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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快讯

1、央行发布 1 月金融数据

1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318.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狭义货币（M1）余额 112.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0.4%。1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5.13 万亿元。初步统计，2025 年 1 月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为 7.0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5833 亿元。这些

数据反映出年初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强劲，信贷投放

积极，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2、三大 AMC 公司股权划转至中央汇金

2 月 14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根

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关部署，财政部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所

持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71.55%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稍早，中国信达、长城资产已披露类

似划转。此次股权划转有助于优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结

构，提升其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也体现了国家对金



融资产管理行业的战略布局调整。

3、央行召开宏观审慎工作会议

2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 2025 年宏观审慎工

作会议。会议要求，加强宏观经济金融分析研判，探索拓展中央

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健全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创新宏

观审慎政策工具。特别强调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助力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表明央行将持续运

用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4、2 月 LPR 维持不变

2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2025 年 2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 年期

LPR 为 3.1%，5 年期以上 LPR 为 3.6%，连续第 4 个月维持不

变。专家指出，政策保持定力，主要源于当前央行对于稳定汇率、

防范利率风险和资金空转的诉求增强，同时基本面逐渐呈现筑底

趋势，也提供了基础条件。

5、国务院专题学习提振消费

2 月 20 日，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以“坚持促消费和惠民

生相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为主题，进行第十二次

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强调，提振消费要对症下药、统筹

施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效能、释放改革效应。突出重点加大政

策支持，把政策资源更多用于撬动性、带动性强的领域，创

新政策工具，更好发挥市场力量提振消费。这显示出



国家对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基础性作用的重视，后续有望出台

更多促消费政策。

相关本地消息：2 月 19 日，青岛市提振消费工作大会召开。

会议强调要把提振消费摆在突出位置，从消费品以旧换新、文体

旅消费促进、住房消费提振等八个方面全方位推动消费扩量、提

质、增效。2024 年青岛 GDP 达 16719.46 亿元，同比增长 5.7%，

经济总量居万亿城市第 13 位。在消费指标上，2024 年青岛社

消零总额实现 6584.5 亿元，同比增长 4.2％，高于全国 0.7 个

百分点，已稳居北方城市第二位。青岛计划到 2025 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7000 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

6、多部门将出台举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2 月 19 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多部门今年将出台多项举

措，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将进一步破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门槛，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支持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两新”，加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

款问题；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按法定

程序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

利性执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推动出台更多普惠性针对性政策

举措，健全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支持民营企业、中小

企业做优做强，到 2026 年累计重点支持 5000 家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国家、省、市、

县四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到 2026 年支持 100 个城市 4

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要加大民营小微企业的首贷、续贷、信

用贷支持力度。为重点民间投资项目搭建银企精准对接平台，充

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切实提高民营

企业融资满足度。加强和完善对民营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深入实施注册登记便利化改革，推行企

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着力解决

企业迁移难、地方隐性壁垒等问题，加大涉企乱收费整治力度，

解决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

健康发展。



行业前沿

1、“数智小担” 正式上线，浙江担保集团成功引入

DeepSeek

近期，DeepSeek 引爆各大社交媒体，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

一匹黑马，DeepSeek 以其卓越的性能、开源的代码和模型架构，

为 AI 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浙江担保集团积极拥抱人工

智能技术，成功引入 DeepSeek 模型，正式上线“数智小担”

智能机器人，为担保业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浙江担保集团率先构建浙江担保私域知识库，为 AI 大模型

的本地化与个性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数智小担”通过 AI 技

术实现知识库的智能化管理、全方位检索与高效化应用。同时，

通过知识库共享，业务、风控、法务等部门可实现跨部门协同“一

体化”，避免因信息差导致的沟通成本。在此基础上，该集团正

全力推进数智浙担业务系统数据库升级改造，打造浙江担保私域

数据库，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体系，为智能化业务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下一阶段，浙江担保集团将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与担保业务的深度融合，

拓展智能风控应用场景，开发各类专用场景智能体，完善面向用

户的“政策解读助手”，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

务，为担保行业的智能化发展带来更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文

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2 月 14 日文）



2、台州信保公司完成 DeepSeek 大模型私有化部署 开

启 AI+担保新阶段

近期，DeepSeek 以其强大的性能、极低的成本和广泛的

应用场景，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台州信保公司积极拥抱人

工智能技术，成功完成 DeepSeek-R1:32b 大模型私有化部署，

开启 AI+担保新阶段。

台州信保公司一直致力于探索“AI+担保业务系统”的创新

模式，以推动数字化改革的深入发展。目前，台州信保公司已成

功搭建了以“Dify + Ollama + DeepSeek”为核心的技术架构，

并结合其他先进的工具和平台，构建了一个高效、安全且灵活的

智能化业务系统。这一技术架构不仅为公司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

大支撑，还为“AI+担保业务系统”的深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台州信保公司将在现有技术架构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包括多模态模型支持、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和自动化机器学习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能

力，缩短审批时间，提高风控能力，为合作银行和客户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和安全的金融服务。（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

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2 月 14 日文）

3、亭湖担保“拜年式走访”赋能企业开门红，共绘高质量

发展春景图

新春伊始，盐城市亭湖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党建红”为

引领，启动“新春暖企大走访”行动，领导班子带队深入合作

企业一线，送政策、解难题、谋发展，以“拜年式服务”传递

金融暖意，助力企业抢抓“开门红”，奏响蛇年奋进最强音。

(1)新春走访送暖意，党建联建聚合力



亭湖担保将“新春拜年”与“党建联建”深度融合，组

建党员先锋服务队，走访 10 余家重点合作企业，通过“面对

面”座谈、“点对点”调研，倾听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送政策礼包：“惠企政策产品”，涵盖“小微贷”“信保贷”

等政策性融资担保产品；

解燃眉之急：针对企业节后用工、资金周转等难题，现场对

接资源，协调解决率超 90%；

谋发展新局：以新春拜年活动为契机与企业开展党建互创活

动，以“红色纽带”深化产业链协同，凝聚发展共识。

(2)金融“活水”润实体，精准滴灌破难题

聚焦企业“急难愁盼”，亭湖担保创新推出“新春复工护航

计划”：提速通道：精简审批流程，确保正常业务从受理到办结

仅需 3 个工作日，对有紧急担保、转贷需求的，实现当日完成。

降本增效：公司综合业务收费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预计为企

业节省成本超 100 万元；

定制服务：针对科技型、绿色产业企业，量身打造“设备担”

“绿色担”产品，助力企业设备换新、节能减排。

(3)服务升级添动能，全面周期护发展

亭湖担保以“全链条服务”赋能企业“加速跑”：

前置服务：建立“一企一策”动态档案，预判供应链、市

场拓展风险，提前介入化解；

联动服务：联合银行、政府部门组建“助企联盟”，提供

政策咨询等增值服务；



数字赋能：利用“东亭金服”业务受理小程序，接入“苏

小登”平台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线上办理，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春风浩荡战鼓急，扬鞭奋蹄正当时。亭湖担保将以“党建

红”为舵，以“开门红”为帆，持续深化暖企行动，以更优服务、

更强担当护航实体经济，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金

融动能。（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2

月 20 日文）

4、烟台融资担保集团首笔公共资源平台电子保函业务落地

2 月 17 日，烟台融资担保集团与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合作，成功为一家外地企业开出了首笔电子投标保函，这一举措

标志着烟台融资担保集团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电子保函业务

正式起航。企业无需亲临现场，只需通过线上操作，即可完成从

资料填报到接收电子保函的全部流程,真正打通了招投标全流程

电子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大力推进电子保函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的应用，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烟台融资担保集团积极响应政策

号召，自主研发非融资担保业务系统，并在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上线电子投标保函产品，客户只需通过资料填报、承诺书签

约、缴纳服务费、接收电子保函四个步骤，即可在线申请电子投

标保函和涉路保函，一个工作日内便可快速获得电子保函，真正

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

此次电子投标保函的开立，是科技金融赋能实体经济的生

动实践。通过全流程线上化操作，一是简化了传统投标保函的

繁琐流程，通过加密技术确保保函唯一性，提高了业务办理

的时效性和安全性；二是以信用担保替代现金缴纳，降



低了中小微企业的投标成本；三是扩展了金融服务半径，可

以让更多外地企业参与到烟台本地的建设项目中来，促进区域

经济的开放与融合。

下一步，烟台融资担保集团将继续深化与烟台市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的合作，加速资源整合，拓展应用场景，构建“全周期、

多品类、宽领域”的金融服务生态，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强动能。

（文章来源: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会员动态 2025 年 2 月 20 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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