿元。

通过运营白鹭湾基金小镇，同德资本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5年之后，总投资80亿元的泉城
金融小镇会发展成型，将集聚1000
家私募及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规模将达1500亿元；引进孵化科技
创业企业300家；带动股权债权投资
450亿元；累计贡献税收20亿元。史
鑫森介绍称，济南金融小镇立志高
远，目标是成为以产融结合、产城融
合的方式聚集金融机构，并与科技
创新紧密协同，快速形成金融产业
集聚效应，成为区域金融集聚和金
融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为实体经
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泉城金融小镇将依托同德资
本集团丰富的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的
资源，通过引基金公司、设基金产
品、基金孵化、基金创新等模式，直
接打通资本和企业的链接，搭建基
金小镇这一投融资大平台。”张强对
金融小镇的发展信心满满。

金融小镇已入住38家机构

今年1月份，北京中广基金计划
设立一只网络安全基金，受同德资
本邀请落户金融小镇。中广基金合
伙人官升东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对非同一般的办事效率颇有感
慨：通过泉城金融小镇注册绿色通
道，仅用一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小镇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政策

环境太好了！我们准备好资料，自
己不用跑济南，营业执照、公章等都
直接办好了。”

受突发疫情影响，2月3日，金
融小镇简化注册流程，由泉城科技
金融小镇有限公司全程代理营业
执照、公章印鉴、银行开户、报税、
申请管理人牌照等工作，提供“一
条龙”服务，确保工作不间断、人员
不 见 面 、注 册 不 等 待 、办 事 无 障
碍。张强对记者介绍说，在公司注
册方面特事特办只是金融小镇的
一个侧面，章丘区政府在财政、金
融等方面也开了“绿色通道”。譬
如，鼓励省级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
加大对特色小镇入驻机构的投入
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镇企
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引入社会
资本的力度等等。

疫情期间，小镇建设并没有延后
竣工，而是边建设、边招商，预计今年
6月30日前可竣工验收。在疫情期
间，小镇启动企业入驻绿色通道，资
料齐全半天就下发营业执照，所有的
招商口全是开通的。史鑫森对记者
称，“同德资本是去年10月份正式入
场的，今年1月份注册济南泉城科技
金融小镇有限公司，然后边建设、边
招商，在疫情肆虐阶段，招商队伍也
马不停蹄，目前已招引38家机构入
住，资产管理规模达40亿元，其中较
大的机构有嘉实基金、中广基金、中
化汇力基金、长城资本等。”

边建设边招商 泉城金融小镇疫情期间“不停歇”

本报记者 殷高峰

日前，《证券日报》记者从冠农股份获悉，已于
去年获批成为郑州商品交易所棉花期货指定交割
仓库的冠农汇锦物流园提升“软实力”升级改造工
程已基本完工。

“作为交割库，做好安全消防和预警能力的保
障是关键。”冠农股份副总经理张国玉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成为郑商所交割库
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安全消防等方面的升级改
造。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复工后，通过抢抓工
期，升级改造项目已基本完成，升级后的系统目前
已开始使用。”

顺应产业趋势
成功申请棉花期货交割仓库

目前，全国棉花产业发展战略重心正在转移，
大幅度向新疆调整和布局。在冠农集团看来，战
略重心转移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由于自
然因素及行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以及棉花品质受
限、成本难控、收益下降等因素的存在，内地棉花
的种植面积在递减；另一方面，新疆棉区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高比例的棉花资源量和高品
质等优势，棉花产业大量向新疆转移。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新疆作为全国棉花的
主产区，每年棉产量约515.62万吨，占全国比重超
过95%。其中，兵团棉花产量201.65万吨，占全国
比重33.5%；南疆兵团第一师、第二师是优质的棉
花基地，在新疆棉花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冠农棉花产业
经营规模涉及 27个厂、32条生产线，皮棉年产能
达 17万吨，皮棉年经营量超过 33.2万吨，棉花专
用仓储能力达60万吨，已形成加工、生产、贸易及
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当前，中央和兵团的战略是向南发展。如何
紧紧围绕新疆长治久安总目标和兵团深化改革总
规划，进一步统筹抓好经济建设与做强做优做大国
有资本，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切入点，特别是找到切
实可行的方法与渠道。”冠农集团及冠农股份的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中海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经过多次调研与分析，结合新疆特别是南疆
地区与库尔勒市、铁门关市的资源优势和可挖掘
潜力，再考虑到集团业务发展的规划，大家一致认
为，应在棉花市场找。”刘中海介绍称，公司注意
到，我国棉花下游产业布局出现了重大调整，其中
大中型纺织企业纷纷入驻新疆，当前疆内纱锭产
能已达2000万锭。

同时，近年来郑商所在促进棉花期货业务方
面也在向南疆地区调整规划，依据兵团深化改革
向南发展的战略规划，稳步推进棉花期货等业务
不断向南布局，为新疆棉农增收、棉花产业发展带
来了福音，逐渐形成了新疆棉花产业植入期货等
业务、滚动发展向南的新格局。

“在新的市场发展机遇面前，在证监会、郑商
所、自治区、兵团等多方支持下，2019年 10月 11
日，冠农股份所属的冠农汇锦物流园获批成为郑
商所棉花期货的交割仓库，成为兵团第二师铁门
关市唯一拥有棉花期货交割库资质的仓储库。”刘
中海表示。

打造行业标杆
助力新疆棉业腾飞

据张国玉介绍，冠农汇锦物流园占地面积
1580亩，皮棉静态仓储能力达60万吨，是兵团及南
疆规模最大的储运站，是国家储备棉承储企业，拥
有铁路货场专线和22个货位，规模居南疆第一。

“汇锦物流园成功创建‘棉花期货交割仓库’
后，对进一步提高仓储效率及企业综合实力、品牌
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棉花产业供应链
综合服务和棉花交易业务发展，增强南疆棉花资
源优势、南疆棉花产业健康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
响，也为带动当地物流业和社会综合服务业发展、
促进当地税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张国玉称。

同时，通过真实反映棉花供求状况及其价格
趋势，可引导棉农优化种植结构和质量、及时调整
种植面积，优质优价、以销定产、避免风险，科学促
进棉农增收。张国玉认为，“这有利于棉纺织企业
套期保值、扩大出口、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拓宽
涉棉企业的经营渠道，是新疆作为全国产棉大区
广大棉农、棉企，特别是南疆棉农、棉企的福音。”

“对于棉花这种易燃物质的存放来说，消防安
全是重中之重。”张国玉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
为提高汇锦物流大型棉花仓储库的安全消防和预
警能力，按照郑商所的要求，冠农通过引用现代科
技创新，创建多个国内第一，组建火灾自动报警、高
空全景监控、热成像、烟感报警、安消联动五个系
统，结合电子巡更、无人机智能巡检，搭建起“全方
位”安全消防智能预警系统，及时获知监管范围内
所有经确认的真实报警、预警及隐患整改信息，为
消防安全提供数据支持，全方位实现人防、物防与
技防的综合应用，全面提升消防现代化管理水平。

刘中海介绍称，在“新疆长治久安”的总目标
和“兵团深化改革”的总规划下，特别是在“兵团向
南发展、加快南疆扶贫开发、确保南疆和全疆一起
同步实现小康”的目标下，公司将继续全面强化火
灾防控能力，发挥“智能消防”系统优势，提升汇锦
物流园棉花期货交割库的安全预警和管控能力，
在郑商所的大力支持下，力争把冠农汇锦物流园
棉花期货交割库打造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棉花期货
交割库的示范标杆性企业。

“同时，聚焦实现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目
标，发挥好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全力配合郑商所大力推进兵团的‘期货+银
行+保险’业务，为新疆棉农致富，补齐三农短板，让
新疆棉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刘中海表示。

打造郑商所标杆交割库
冠农股份助新疆棉业腾飞

本报记者 彭 妍

银行卡业务在 2017年、2018年
迎来爆发式增长后,在 2019 年新增
发卡量增速明显缩减。

《证券日报》记者在已公布的上
市银行年报中发现，无论是信用卡
还是借记卡，大部分银行的发卡量
增速出现放缓迹象。在借记卡方
面，六大行 2019 年新增发卡量约
3.18亿张，比 2018年的 4.04亿张下
降 21.3%；在信用卡方面，尤其是股
份制银行的新发卡量增速明显下
滑，其中，某龙头零售银行2019年新
增发卡量（流通卡量）较2018年下降
1085.21万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卡经历
快速发展后，人均持卡量水平不断
提升，新增量市场已难寻。“今后线
上化、数字化将成为银行卡业务未
来交易场景、获客渠道发展的新方
向。未来银行卡业务应做到线上线
下的产品融合，发力数字化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业务，例如手机银行。
最终，借记卡和信用卡可以实现无
卡化，增强用户的体验和便捷度。

同时，将增值服务作为吸引和维护
客户的重要手段。此外，银行在生
态建设方面也要下力气，需要与场
景和支付两者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
联系，增加客户粘性，这样才有能力
与移动支付平台进行竞争。”

银行发卡速度普遍放缓

《证券日报》记者对上市银行
2019年年报梳理后发现，六大行在
2019年的借记卡发卡增量较往年有
所放缓。

从借记卡的规模看，国有大行
累计发卡量仍居绝对优势地位。截
至 2019年末，建行借记卡累计发卡
量 (以在用卡量计算)达到 11.29 亿
张，排名居首；邮储银行、农行累计
发卡量也均超过10亿张。

上市银行年报显示，2019年，六
家国有银行借记卡新增发卡量约
3.18亿张，比 2018年的 4.04亿张下
降 21.3%。其中，建行(以在用卡量
计算)、农行 2019年新增发卡量分别
为 0.88亿张、0.71亿张，而 2018年新
增发卡量分别为 1.43 亿张、0.79 亿
张，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工行、中
行2019年新增发卡量分别是0.73亿

张、0.39亿张，较2018年的新增发卡
量分别微降0.02亿张、0.03亿张。

年报同时显示，各家银行的信
用卡新发卡量增速也在下滑。截至
2019年末，四大行仍是信用卡存量
市场的霸主，累计发卡量均超过1亿
张，但增速均较 2018 年有所下滑。
其中，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信用卡
累计发卡量分别为1.59亿张、1.33亿
张、1.25亿张、1.2亿张。增速较快的
是农行，该行 2019年信用卡累计发
卡量同比增长 16.5%。但与 2018年
同比增速相比，四大行信用卡的累
计发卡量增速在 2019 年均有所回
落。以农行为例，2018年信用卡累
计发卡量增速超过20%。

股份制银行发卡速度也在下
降。其中以零售业务见长的招商银
行和平安银行2019年信用卡流通卡
量增速分别为 13.04%、17.1%，与
2018年 34.98%、34.4%的增速相比，
下滑明显。

其他股份行2019年新增发卡量
也有所不同程度的下滑。年报显
示，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
浙商银行2019年信用卡新增发卡量
分别是 1626.81万张、1149.83万张、
790.89 万张、18.13 万张，较 2018 年

新增发卡量分别下降约 121.79 万
张、376.57 万张、289.97 万张、80 万
张。

央行此前发布的《2019 年支付
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2019
年第四季度，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
一卡新发卡 0.45 亿张，环比下降
15.95%；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 6.03
张，但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
卡只有 0.53 张。从 2019 年全年来
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
数 量 共 计 7.46 亿 张 ，同 比 增 长
8.78%，增速较 2018 年的 16.73%下
滑近半。

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一方面，银行卡经历快速发展
后，人均持卡量水平不断提升，新增
量市场已难寻；另一方面，银行卡被
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所替代。
由于移动支付非常方便，而且应用
场景非常多，信用卡的应用场景还
有待加强，同时还需要借助一些第
三方工具，例如刷卡机等。

科技助力金融效果初显

在盘和林看来，银行卡还是有
一些优势的，毕竟现在第三方支付

还需要绑定银行卡，本质上仍需要
银行卡。2019年年报显示，各大行
在金融科技领域频频发力，实现数
字化转型，目前很多银行的零售业
务都可以通过手机端实现。未来，
无论是信用卡还是借记卡，卡只是
一个载体的形式，最终很多业务和
应用场景可以实现在手机端办理，
未来甚至可以实现无卡化。

建行年报显示，该行不断加大
移动支付领域创新。“龙支付”业务
不断优化升级，客户数已达 1.22亿
户，全年累计交易量 3.49亿笔，品牌
形象和业务规模同业领先。2019年
末，建行借记卡在用卡量 11.29 亿
张，其中金融 IC卡在用卡量 6.22亿
张；全年借记卡消费交易额 23.19万
亿元，较上年增长10.42%。

央行发布的《2019 年支付体系
运行总体情况》显示，移动支付业务
量增速相对较快。2019年，银行共
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2233.88亿笔，金
额 2607.04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
业务 781.85亿笔，金额 2134.84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7.14%和 0.40%；
移动支付业务 1014.31 亿笔，金额
347.11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7.57%和25.13%。

国有大行去年新增发卡降速
下一阶段将深耕“生态建设”

本报记者 王明山

受新冠疫情影响，基金 2019年
年报的披露时间延长一个月，将于4
月底之前全部披露完毕。《证券日
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披露时间放宽
了一个月，但多家基金公司都在完
成审计后陆续披露了旗下产品的年
报，截至 4月 8日，已有 62家基金公
司悉数披露旗下产品年报，共涉及
4246只基金产品。

伴随年报一同揭晓的，还有各
基金公司及旗下单只产品2019年的
利润及投资收益情况。《证券日报》
记者梳理后发现，62家基金公司去
年实现总利润达 6884.21亿元，合计
为持有人赚取收益 3223.8亿元。截
至目前，易方达基金去年实现的投
资收益最高，旗下产品共为持有人
获利350.31亿元。

14家基金
投资收益超百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截至
去年年底，易方达基金旗下共有174
只基金产品，合计管理规模为7418.8
亿元，在 144 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
二，仅次于天弘基金。如果剔除货
币基金，易方达基金的非货基管理
规模为 4348.5 亿元，在所有基金公
司中排名第一。

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

在已披露年报的 62家基金公司中，
易方达基金去年实现的利润总额和
投资收益（为持有人赚取的收益）均
排名榜首。2019年，易方达基金实
现利润总额 906.27 亿元，领先排名
第二的嘉实基金 355.3亿元；易方达
基金实现投资收益 350.31 亿元，领
先排名第二的南方基金 100.25 亿
元。

除易方达基金外，还有 13家基
金公司去年的投资收益超过百亿
元，排名居前的有南方基金、博时基
金、工银瑞信基金、嘉实基金、汇添

富基金、广发基金等。这些基金公
司均是成立较早的公募基金公司，
管理资产规模普遍较高。

62家基金公司去年实现的利润
及投资收益情况显示，公募行业的

“马太效应”进一步巩固。《证券日
报》记者梳理后发现：在去年利润总
额方面，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合计
实现利润 4661.44 亿元，占 62 家基
金公司利润总额的 67.71%。在投
资收益方面，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
合计实现投资收益 2088.44亿元，占
62 家 基 金 公 司 投 资 收 益 总 额 的

64.78%。

头部权益基金
赚钱势头最猛

对比2018年，公募基金在2019年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股市大幅
调整的2018年，能够取得正回报的权
益基金寥寥无几，全部基金公司的投
资收益总额为-2275.17亿元。2019
年，A股市场走出一轮结构性牛市，权
益基金陆续收复前一年的失地，大部
分公募基金产品都取得了正收益。

中基协此前公布的最新公募基
金规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月底，
公募基金管理资产总规模已达16.36
万亿元。其中，货币基金总规模8.08
万亿元，占比近五成；债券基金总规
模 2.96万亿元，占比近两成；股票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总规模为 3.52
亿元，占比超过两成。

2019年，A股市场走出结构性牛
市，权益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和固收基金（包括债券基
金和货币基金）表现出截然不同的
收益特征：权益基金规模相对较低，
单位份额收益率较高；固收基金收
益率相对较低，但基金规模庞大。

在已披露 2019 年年报的 4246
只基金产品中，头部权益基金去年
实现的投资收益最高。由于这些权
益基金普遍具备较高的规模，去年
实现的回报率也比较高。其中，暂
居去年投资收益榜首的易方达创业
板 ETF，在去年实现投资收益 35.99
亿元，收益率达到 44.3%，截至去年
年底基金规模为167.31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
去年投资收益排名前20的基金全部
是头部权益基金，如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兴全合宜混合、南方中证
500ETF、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等。
固收基金中，规模较高的头部产品
也在持续为持有人获取收益，如兴
全稳益定开债、万家鑫安纯债、财通
资管鑫管家货币、南方现金通等。

去年头部权益基金成“搂钱耙子”
易方达创业板ETF收益近36亿元 收益率达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