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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主动型股票基金：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是什么
意思？各自的区别？-股识吧

一、什么是主动性股票基金

主动型股票基金是根据股票基金投资理念的不同进行的分类：
一般主动型股票基金是以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的一种基金。
与其对应的有被动型股票基金（通常被称为指数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成份
股作为投资的对象，不主动寻求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
基金根据投资对象不同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
根据投资理念不同，基金又可分为主动型基金与被动（指数型）基金。
主动型基金是一类力图取得超越基准组合表现的基金。
与主动型不同，被动性基金并不主动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
的表现。
被动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作为跟踪对象，因此通常又被称为指数基金。

二、主动型 股票基金是什么意思？

主动型基金简单地说就是基金经理根据调研、股票市场等情况，积极处理管理的资
产，调高或降低股票仓位，调整股票结构，以期得到比指数升幅更大的收益，现在
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大都为主动管理基金。
被动性基金是跟踪某一个标的指数，以求与指数同步，得到与指数一样的收益，基
金经理不用主动管理资产，只是买的股票与指数组成的股票一致，现在的指数基金
就属于这类基金

三、基金答疑：什么是主动型基金

主动型基金即主动管理型基金，是指募集后有基金经理操盘，把资金投资于他所偏
爱的股票，债券等，以期获得超越市场基准的收益的基金。
主动型基金需要很多的管理成本，不像被动型的基金，把资金募集后按比例投入到
相应的股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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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动型 股票基金是什么意思？拜托各位大神

这是根据股票基金投资理念的不同进行的分类：一般主动型基金以寻求取得超越市
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
被动型基金（通常被称为指数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成份股作为投资的对象
，不主动寻求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
指数基金是一种以拟合目标指数、跟踪目标指数变化为原则，实现与市场同步成长
的基金品种。
指数基金的投资采取拟合目标指数收益率的投资策略，分散投资于目标指数的成份
股，力求股票组合的收益率拟合该目标指数所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指数增强型基金并非纯指数基金，是指基金在进行指数化投资的过程中，为试图获
得超越指数的投资回报，在被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加入增强型的积极投资手段，
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力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取积极的市场收益。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主动管理型基金无疑仍然占据中国基金市场中的主流。
特别是去年股票型基金全面飘红，更使主动基金备受追捧。
被动基金的投资一般都是进行模仿指数的投资。
根据国际成熟市场经验，80％的主动配置无法战胜市场，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只有
很少的基金经理所做的主动配置收益率能强于大盘。
在中国，由于市场的有效程度相对较低，可能主动配置战胜大盘的概率会大一点，
但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同样也无法避免逃脱这一现象。
因此投资者应该考虑从现在开始配置被动性投资基金，但短期被动基金的风险是无
法规避的。
建议，如果投资主动基金，应该选择研究力量强大，公司团队稳定，基金运作股票
换手率低的公司。
投资基金选择主动基金还是被动基金还取决于你的计划投资年限，如果你计划投资
的年限相对较短，而且愿意承受相对较高的投资风险，那么建议考虑主动型基金。
而如果你希望投资的年限较长，同时也相信中国经济将尽快走向成熟市场，你对投
资的预期回报也仅希望达到股市平均报酬率，那么指数基金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五、什么是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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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型基金跟普通人卖买股票一样，都是主动投资个股，然后高抛低吸做波段的。
被动型基金一般是跟踪指数的，很少有仓位的调动。

六、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

主动型基金就是指基金经理自己挑选适合的股票或者债券来买入，当然他是想超越
就是同类基金的平均水平，等于他是一名学生，超越基准组合就是他的成绩要超过
班中的平均分数。
被动型基金就是指数型基金，他的投资标的就是某个指数里全部股票或债券。
模仿复制就是买入这个指数涵盖的股票，如央视50指数，如果是央视50指数基金，
他的做法就是买这里面50只股票，当然股票比例是靠基金经理操作，也就是被动型
基金经理的水平靠这个比例来体现，如果做得好，就会与指数相差水大的收益，不
然就是收益与指数有大的差距。
收益一定会随指数上下波动，因为他持有就是指数的股票，指数涨跌就是里面的股
票涨跌，指数型基金也是同样持有这些股票，自然而然地跟着指数波动。

七、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的区别

您好，主动型基金是根据股票基金投资理念的不同进行的分类：一般主动型基金是
以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的一种基金。
与其对应的有被动型基金（通常被称为指数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成份股作
为投资的对象，不主动寻求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
被动型基金（通常被称为指数型基金）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成份股作为投资的对象
，不主动寻求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
对应的主动型基金是根据股票基金投资理念的不同进行的分类：一般主动型基金以
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

八、股票型基金是否属于主动型基金？

主动型基金就是指基金经理自己挑选适合的股票或者债券来买入，当然他是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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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同类基金的平均水平，等于他是一名学生，超越基准组合就是他的成绩要超过
班中的平均分数。
被动型基金就是指数型基金，他的投资标的就是某个指数里全部股票或债券。
模仿复制就是买入这个指数涵盖的股票，如央视50指数，如果是央视50指数基金，
他的做法就是买这里面50只股票，当然股票比例是靠基金经理操作，也就是被动型
基金经理的水平靠这个比例来体现，如果做得好，就会与指数相差水大的收益，不
然就是收益与指数有大的差距。
收益一定会随指数上下波动，因为他持有就是指数的股票，指数涨跌就是里面的股
票涨跌，指数型基金也是同样持有这些股票，自然而然地跟着指数波动。

九、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是什么意思？各自的区别？

主动型和被动型说的是基金的运作方式。
主动就是主动管理，一只基金选择行业，选择个股完全由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决定
，是主动进行投资管理。
而被动型管理是完全被动式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几乎不参与到选择行业和股票
上，比如指数基金。
由于各种指数是有成分股的，且不用成分股所占权重也有规定。
那如果是一只被动管理的指数基金，则基金就投资于这些成分股，并且按照权重配
置就可以了。
是完全复制的行为，不需要基金公司主动选择个股，都是现成的。
主动管理型的基金管理费较高，考研基金公司整体实力和基金经理的水平。
被动管理型基金管理费就较低，是该指数成分股的平均收益。
主动型管理的基金业绩稳定性相对差，由于人的管理会出现正常的水平波动，也就
是很难有持续好的基金，也很难有持续差的基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通过排名选
择基金，但是结果都不是特别好的原因。
而被动管理型基金做不到最好，也做不到最差，就是平均水平。
如果选择好的指数，长期也会取得相当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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