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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谢忠翔 刘筱攸

在基准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不降反增，尤

其是 4月以来，理财产品规模还出现

了超季节性的增长。

5月 15日，证券时报记者独家获

取的数据汇总显示，包括 5家国有行

理财公司（中邮理财除外）、6家股份

行理财公司在内的 11家机构，4月理

财规模合计增长约 2.02万亿元，一举

扭转3月的下滑势头。

单月回升逾2万亿元

汇总数据显示，上述 11家机构，

即招银理财、兴银理财、信银理财、光

大理财、浦发理财、平安理财等6家股

份行理财公司，以及工银理财、中银

理财、农银理财、建信理财、交银理财

等5家国有行理财公司，4月末的理财

规模合计为 18.7万亿元，较上月增长

约2.02万亿元，环比增幅达12.1%，较

年初增长约9.5%。

进入 5月以来，银行理财公司的

产品规模仍在持续增长。据普益标

准数据，截至 5月 12日，理财公司产

品存续总规模达 24.81万亿元，周规

模环比上升1.6%。其中，国有行理财

公司回升规模最大，增速也最快，单

周增加规模和增幅分别为约 2155亿

元、2.36%；股份行理财公司的这组数

据则分别为约1682亿元、1.37%。

在产品货架方面，上述11家理财

公司4月份增长规模最多的产品类型

仍然是固收类产品，单月合计增长约

2.01万亿元，这也是理财公司整体规

模获得明显上升的主要因素。产品

形态方面，现金管理产品恢复资金净

流入态势，单月增长规模约 8200 亿

元，开放式、封闭式净值型产品则分

别增长约2600亿元、2100亿元。

大行理财“王者归来”

从证券时报记者掌握的数据来

看，国有行理财公司4月份的产品规模

增速显著快于股份行理财公司。其

中，工银理财、农银理财单月增长均超

3000亿元，建信理财、中银理财单月增

长也在2000亿元以上，这些可比数值

都明显超过了6家股份行理财公司。

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在推动

销售规模方面，银行理财公司持续发

力他行代销渠道。股份行理财公司

对母行的依赖度进一步下降，非母行

代销的产品规模占比正在进一步提

高，头部国有行理财公司则仍相对依

赖于母行渠道。

相较于年初，平安理财、浦银理

财、光大理财和交银理财等机构非母

行渠道的产品规模，占比进一步提

高。其中，交银理财的非母行渠道产

品规模占比已经突破 50%，平安理财

和光大理财的这一数据也均超出了

40%；国有行理财公司方面，非母行渠

道产品规模的占比仍普遍低于10%。

含权产品再现爆款

今年以来，债市持续“骑牛”，股

市也有所回暖，含权理财产品的收

益率逐步回升。在这样的背景下，4
月份的银行理财市场开始聚焦含权

产品，权益类、混合类产品的发行大

幅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据中国理财网数

据统计，今年1月、2月，银行理财市场

发行权益类、混合类、商品及衍生品

类产品共计 18只，3月份、4月份则分

别发行了 15只、21只，发行主体包括

农银理财、中银理财、招银理财、光大

理财、平安理财、兴银理财、杭银理

财、民生理财等。

值得一提的是，4月份，一些混合

类产品完成了高额的首发募集，成为

爆款产品。比如，招银理财发行的招

智价值精选一年持有混合类产品，于

4月 10日首发，首发一周募集规模即

突破 20亿元，购买人次约 1.1万。据

证券时报记者从招银理财了解的信

息，目前招银理财的含权产品总规模

已超过2000亿元，而作为一只偏债混

合类的理财产品，招智价值精选一年

持有自 4月 17日成立以来，不足一个

月规模就突破了30亿元。

业内呼吁拓宽销售渠道

近日，兴银理财首席权益投资官

蒲延杰透露，该公司在含权产品上积

极布局，去年以来陆续布局了股票直

投类、红利类、港股类、黄金类、定增

类以及市场中性类的含权理财产品，

均取得了较好的绝对收益和一定的

相对收益。

“我们投资的含权资产，主要包

括股票、公募基金和大宗商品。对于

股票来说，投资逻辑兑现了，估值贵

了，我们就会阶段性止盈；对于主动

型的公募基金，主要看预期回报的兑

现，而被动型基金则要看基金经理对

于相关资产的看法；大宗商品的价格

是比较难判断的，我们都是由投资经

验比较丰富的投资经理来做决断。”

蒲延杰说。

在含权理财产品更加受到重视

的当下，不少业内人士呼吁，应允许

拓宽销售渠道，比如券商、互联网等

渠 道 ，让 产 品 触 及 更 多 的 年 轻 客

群。与此同时，含权理财产品的销

售面临客户认知、风险测评限制等

困难，理财公司应重点关注投资者

持有体验，开展更多服务、创新机

制，比如预约申购、定期支付、目标

盈利、跟投等，让含权理财产品具备

止盈和止损的功能，吸引更多的潜

在客户。

4月银行理财规模增逾2万亿元
含权产品发行提速爆款再现 证券时报记者 刘艺文

近日，粤开证券召开董事会，专门

讨论收购基金销售公司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显示，7票同意，2票弃权，两张

弃权票的出现较为罕见。

2名董事投弃权票

5月14日，粤开证券发布公告称，该

公司最近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基金销售公司标类资产项目

的议案》。在该议案的表决过程中，出

现了异常情况。

公告称，同意授权该公司经营管理

层开展收购基金销售公司标类资产项

目，此次收购的资金来源均为该公司自

有资金。同时，此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对该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未达到《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第三十六条关于创新层挂牌公司披露

的要求。

此次议案经表决后，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0票，弃权2票。据悉，两张弃权

票出自其中2名董事，原因是该事项较为

紧迫，相关董事难以对项目情况进行充

分的了解及评估，对收购方案的部分内

容尚存疑虑，出于审慎决策的考虑，因而

对议题投出了弃权票。

最大收入来自财富管理

受经济承压、资本市场整体波动下

行等影响，2023年粤开证券实现营业收

入 6.85亿元，同比降幅 14.67%；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34亿元，同

比增加9.83%。

具体来看，粤开证券财富管理业务

包括证券经纪业务、信用交易业务等，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88亿元，同比

减少12.74%。其中，证券经纪业务营业

收入 3.42亿元，同比减少 14.85%；信用

交易业务营业收入 1.46亿元，同比减少

7.34%。对比之下，财富管理业务可谓

粤开证券的第一大营收来源。

其他业务方面，2023年粤开证券的

证券自营业务营业收入为0.80亿元，同比

减少29.65%，主要系受市场行情影响，持

仓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投资银行业务

营业收入1.01亿元，同比增长21.48%；资

产管理业务营业收入0.20亿元，同比减少

5.10%；私募股权投资业务营业收入为-0.27
亿元，同比减少 75.74%，主要系受市场

行情影响，私募股权项目公允价值下降

所致。

粤开证券表示，要打造“粤管家”财

富品牌，夯实业务营收“压舱石”；要加

速财富转型，打造业务增长“新曲线”：

财富线以业绩为导向，推动财富业务转

型与二次创业；同时，抓住核心区域为

发展重心，打造分支机构旗舰店；加强

中高端客户服务和两融业务，做大有效

客户数和托管资产规模；推动财富管理

业务转型，构建“粤管家”产品、营销、服

务体系，打造财富品牌核心竞争力；加

强互联网投顾业务，打造“引流、转化、

服务”的互联网流量运营体系；大力拓

展机构业务，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机

构”三位一体的机构服务生态圈。

资管线方面，粤开证券将要发展具

有特色的资管产品，拓展委外及代销业

务。要打造“大资管”，精耕细作“固收+
FOF”模式，布局“固收＋”、量化权益及

衍生品工具赛道。要打造“强团队”，补

强市场渠道、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的骨

干人员，紧抓业务发展重点；要深耕“大

湾区”，联动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区

域，落地银行理财子委外合作及第三方

代销准入、落地长三角委外业务。

公司股价重归1元

截至 5月 15日收盘，粤开证券股价

报收 1元。此前，因为股价连续低于 1
元，粤开证券面临被全国股转公司“降

层”的风险。

上月底，粤开证券发布公告称，4月

25日，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1.03元，

公司因“连续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

股票每日收盘价格均低于每股面值而

触发降层的风险情形”已解除。至此，

该公司也暂时跳出了可能被调出创新

层的“泥沼”。

自 3月 27日起，因粤开证券股价多

日低于1元，粤开证券多次发布将被新三

板降层的风险警示。随后，该公司控股

股东出手相救，拟增持不超 2%的股份，

并表示鉴于公司近期股价低于每股面

值，基于看好公司长期表现而拟增持。

4月24日，粤开证券发布《联储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后续加入为粤开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

务的公告》。公告称，经全国股转公司

同意，自 2024年 4月 25日起，联储证券

将作为做市商，为粤开证券提供做市报

价服务。

未充分了解及评估收购项目
粤开证券两名董事弃权表决

证券时报记者 孙翔峰

近日，江苏证监局对金通灵造假案

涉案的多家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发

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深交所也对涉

案的 5家中介机构与 12名中介机构执

业人员作出纪律处分，全面追责。其

中，华西证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实

施6个月暂不受理文件的“资格罚”。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注册制下深交

所首次对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实施

暂不受理文件的“资格罚”。深交所作

出的纪律处分，实际影响面覆盖全市

场，华西证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所服

务的在审 IPO和再融资等项目都将受到

影响。

监管态度不言自明。前不久，国务

院印发了新“国九条”，提出严把发行上

市准入关，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发行人第

一责任和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坚持

“申报即担责”，严查欺诈发行等发行违

规。此次对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重

拳打击，对履职不到位的中介机构严厉

惩戒，就是监管向市场亮明了态度和决

心——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未

来，针对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

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监管“长牙带刺”

成为常态。

中介机构需引以为戒。过去，一

些中介机构长期存在侥幸心理。从此

前暴露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来

看，部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近乎“明目

张胆”，投资者不得已用脚投票，导致

上市公司股价长期低迷。但是一些中

介机构仍然满足于表面功夫，对投行

项目企业的重大异常情形视而不见，

心安理得地为这些项目企业财务报

告、资本运作等背书，即便无串通之

实，也难逃纵容之嫌。此次金通灵“一

案多罚”，已经表明了监管的态度，违法

违规注定在劫难逃，浑水摸鱼也难蒙混

过关，中介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做深

做实，真正承担起资本市场“看门人”的

责任。

中介机构更要认清事实，勤勉尽

责、不断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一些中介机构能力不

足，“服务来凑”，久而久之养成了“乙

方”心态。这些机构以“资本掮客”自

居，摒弃职业道德，完全以经济利益为

第一追求，对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甚至为虎作伥。纵观国内外资本市

场，中介机构一旦放弃职业操守，灰飞

烟灭可能只在一念之间，安达信、正中

珠江就是前车之鉴。中介机构唯有不

断强化能力建设，以能力建口碑，以口

碑获市场，才能长盛不衰，打造真正的

百年老店。

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建设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此阶段对中介机构

的要求更高、监管更严。中介机构只

有立足主责主业，切实发挥资本市场

“看门人”作用，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才能风雨不动

安如山，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常青树。

一案多罚彰显监管态度
中介机构执业不能流于表面

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信托资产规模余额继续回升，已

逼近24万亿元。

昨日，中国信托业协会举行发布

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四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为

23.92万亿元，环比增长 5.65%，同比

增长13.17%。

与此同时，信托业务分类改革正

在快速推进。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

司副总裁刘铁峰在上述发布会上透

露，2023年 6月至 12月，信托行业共

成立信托产品 30415个，成立规模为

43325.05亿元。

规模增速有加快趋势

当前，信托资产重回加快上升的

通道。

自2022年二季度开始，信托资产

规模企稳回升，同比增速逆转为正。

截至2023年末，信托资产规模已连续

7个季度保持正增长，且增速呈现加

快趋势。

从信托功能角度看，截至2023年

四季度末，投资类信托规模为11.57万

亿元，占比48.34%；融资类信托规模为

3.48万亿元，占比 14.5%；事务管理类

信托规模为8.88万亿元，占比37.12%。

从资金来源看，截至2023年四季

度末，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为 13.52万

亿元，占比达到56.5%；单一资金信托

规模为 3.86万亿元，占比为 16.12%；

管理财产信托规模为 6.55万亿元，占

比27.37%。

营收平均数逾12亿元

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信托公司

固有资产规模为 8959.39亿元。实际

上，受行业发展环境影响，2017年以

后信托公司固有资产投资增速已逐

步放缓。

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信托业经

营收入为 863.61 亿元，同比增速为

2.96%；净利润为 423.73亿元，剔除特

殊情况后（如因信托公司股权转让产

生的一次性收入和利润等），2023年

信托公司整体利润较上年小幅增长

约2.29%。

此外，根据52家信托公司披露的

年报信息，信托公司营业收入的平均

数 为 18.25 亿 元 ，较 2022 年 下 降

3.75%；如果剔除合并口径的样本和

特殊数据，营业收入平均数则为12.62
亿元，较2022年下降3.76%。

超6万亿投向证券市场

资管新规实施以来，信托公司根

据“业务三分类”的通知要求，大力发

展标品信托，培育金融市场投资能

力，投向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规模

和占比持续提升。

截至 2023 年四季度末，资金信

托总规模达到 17.38万亿元，环比增

长 5.66%，同比增长 15.59%。其中，

投向证券市场（含股票、基金、债券）

的规模合计为 6.6万亿元，占比 38%，

环比上升 3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则高

达51.52%。

同期，信托资产投向金融机构的

规模为 2.37万亿元，占比 13.64%，环

比增速与同比增速也都较为可观。

具体到证券投资信托的配置类

型，截至 2023年四季度末，组合投资

占比为71.62%。

业界观察人士分析，总体上看，

信托公司专业化的资产配置能力逐

步增强。从证券投资信托的合作方

式来看，私募基金（特别是私募债券

基金）和银信合作是信托公司开展外

部合作的两类重要渠道，信托公司服

务和融入大资管的合作生态获得了

进一步培育。

业务分类改革进展迅速

在此次发布会上，刘铁峰还透露

了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启动以来，三大

业务所取得的成果。

中国信登信托产品登记数据显

示，2023年 6月至 12月，信托行业共

成立信托产品 30415个，成立规模为

达 43325.05亿元。具体来看，资产服

务信托新成立 19046个信托产品，成

立规模为 24708.41 亿元，规模占比

57.03%；资产管理信托新成立 10862
个信托产品，成立规模为 18416.76亿

元，规模占比42.51%。

另据披露数据，2023年 6月至 12
月，全行业共有 48 家信托公司开展

了行政管理服务信托业务，新成立产

品 916个，成立规模 8367.88亿元；共

有 21家信托公司开展了风险处置服

务信托业务，新成立产品 68个，成立

规模 3258.31亿元；共有 33家信托公

司开展了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业务，

新成立产品348个，成立规模4034.94
亿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

刚表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是信

托业回归信托本源的重要方向，财

富管理业务作为资产管理的上游业

务，是资管机构的必争之地，信托公

司利用自身制度优势参与财富管理

业务可谓水到渠成。在“非标”转

“标”持续推进，缺少刚兑的非标产

品来吸引客户的背景下，资产管理

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齐头并进，“双

轮”驱动的模式也将成为多数信托

公司的选择。

信托资产规模余额逼近24万亿
6.6万亿元投向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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