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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日前有消息称，重庆携程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携程小贷”)注册资本已增至
50亿元。8月1日，《证券日报》记者从携程金融
方面获得了证实。这意味着，满足跨省经营最
低资本要求的互联网小贷平台又多了一家。

今年以来，腾讯、360数科、字节跳动等多
家互联网巨头旗下的小贷机构完成了增资，谋
求在更多地区展业。在小贷行业合规化发展
提速、有实力的小贷机构忙于增资扩张之时，
也有很多区域性、小规模的小贷机构在加速清
盘离场。

互联网系小贷机构密集增资

资料显示，重庆携程小贷的前身为重庆趣
携小额贷款公司。2021年，重庆趣携小贷的股
东变更为携程金融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企业
名称随即变更为重庆携程小贷。

此次是携程金融今年以来对重庆携程小贷
的第二次增资。今年2月份，重庆携程小贷的注
册资本曾从8.49亿元增至15.24亿元。此次增资
后，重庆携程小贷的注册资本增至50亿元。

携程金融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公司旗下的重庆携程小贷增资至50亿元
后，已满足《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要求。”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
斌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增资是为了达到
监管部门对全国性网络小贷机构跨省经营设置
的注册资本门槛。这说明，网络小贷依然是互
联网金融平台合规展业的一张重要牌照。”

携程金融对旗下小贷机构增资并非业内首
例。今年1月份，福州三六零网络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360小贷”）的注册资本由10亿
元增至50亿元，这也是360小贷获得的第二次增
资。2月份，度小满旗下的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70亿元增至74亿元。4
月份，字节跳动旗下的深圳市中融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小贷”）注册资本由50亿
元增加至90亿元。6月1日，腾讯旗下的深圳市
财付通网络金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付通小贷”）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50亿
元增至100亿元，这已是财付通小贷近两年来进
行的第四次增资。

更早之前，蚂蚁集团旗下的重庆市蚂蚁小
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份将注册资
本由20亿元增至80亿元，2019年10月份又将注
册资本进一步增至120亿元。2021年8月份，美
团旗下的重庆美团三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由30.58亿元增至50亿元。2021年12月
份，京东科技旗下的重庆京东盛际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亿元增加至50亿元。

“互联网系小贷机构密集增资，一方面是为
了谋求全国展业，另一方面是为了符合监管要
求。”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日报》记者
分析称。

行业分化局面愈发明显

今年以来，小贷市场分化格局愈发明显，
在互联网巨头对旗下小贷机构频繁增资之
余，也有很多区域性、小规模的小贷机构在加
速离场。

《证券日报》记者对相关公告梳理后发现，
今年以来，已有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发布关于取
消部分小贷机构经营资格的公告。比如，5月
份，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取
消2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资格。6月7日，内蒙
古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关于取消6家小
额贷款公司经营资格的公告。7月1日，成都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公布成都市截至2022年6
月30日的小额贷款公司名录，有9家小贷公司被
责令停业整顿。7月4日，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发布关于取消5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
格的公告。

7月27日央行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小额贷
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6150家。而此前发布的
2022年一季度小额贷款公司统计数据报告显
示，截至2022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6232家。由此可以看出，小贷机构数量在今年
第二季度总体减少82家。

“虽然小贷机构数量在逐年递减，但小贷行
业的贷款余额却表现平稳，说明小贷行业经过
重新洗牌后，呈现向头部集中的趋势。”博通咨
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于百程认为，部分小贷机构离场，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地方性小贷机构面临
生存压力，选择主动退出；另一方面是监管部门
不断加大对违规小贷机构的清退力度。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小贷行业洗牌加剧，
呈现“增资”与“离场”并存的现象。增加注册资
本，可增强网络小贷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为
下一步规模扩张奠定基础；选择离场，则是小贷
行业进行优胜劣汰的一种体现。小贷机构是多
层次小微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在帮助小微商户在复工复产、识别融资需求、判
断信用状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与传统银
行形成互补。未来银行与小贷机构之间存在很
多合作契机。

互联网系小贷平台密集增资
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王思文

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波动较
大，“不确定性”成为投资者反复提
到的话题。下半年A股市场会如何
运行？基金的态度可能会有一定
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在近期召开的多场基金公司
中期策略会上，屡次出现“相对乐
观”“看重成长性”“结构性行情”等
关键词。如今，下半年行情已经走
完一个月的历程，全市场主动权益
基金的仓位也出现明显的变化：一
是主动权益基金的仓位近期明显
提升；二是与价值股相比，主动权
益基金更加偏爱成长股，近期权益
基金的调仓方向有向大盘价值股
和小盘成长股倾斜的迹象；三是中
游制造板块和消费板块仍是主动
权益基金重点配置的对象。

大多数基金经理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8月份A股市场仍将
反复震荡，结构性行情或将持续，
对A股短期走势保持相对乐观的
态度。从中长期角度来看，A股依
然是全球范围内值得投资的优质
资产。

权益基金仓位持续提升

主动权益基金的仓位在持续
提升。从广发证券最新发布的基
金仓位估算结果来看，截至7月31
日，全市场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
仓位为 88.31%，相比 6月末上升
4.86% ，其 中 有 66.37% 的 主 动 权
益基金比6月末提高了权益资产
仓位。

配置风格方面，主动权益基金
总体更加偏重对成长股的配置，与
之相比，对价值股的配置比例相对

较低。细分来看，与今年6月末的
仓位相比，主动权益基金减少了对
大盘成长股和小盘价值股的配置
比例，对大盘价值股和小盘成长股
的配置比例有所增加。

从配置的行业来看，主动权益
基金将超40%的资金配置在中游制
造板块上，超20%的资金配置在消
费板块上。此外，TMT板块、上游的
周期板块、大金融板块、医药板块
的配置占比也较高。但与6月末的
持仓相比，主动权益基金整体还是
减少了对TMT、消费、大金融等板块
的配置，增加了对上游周期、中游
制造、医药等几大板块的配置。

上述仓位变化情况，验证了近
期大多数基金经理在投资配置方
向上做出的研判。近一个月以来，
众多基金经理的研判关键词普遍
锁定在“新能源”“光伏”这两个板
块。在市场风格方面，基金经理普
遍看好具有长期成长性公司的投
资机会。

国寿安保基金基金经理吴坚
建议，当前投资不要寄希望于股市
整体估值的提升，而应该扎实做好
行业研究和公司研究，投资那些具
备景气度支撑、具备长期成长性的
标的，如优质的制造业企业。具体
到细分板块，可看好光伏、新能源
车、消费等领域优质企业的中长期
投资机会。

浦银安盛研究部总监蒋佳良
称，“新能源依然是未来较好的投
资方向，但需要关注新技术、新客
户、新产品带来的变化。我们发
现，很多行业的利润都集中到了
上游。”

“新能源行业基本面非常强
劲，未来5年有望维持30%左右的
增速，中长期发展空间仍较大。”

上投摩根基金基金经理李德辉认
为，“赚钱机会来自基本面超预期
的板块，比如光伏和新能源车两
个方向。”

结构性机会仍是主基调

大多数基金经理认为，放眼全
球，A股依然是值得投资的优质资
产。对于后期走势的判断，基金经
理给出的观点普遍为“反复震荡”

“结构性行情”。
国寿安保基金“老将”吴坚对

未来A股短期走势保持相对乐观
的态度。他认为，从宏观角度来
看，我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市场
悲观情绪在逐步缓解，下半年财
政政策和行业刺激政策有望持续
发力，A股依然是值得投资的优质
资产。虽然权益市场短期较难突
破区间上下限，但结构性机会依
然丰富。

首家外资独资公募贝莱德基
金与吴坚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
预计，中国下半年的经济活动有望
保持强劲态势。

李德辉预计下半年A股市场将
震荡上行。他认为，只要没有再次
出现“黑天鹅”事件，股市下行风险
不大。下半年A股市场更多呈现的
是结构性机会，投资高景气度板块
有望实现超额收益。

从资产配置角度来看，贝莱德
基金认为，下半年A股市场风险溢
价将全面上升，对于投资组合的资
产配置需要细分得更加精细和灵
活，投资方向需要与市场变化保持
一致，以应对未来波动加剧的市场
环境。

超六成主动权益基金7月份增仓
基金经理看好下半年结构性机会

本报记者 周尚伃

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波动剧
烈。从目前已披露2022年上半年业
绩预告和快报的上市券商情况来
看，自营业务成为影响券商上半年
业绩的重要因素。随着上市公司半
年报进入披露期，首批券商重仓股
随之浮出水面。

经历一季度的大幅波动后，券
商在二季度纷纷调整投资的策略和
结构，证券投资损失较一季度有所
减少。Wind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
稿，在已披露2022年半年报的上市
公司中，目前有17只个股的前十大
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券商身影，

券商持仓数量合计8285.16万股，持
仓市值合计13.14亿元。截至6月末，
券商二季度新进9只个股、增持4只
个股、减持1只个股，另有3只个股仓
位未发生变动。

在券商二季度新进的9只个股
中，有2只个股被2家券商同时新进
重仓持有。其中，江河集团被中信
证券、中金公司新进重仓持有，分别
持股2192.18万股、1170.88万股，持
仓市值分别为1.85亿元、0.99亿元。
中一科技被中金公司、华泰证券新
进重仓持有，分别持股194.94万股、
21.18万股，持仓市值分别为1.79亿
元、0.19亿元。

此外，中信证券还新进持有艾

比森、顺络电子，持股分别为108.59
万股、824.85万股，持仓市值分别为
0.11亿元、2.25亿元。华泰证券还新
进持有华融化学、立航科技、移为通
信、亚世光电等4只个股，持仓市值
分 别 为 487.64万 元 、751.03万 元 、
3723.82万元、364.46万元。中国银
河新进持有水井坊146.1万股，持仓
市值为1.35亿元。

从二季度券商重仓股的数量来
看，券商调仓换股的速度在明显加
快。截至目前，中信证券重仓持有3
只个股合计3125.62万股，全部为新
进，合计持仓市值为4.21亿元。其
中，江河集团、顺络电子等2只个股
在二季度分别累计上涨 33.14%、

8%，艾比森同期下跌1.33%。中金
公司重仓持有2只个股合计1365.82
万股，全部为新进，合计持仓市值为
2.78亿元。

增持方面，二季度券商合计增
持4只个股。其中，国信证券增持
立中集团230.52万股，华泰证券增
持鼎捷软件、达嘉维康、纽泰格，增
持股份数量分别为14.25万股、4.05
万股、2.34万股。减持方面，二季
度只有华泰证券减持读客文化4.7
万股。

从市场表现来看，17只券商重
仓股中，立中集团、江河集团、凯美
特气、水井坊等二季度股价涨幅均
超10%。其中，立中集团在二季度被

华创证券、太平洋证券、信达证券、
粤开证券合计6次推荐为“月度金
股”，该股先是在4月份下跌21.04%，
随 后 在 5月 份 和 6月 份 分 别 大 涨
30.37%和42.83%。

“证券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持续
高增。”东兴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
席分析师刘嘉玮表示，包括主动投
资敞口、投行项目跟投、做市业务
及衍生品占用等在内的自营投资
收益已成为券商业绩的关键影响
因素。对于自营资产配置更加均
衡、深耕场外衍生品市场、拥有优
秀投资团队和诸多风险对冲手段
的头部券商来说，其投资业绩更加
值得期待。

券商二季度首批重仓股出炉 自有资金投入持续走高

本报记者 冷翠华

在健康险整体保费增速放缓的
背景下，短期健康险的保费增速遥
遥领先。银保监会最新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险公司的
健康险（皆为短期健康险）保费收入
达1156亿元，同比增长15.4%，明显
高 于 财 险 公 司 整 体 业 务 增 速
（9.4%），也高于全行业整体健康险
保费增速（4%）。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财险公司
而言，短期健康险是发展非车险业
务的重要抓手。不过，短期健康险
呈现“低赔付、高成本”的特征，财险
公司要想提升短期健康险的盈利状
况，还需多方面发力。

上半年保费
同比增长15.4%

健康险主要包括以重疾险为代
表的长期健康险以及以医疗险为代
表的短期健康险。人身险公司同时
经营长期健康险和短期健康险；财
险公司只能经营保险期间在一年及
一年以下的短期健康险。

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统计数
据，今年上半年，健康险整体保费增

速持续放缓，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
司合计实现健康险保费收入5340亿
元，同比增长4%。2020年和2021年
同期，全行业健康险保费同比增速
分别为19.72%和7.9%。

从细分数据来看，上半年，财险
公司实现健康险（短期）保费收入达
1156亿元，同比增长15.4%，在财险
公司主要险种中领涨，增速明显高
于财险公司9.4%的整体业务增速。
同期，人身险公司实现健康险保费
收入4184亿元，同比增长1.2%。由
此可见，尽管全行业健康险保费收
入整体增速在下滑，但短期健康险
的保费收入增速依然强劲。

分析人士认为，受重疾险覆盖
率较高、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强等
诸多因素影响，需要进行长期缴
费、价格较高的重疾险销售遇阻，
从而拖累了健康险整体保费收入
增速。而医疗险具有保费低、保额
高的特点，销售并未受到明显影
响。此外，自2020年以来，各地惠
民保项目快速发展，其不仅具有高
杠杆的特点，还大幅放宽了对投保
人的限制，因此拉动短期健康险保
费收入快速增长。

对不少财险公司而言，发展短
期健康险是其转型发展的重要选

择。“公司于2020年开启了由规模导
向、单一车险业务线向聚焦价值、业
务多元的发展模式加速转型。”安盛
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此前回
复记者称，健康险是公司在中国的
业务增长最快的板块，也是安盛集
团在全球的重点布局。公司将大力
推进健康险业务，要将其占比提升
至30%。

国泰产险2021年的短期健康险
业务规模也增长至4.79亿元，在五大
险种中的排名从第四位上升至第二
位。同期，京东安联的短期意外健
康险保费收入达9.1亿元，成为公司
的第三大险种。

“商业性短期健康险业务是财险
公司均衡发展各项业务的一个良好
选择。”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所博士邱剑对记者表示，未
来市场规模有望继续快速增长。

综合运营成本较高
赔付率有走高趋势

短期健康险的保费收入快速增
长，险企在该险种的综合赔付率情
况如何？《证券日报》记者随机统计
了10家人身险公司和10家财险公司
今年上半年短期健康险的综合赔付

率情况，结果显示，不同公司的赔付
率差异较大，但整体低于车险赔付
率。从整体经营情况来看，业内人
士表示，财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
的效益并不十分理想，且未来该险
种的赔付率有走高趋势，险企需从
多方面入手控制成本。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10家人
身险公司短期健康险的综合赔付率
平均值为38.6%。其中，赔付率最高
的是泰康人寿，为51.2%；赔付率最
低的是中荷人寿，为10.50%。同期，
10家财险公司短期健康险的综合赔
付率平均值为47.57%。其中，赔付
率最高的是国泰产险，为76.96%；赔
付率最低的为华安保险，为11.5%。
整体来看，财险公司短期健康险的
综合赔付率明显高于人身险公司，
不过低于车险赔付率。据银保监会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21年行业
车险综合成本率为72.4%，同比上升
13个百分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财险公
司短期健康险的经营情况来看，尽管
保费增速较快，但承保端盈利情况并
不理想，整体综合成本率较高。以某
财险公司为例，上半年，其短期健康
险的综合赔付率为42.23%，其健康险
承保亏损8100万元。

对此，邱剑分析认为，目前来
看，商业性短期健康险的业务获取
成本很高，拉高了该项业务的综合
成本率。新一站保险网副总经理邹
苇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财险
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的综合成本率
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短期健康
险具有保额小、件数多的特点，会导
致险企的咨询、理赔等综合管理和
运营成本较高。同时，很多健康险
都附带健康服务，也会增加险企成
本。

受访人士普遍指出，尽管当前
短期健康险的整体赔付率不高，但
未来将呈走高趋势。

邹苇认为，受财险公司开展短
期健康险业务时间较短、参保群体
较为年轻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短
期健康险的赔付率较低。但随着该
险种覆盖面扩大到一定程度，参保
率的提升速度将减慢，加上参保群
体年龄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
多种因素影响，都会推动赔付率走
高。因此，财险公司要从多方面入
手降低成本，例如，提升数字化和信
息化水平，降低对人力的依赖；业务
要适度聚焦，面对特定群体或特定
区域展业，避免大而全，以此降低展
业和服务成本等。

上半年财险公司短期健康险保费增速领涨
运营成本高效益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