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晓璐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支持民企债券融资
举措不断，进一步拓宽民企多元化融资渠
道。近日，《证券日报》记者从接近监管层人
士处获悉，目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将民企债
券融资金额纳入券商分类评价的加分因素。
如果此项举措落地，将大幅提振券商参与民
企债券融资的动力。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 8月 21日，今
年以来，民企交易所债券融资已达3465.92亿
元（包含可转债融资858.71亿元）。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监管部门通过丰富信用保护工具，完善相关
配套措施，降低民企债券融资成本等方式，对
民企债券融资提供了有力支持，民企融资情
况得到了改善。

多措并举助力民企债券融资

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

科技创新公司债，减免民企债券融资费用，放
宽受信用保护的民企债券回购质押库准入门
槛，召开民企债券投融资见面会、恳谈会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推出的多项支持民
企举措，进一步改善了民企债券融资环境。

据记者了解，自5月份民企债券融资专项
支持计划落地以来，上半年，已有9单民企债在
专项支持计划增信下成功发行，融资 66.3亿
元。此外，小米通讯等3家民企发行科技创新
公司债，实现融资16亿元。6月底，证监会指导
沪深交易所、中国结算减免民营企业债券交易
结算费用，预计年均减免金额达1.6亿元。

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核心券商创设信用保护工具规模共计 33.69
亿元，环比增长39.92%。

7月份以来，沪深交易所先后推出组合
型信用保护合约，为包括优质民营企业在内
的债券发行人提供一篮子的信用保护，与单
一信用保护合约相互补足。7月18日和8月
15日，上交所、深交所首批组合型信用保护
合约试点产品的交易及报价功能先后上线，

组合管理人分别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7月22日，证监会与发展改革委、全国工
商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从4方面出台
12条举措，支持民企债券融资。

“监管部门通过丰富信用保护工具，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对民企债券融资提供了有力
支持。”中证鹏元研发部资深研究员张琦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整体来看，今年前7
个月，民企债券净融资150.57亿元，去年同期
为净偿还1005亿元，各等级民企的融资情况
均得到改善，以各高评级民企最为显著。不
考虑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前7个月，AAA级民
企主体净融资转正，为 620亿元；AA+和AA
级民企主体虽然仍表现为净偿还，但是净偿
还额分别收窄了30%、41%。

近日，公募REITs试点范围亦拓宽至民
企领域。8月 15日，上交所正式受理东久新
经济REIT，这是市场上首单由民营企业正式
申报的公募REITs。 (下转A2版)

民企债券融资面面观：
监管多举措缓解融资难题 市场各方信心待提升

苏向杲

日前，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2年上）》
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银行理财产品支持实体
经济资金规模约25万亿元，为中小微企业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超3万亿元。银行理财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水平持续提升。

银行理财产品取得上述“成绩”值得肯
定。不过，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视角看，银
行理财产品在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仍有很
大提升空间。

首先，在助力优化社会融资模式上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旧动能转换期，这

要求社会融资模式更多地由间接融资转向直
接融资，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但在此背
景下，截至今年6月底，银行固定收益类理财产
品存续余额同比增长20.22%，占全部理财产品
存续余额的93.83%；而混合类理财产品存续余
额却同比下降41.97%，占比仅为5.90%；此外，权
益类理财产品存续余额同比下降5.69%，占比
仅为0.27%。混合类与权益类理财产品规模下
滑，意味着银行理财服务社会股权融资的能力
并未得到明显加强。

未来，银行机构可从两方面强化对权益资
产的配置能力，为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提供更多权益资金，助推资本市场提质增
效：一是着力打造权益投资能力圈，通过出色的
投资能力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耐心；二是强化
投资者教育，引导投资者关注长期投资收益。

其次，优化资产配置，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的深度与广度。

目前，银行理财资金高比例配置标准化的债
券，尤其是高等级信用债。截至2022年6月底，理
财产品持有AA+及以上级别信用债规模达13万亿
元，占持有信用债总规模的85%。今年以来，受制
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及市场风险，高配高信用等级
信用债无可厚非。不过，从配置效率看，大资管时
代，险企、公募等机构“抢食”高等级信用债，推高
了债券价格，降低了投资收益。此外，高信用等级
债的发行主体集中于各行业头部企业，在这一配
置格局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受到抑制。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可投资的资产除了债
券及权益资产之外，还包括同业存单、非标准
化的债权计划、QDII、金融衍生品等多品类。
未来，理财产品可以强化多资产组合投资策
略，降低对单一品种的依赖，提高投资收益，增
大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与广度。 （下转A3版）

持续提升银行理财产品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21日，随着中欧班
列（西安—汉堡）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今年以
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10000列，较去年提前10
天破万列；今年累计发送货物97.2万标箱，同比
增长5%，综合重箱率达98.4%。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稳住经济大盘的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积极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构
建全天候、大运量、绿色低碳、畅通安全的国际
物流通道，为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铁路部门新开通西安、重庆等城市
经黑海、里海至罗马尼亚康斯坦察的铁海联运
新线路，中欧班列与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紧密衔接，推动形成“畅

通高效、多向延伸、海陆互联”的境外通道网络
格局。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大回程班列组织力
度，推进双向货源均衡运输，今年回程班列与
去程班列的比例达到88%；稳步推进实施阿拉
山口、霍尔果斯、满洲里、二连等口岸及后方通
道扩能改造工程，同时积极协调境外铁路同步
提升基础设施能力，实现了境内外通道能力稳

步提升。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中、东通道日
均 运 量 较 扩 能 改 造 前 的 2020年 分 别 增 长
20.7%、15.2%、41.3%。

目前，中欧班列已铺画了82条运行线路，
通达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市，逐步“连点成
线”“织线成网”，运输服务网络覆盖欧洲全境，
运输货物品类涉及衣服鞋帽、汽车及配件、粮
食、木材等53大门类、5万多种品类。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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