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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张艳芬

近日，中基协披露了基金代销

规模的最新数据，一时引发市场高

度关注。各类机构重排座次，银行

是否“风采”依旧？

两个榜单银行江山难撼

中基协最新披露的基金代销规

模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在非货

币基金保有规模前五中，银行机构占

据3席，其中招商银行以8620亿元位

居次席，兴业银行、工商银行以4627
亿元、4522亿元分列第四、五名。

非货币基金存续规模增量方

面，前五的头两名则被兴业银行、招

商银行包揽，增量规模分别为 1180
亿元、885亿元，“遥遥领先”于其他

存续规模更大的互联网系基金代销

平台。

整体上看，即便将上述两个榜

单拉长至前十名，商业银行仍是占

据半壁江山。由此可见，在权益市

场跌宕起伏的上半年，非货币基金

的规模之增凸显了投资人对银行渠

道的天然信任和黏性。

事实上，多家银行权益类基金

的保有规模与销量是下降的，非货

币基金存续规模仍能创出正增长的

业绩，得益于这些银行积极推动债

券类基金产品的销售，由此带动了

基金销量的增长。

招商兴业平安两榜有名

在上述中基协披露的最新数据

中，基金代销“一哥”招商银行的地

位被蚂蚁基金销售公司反超，以及

一个新口径——“股票型指数基金

代销保有规模”首次公布，均受到业

界人士热议。

值得一提的是，比起半年末时

点的存续余额或保有规模，相关指

标相较去年末的增幅如何，更能说

明上半年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证券时报记者分析统计的数据

发现，从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的增

量来看，兴业银行稳居第一，由去年

末的 3447 亿元增至今年 6 月末的

4627 亿元，增量为 1180 亿元，增幅

达34.23%。在上半年的非货币基金

存续规模排行榜上，兴业银行也是

唯一一家增量超千亿元的机构。紧

随其后的是招商银行，该行的非货

币基金保有规模由去年末的7735亿

元增至今年 6月末的 8620亿元，增

量为885亿元，增幅达11.44%。

除了兴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平

安银行、邮储银行和宁波银行也跻

身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增量榜前

十。具体来看，排名第六的平安银

行，上半年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增

量为 247 亿元，从 2334 亿元增至

2581亿元；并列第七名的邮储银行

和宁波银行，上半年非货币基金保有

规模增量均为235亿元，其中邮储银

行由1341亿元增至1576亿元，宁波

银行则由1279亿元增至1514亿元。

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非货币

基金保有规模增长最快的10家销售

机构，有5家来自银行。

另外，在非货币基金保有规模

的前十排名中，商业银行占据 6席。

其中，招商银行以 8620亿元排在蚂

蚁基金之后，位居第二；兴业银行以

4627亿元位列天天基金之后，排名

第四；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以 4522 亿元、3863 亿元、3375 亿

元分列第五、六、七名，平安银行则

以2581亿元排名第九。

由此可以看出，在非货币基金

增量和保有规模两个榜单的前十

中，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均榜上有名。实际上，在保有规模

前十名中，一些银行还是出现了业

绩收缩的现象。比如，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上半年的保有规模分别减少

了232亿元、61亿元。

权益基金失速债基上位

当然，即便银行渠道仍是非货币

基金代销的主力军，但其面临的困境

也是越发突出了——卖得动的，增量

不增收；卖不动的，量价齐跌。

上半年，非货币基金存续规模

依旧保持大幅正增长的机构，都有

一个共性——增量主要靠债券基金

销售拉动。

分析中基协发布的数据，会发

现多家银行的权益类基金保有规模

与销量是下降的。中基协此前公布

的“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

口径，现在调整为“权益基金保有规

模”，实际上新旧口径都是刨除了债

券基金的。

具体来看，非货币基金保有规

模增长较大的兴业银行、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是上半年非货币基金保

有规模增量排名前三的银行，其中

兴业银行、招商银行还是各类代销

机构总榜单的前两名。去年末，招

商银行的“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

有规模为 5028亿元，今年 6月末权

益基金保有规模则下降 352亿元至

4676 亿元；兴业银行去年末的“股

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为 907
亿元，今年6月末权益基金保有规模

减少 70亿元至 837亿元；平安银行

去年末的“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

有规模为816亿元，今年6月末权益

基金保有规模则降至790亿元，减少

了26亿元。

可见，上述3家银行的权益类基

金保有规模均呈下降态势。而权益

类基金保有规模及销量的下降，和

代理基金收入下降是有直接因果关

系的，因为权益类基金的费率通常

较高。这个观点，也在相关银行的

半年报中有所印证。

招商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财富

管理手续费及佣金由2023年上半年

的 169.46 亿元降至今年上半年的

114.37亿元，降幅达32.51%。其中，

代理基金收入 21.32亿元，同比下降

25.35%，主要是受基金降费和权益类

基金保有规模与销量下降的拖累。

7 月 18 日，招商银行行长王良

在“2024 财富合作伙伴论坛”上宣

布，招商银行公募基金费率全面一

折起，这个全面是指全渠道、全品

类、全买入费率。

“我们一直在夯实代销基金的基

础。目前，基金保有收入在基金总收

入中的占比已经超过90%，所以费率

打折对我们有影响，但可承受和可消

化。费率打折不仅仅是为了给客户

省钱，同时也为推动基金代销业务

从传统的流量经营向规模经营转

型，倒逼我们真正从客户需求出发，

从销售型转变为专家陪伴型，彻底

扭转‘重首发、轻持营’‘重销量、轻

保有’的局面。”招商银行管理层在

该行半年度业绩发布会上称。

另一家银行——平安银行也在

其半年报中表示，该行代理个人基

金收入 10.04亿元，主要是受权益类

基金销量下滑、银保渠道降费等因

素影响，财富管理手续费收入同比

下降。

显而易见，银行的权益类基金

销售明显失速，在此背景下，非货币

基金保有规模反而大增，当然离不

开债券基金销售的推动。

招商银行半年报也显示，该行

上半年实现代理非货币公募基金销

售 额 2890.2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9.39%，主要是因为顺应客户风险

偏好变化，偏稳健的债券基金销量

同比提升。

根据兴业银行的半年报信息，

从零售端来看，该行基金销量为

582.75 亿元，同比提升 243.41%，主

要是抓住了债券市场机会，通过积

极推动债券类基金产品的销售，从

而带动了基金销量的增长。

平安银行的半年报也透露了相

关信号，在代销基金产品上，该行上

半年主推固收、固收+等产品，同时

还积极布局指数型产品，丰富了客

户的海外产品配置。

权益基金跌倒债券基金吃饱
基金代销生变银行守土有道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最近，两家券商资管公司接连迎来新任

总经理。

继安信资管变更董事长、总经理后，长

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长

江资管”）也宣布迎来新任总经理——长江

期货原总裁潘山。

9月 19日，长江资管正式披露了公司新

任总经理人选，由原长江期货总裁潘山出

任，任职时间自2024年9月18日开始。自潘

山履新之日起，长江资管董事长杨忠不再代

任总经理职务。截至目前，杨忠代任总经理

已经满6个月。

今年 3月，长江资管内部发生系列高管

调整，高占军因工作调整离任董事长后，新

董事长由原总经理杨忠担任，杨忠同时还

代任总经理职务。时隔半年，随着潘山的

到来，长江资管新任总经理人选终于尘埃

落定。

实际上，潘山出任长江资管总经理此前

已有端倪。9月 2日，长江期货公告称，该公

司董事会于 9月 2日收到董事、总裁潘山递

交的辞职报告，自9月2日起辞职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潘山属于一位跨界类型

的高管，曾从电信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如今

再从金融细分领域的期货跨界到资管。

资料显示，潘山现年 43岁，华中科技大

学管理学本硕学历。入职长江证券前，潘山

曾在广东电信以及深圳移动有工作经历；

2010年至2019年期间，相继在长江证券零售

客户总部、长江证券黄冈八一路证券营业部

担任管理工作；2019年 8月至 2024年 9月期

间，担任长江期货总裁；2019年 10月至 2024
年 9月，还曾兼任长江产业金融服务（武汉）

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了解，长江证券通过长江资管和长信

基金开展资产管理、公募业务，两者均有公

募牌照。其中，长江资管成立于 2014年，是

长江证券全资子公司，于 2016年 1月、2017
年 6月相继获得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受托管

理保险资金业务资格。

长江证券 2024 年半年报披露，上半

年，长江资管实现营收 1.31 亿元，同比微

增 0.21%；实现净利润约 3426万元，同比下

降 11.02%。

截至 2024 年上半年末，长江资管管理

总规模为 589.71 亿元，较 2023 年末增长

8.21%。其中，公募管理规模 239.06 亿元，

环比增 33.53%，私募管理规模则为 350.64
亿元。

长江证券半年报披露，上半年，长江资

管继续贯彻“投研提升、产品规划、渠道布

局”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在严控风险的前

提下，不断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力争为广大

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公募方面，长江资管重点深耕银行，机

构客户储备有效拓展，实现非货规模首发

创新高；私募方面，内外渠道共同推进，银

行渠道新增合作、券商渠道外部合作破冰、

三方平台增加私募曝光，多维度助力私募

规模提升。

对于下半年工作，长江证券表示，长江

资管将淬炼投研实力，通过“固收+权益”双

轮驱动，明确各类业务发展定位，稳中求进，

力争实现业绩和规模的同频共振。在深耕

细作银行渠道的基础上，提升专业服务，聚

焦拓展机构客户：一是服务特色券商，突破

大中型券商合作；二是坚定电商互联网发展

道路，依据模型培育客户。

期货公司老总跨界履职
长江资管迎新任总经理

证券时报记者 王蕊

首批 10 只中证 A500ETF 近日

集中发售，让市场再度见证了 ETF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鲜花着锦

的发展势头。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9日，

市场上共有 987只ETF，相比去年 9
月的 853 只，一年时间内大幅增长

134只。与此同时，证券公司正在凭

借全业务优势，积极抢占这一快速

增长的市场。

“ETF现在是‘兵家必争之地’，

哪怕销售费率不及场内基金，但只

要能先把资金引进来，总有办法可

以从中发掘到业务机会。”华南一家

券商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

记者，对于券商来说，ETF不仅承载

了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而且能在

交易、托管、研究、做市等多项业务

上形成全方位联动。

ETF持续升温

今年以来，境内指数化投资蓬勃

发展，ETF市场总规模突破2万亿元

大关。9月13日，上交所发布的《ETF
投资交易白皮书》显示，今年上半年，

ETF 市场持续净流入，资金规模达

4617亿元、总成交额达14.7万亿元。

另据沪深交易所数据，截至今

年上半年，沪市ETF持有人共658万

户（未穿透联接基金），较 2020年底

增长 61%，而深市 ETF 持有人数量

已达334万户（未穿透联接基金），是

2020年底的2.29倍。

“ETF近几年越发受到追捧，与

主动管理型权益基金表现不佳有一

定的关系。”有券商人士坦言，本来

投资者选择主动管理型权益基金，

是希望获得超越指数的超额收益，

但随着市场环境变化，不仅超额收

益难以实现，投资回报甚至比不上市

场平均收益。如此经过几番市场验

证，选择权益指数基金（主要是ETF）
就此成为不少投资者新的选择。

相比于场外基金需要申购，ETF
可以直接从二级市场支付佣金购

买，管理费较低，能实现T+1甚至T+
0交易。而相比于股票，ETF没有印

花税，且能一举购买一篮子股票，分

散投资风险，这些优点委实戳进了

不少投资者的心窝里。前述白皮书

指出，近年来指数化投资理念愈发

受到投资者认可，ETF 产品凭借透

明、低费率、交易便捷等优势，成为

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工具，普惠金

融属性进一步发挥。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9日，

目前全市场987只ETF总份额为2.38
万亿份，资产净值约2.69万亿元。

证券公司近水楼台

上周，中基协首次在公募基金

销售百强榜中，单独公布股票型指

数基金的保有规模。今年上半年，

前 100名基金销售机构合计保有股

票型指数基金 1.36万亿元，占权益

基金保有规模的28.77%。

其中，股票型指数基金保有规

模前十机构中券商占据 7 席，在前

100强中市场份额达56.82%，显著高

于银行及第三方渠道。对此，兴业

证券非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徐一洲

称，券商受益于场内ETF独特优势，

维持领先地位。

有分析师认为，券商能顺利抓

住股票型指数基金的先机，主要是

得益于近年来财富管理转型步伐加

快。但证券时报记者也从业内了解

到，券商在销售 ETF产品方面有着

得天独厚的基因优势。

从客户画像角度来看，ETF具有

场内二级市场交易属性，券商的股票

交易客户正在转向交易ETF。从业务

牌照角度来看，投资者交易ETF需要

拥有场内账户，而券商作为交易所会

员单位，能够为客户提供此类服务。

全业务优势一鱼多吃

如上所述，ETF在费率上不比场

外基金高，因此券商布局此类业务，

时常会陷入“增收不增利”的讨论。

对此，券商普遍认为，不管当下能看

到多少利润，率先把资源抢到手里，

才能谋求下一步发展。

“ETF对于券商来说本来就是一

个增量业务，特别很多客户是从股

民转过来的，你不做就有别人做。”

有券商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不

管客户是交易股票还是交易ETF，券

商收取佣金的逻辑是不变的，争抢

客户的逻辑同样如此。

事实上，作为资本市场业务最

为全面的金融机构，券商有很多种

方式可以借由ETF这种产品挖掘业

务机会。比如银行能做的托管、结

算等业务，券商也能操作；其他金融

机构无法操作的做市业务，券商能

做；其他机构可提供的研究服务，券

商研究所也驾轻就熟。

以近期 10 只中证 A500ETF 集

中发售为例，有9只都选择了券商结

算模式。对券商而言，他们不仅仅

提供了 ETF产品供客户配置，更在

交易、两融、托管等多项业务上，形

成了全方位的业务联动，展示出券

商的一揽子金融服务能力。

华南一家券商表示，允许券结基

金转移支付研究费用，符合ETF的产

业链生态，符合基金业务逻辑，或将

成为行业发展趋势。本质上看，能够

提高行业效率、提升行业质量的业务

模式和板块，必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

额，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TF飞跃式发展 券商圈地多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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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深圳市南山

区知识产权促进中心主办，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深圳分行联合承办的“知产筑梦•交心

护航”南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绿色通道活动在南山区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顺利举行，2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代

表现场参会。

活动中，深圳市南山区知识产权促进中心的专家

对南山区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交

通银行深圳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产品经理全面介

绍了交行特色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最后，专家们

还针对知识产权政策、质押融资补贴政策等问题与现

场企业开展了深入交流，全面细致地答疑解惑。

本次活动聚焦科创生态体系，致力于搭建企业服

务平台，建立完善企业服务生态圈和产业链，为企业发

展和融资提供了新思路，获得在场企业代表一致好评。

未来，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将继续为科技型企业提

供更加高效精准的金融支持，推动深化政银企三方交

流合作，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大文章。 （CIS）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承办

“知产筑梦•交心护航”南山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绿色通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