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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权益投资占比普遍提升
今年以来， 银保监会对保险资金

运用的监管重点，已由规范险资举牌，
转向引导险资加大对权益类资产投
资，且多次表态鼓励险资入市。 今年 1
月，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曾表
示， 鼓励保险公司使用长久期账户资
金，增持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和债券，拓
宽专项产品投资范围。7 月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就透露，
银保监会正在积极研究提高保险公司
权益类资产的监管比例事宜。

根据 《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
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目前保险资金
运用相关监管指标将股票、 股权统称
为权益类资产， 并设置 30%投资比例
上限。 事实上，保险资金的入市规模，
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策环境的影响。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市
险企投资收益率均达到 4.50%及以上，
且上市险企普遍降低了固定收益类投
资配比，增加了权益类投资占比。

中国人寿权益类金融资产占比从
2018 年末的 13.67％增至 2019 年上半
年末的 15.40％；中国太保 2019 年上半
年末权益类资产占比 13.7％， 较 2018
年末提升 1.2 个百分点；新华保险 2019
上半年末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金额在
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 67.4％，较 2018 年
末上升 1.7 个百分点；中国人保的权益
类投资也由 2018 年半年末的 3.9％略增
至 2019 年上半年末的 4％；中国平安的
股票配比则由 2018 年末的 8.3％增至
2019 年上半年末的 8.9％。

就险资提升权益投资比例上限，
华泰证券研究员沈娟认为 ，险企投资
范围扩大是监管未来的推进方向 ，
这将给予险企更大的选择空间 ，有
利于上市险企资产配置的优化与效
率提升。

险企投资还有政策空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 保险资金投

资股票规模占 A 股市值的 3.1%，是继

公募基金后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 目
前， 保险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的
上限是 30%， 而行业实际运用比例为
22.64% ， 跟监管比例上限相比还有
7.36 个百分点，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

据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透露，下
一步考虑在审慎监管政策下， 赋予保
险公司更多的投资主动权， 进一步提
高证券投资的比重。 但是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采取分类监管原则，对不同公
司采取差异化监管。

“如果比例进一步提高，无论是对
上市险企，还是股票市场，都将带来利
好。 ”据长城证券研究所非银行金融研
究团队以 2019 年一季度末的数据测
算，保险入市资金每提升一个百分点，
将直接带来 1705 亿元资金增量，撬动
二级市场。

长城证券分析师刘文强认为，随
着权益市场回暖，利率走势振幅收窄，
险企浮盈或将保持平稳， 但仍需关注
权益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

新快报讯 记者许莉芸报道 时隔
两年后，民营银行终于迎来“扩容”。 近
日，上市公司红豆股份、柯利达陆续公
告称， 拟参与发起设立的锡商银行已
于近日获银保监会筹建批复。这是继 5
月江西裕民银行后， 今年第 2 家获批
筹建的民营银行， 也是江苏第 2 家获
批筹建的民营银行。截至目前，共有 19
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其中 17 家已陆
续开业运营。 然而，过去五年民营银行
的实践显示， 各家民营银行的定位和
发展路径均大同小异， 产品类型趋于
同质化。 新入局者能否打破行业发展
同质化的魔咒，还有待市场检验。

民营银行筹建获批“提速”
民营银行试点启动于 2014 年，此

后陆续获批开业。2016 年，十余家民营
银行获批筹建， 是最高峰期。 自 2017
年开始，民营银行获批“停摆”，2017 年
和 2018 年两年间无一家获批筹建。

直到今年 5 月， 江西裕民银行获
得银保监会筹建批复， 成为江西省首
家民营银行， 这也是时隔两年后第一
家获批筹建的民营银行。 不到半年，锡
商银行再次获批筹建， 可见民营银行
获批筹建已经“提速”。

此前，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曾对媒体表示， 银保监会按照既定的

工作流程， 稳妥有序推进民营银行设
立相关工作。

红豆股份公关显示， 锡商银行最
大股东是“红豆系”，红豆股份、红豆集
团分别持股 5%和 25%，江阴澄星集团
出资认购 24%的股份。 公告中透露，锡
商银行未来将定位为 “物联网银行”，
以移动金融和物联网技术为手段，探
索和打造物联网银行，拟为实体经济，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物联网等相关科
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丰富多
样的金融产品。

有望迎来政策“松绑”
民营银行设立的初衷， 就明确差

异化发展战略，要坚持特色经营，与现
有商业银行实现互补发展， 进一步提
升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三
农”和社区的能力。

然而，过去五年间，陆续设立的民
营银行在经营模式上与首批设立的民
营银行定位和发展路径大同小异，业
务结构单一以及产品类型趋于同质
化。 由于民营银行在地域上不允许异
地经营，要受“一行一店”的限制，这使
得其负债来源以同业资金为主， 存款
较少。 因此去年以来不少民营银行推
出了高息的智能存款揽客， 不过后来
被监管叫停。

未来，民营银行“一行一点”将可
能有所突破。 2018 年 10 月，银保监会
发布的 《关于深化民营银行相关改革
的试点的意见》指出，允许民营银行试
点资产证券化业务、 试点股权激励和
员工持股计划、 试点在注册地城市开
设新的网点和分支机构 ， 预计将于
2019 年落地实施。

“应适度放宽民营银行经营区域
限制，取消‘一行一点’要求，支持和鼓
励民营银行在一定区域内逐步增设分
支机构和网点， 进一步激活民营银行
发展活力和服务张力， 为民营企业提
供充分竞争的金融服务市场。 ” 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

政策的“松绑”能否焕发民营银行
更大的活力？ 根据此前半数民营银行
发布的 2019 年半年报显示，不少民营
银行发展势头迅猛， 如百信银行等多
家银行扭亏为盈，四川新网银行、湖南
三湘银行、江苏苏宁银行、百信银行总
资产已经跨入 400 亿元俱乐部。

然而能否寻找自身特色的差异化
定位仍待解。 有业内人士分析，“与股
东背景结合紧密度不够、 发展时间较
短以及监管政策限制等原因都或多或
少地导致民营银行的差异化特色不够
鲜明。 ”

下半年房地产信托业务
规模或有所下降

据新华社电 中国信托业协会 18 日
发布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
模为 22.53 万亿元 ， 较上季度末下降
0.02%，降幅进一步缩窄。 专家分析认为，
二季度信托资产规模下行趋势收敛，呈
现降中趋稳态势；同时，服务实体经济意
识增强， 流向工商企业的资金占比稳中
有升。

数据显示，二季度，融资类信托规模
为 4.92 万亿元，投资类信托规模为 5.2 万
亿元，分别较上季度增加 3004 亿元和 29
亿元； 事务管理类信托则较上季度减少
3089 亿元，占比有所回落。

近年来，监管部门主动出手，我国影
子银行规模大幅缩减，事务管理信托为主
的通道类业务下降较为明显。 中国银保
监会首席风险官肖远企日前表示， 压降
通道类高风险资产不仅为打好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攻坚战开了一个好头， 也为银
行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腾出更
多空间。

二季度信托资产规模降中趋稳，资产
质量有所优化， 资产配置能力进一步增
强。 从信托资产来源看，单一资金信托占
比为 40.97%， 较上季度末下降 1.33 个百
分点；而体现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集
合信托占比平稳上升，占比为 43.57%。

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
李表示，在当前“去通道”“去嵌套”的严监
管氛围下，传统银信合作通道业务规模在
进一步收缩，更加考验信托公司主动管理
能力。 近年来，信托公司普遍加强财富渠
道建设，注重主动管理能力培养，集合信
托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在提质增效的同时，信托业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服务力度，流向工商企业的资金
占比稳中有升。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投向工商企业
的信托资金余额达 5.61 万亿元， 占比为
29.46%，依然稳居榜首；其后依次为房地
产、基础产业、金融机构、证券投资等。 与
上季度末相比，投向基础产业与房地产领
域的信托资金占比有所上升；投向金融机
构与证券投资领域的信托资金占比继续
下降。

金李表示，信托公司积极响应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政策导向， 加大对民营企
业、 中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的支持力度，
尤其是战略新兴领域。 未来，预计实体经
济的优质项目将会获得更多信托资金的
支持，而随着监管部门及时对房地产信托
业务发展加强了窗口指导，下半年房地产
信托业务的规模或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信托行业
风险项目达 1100 个， 规模为 3474.39 亿
元，信托资产风险率为 1.54%，较上季度
末上升 0.28 个百分点。

“资管新规出台之后， 信托公司普遍
加强主动管理能力与风控能力建设，未来
信托行业总体风险可控。 ”金李说。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信托融资需求
持续回暖，加之前期通道乱象整治缓释了
部分风险，信托业一改去年被动收缩的趋
势，主动投放意愿增强，将为实体经济发
展、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险资权益投资比例提升细则落地在即
险资动向一直是资本市场

关注的焦点，继金融委第七次会
议明确“为更多长期资金持续入
市创造良好条件”后 ，证监会在
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工作座谈会再度呼吁“推动
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备受关
注的险企权益投资比例提升细
则或率先落地。 而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银保监会或采取分类监管
原则，对不同公司采取差异化监
管。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险企普
遍增加了权益类投资占比，并在
半年报中有所表现，今年上半年
险企亮眼的投资收益也是净利
润大增的主要原因。

■新快报记者 刘威魁

第 19 家民营银行来了 能否打破同质化魔咒？

■VCG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