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2年8月22日 星期一

王 宁

“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各公司不会再
为了微薄的手续费收入而发愁。”这是记者走访多
家期货公司，其高管们的普遍表态。每当谈及成
就感，这些期货业“老兵”就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而提及过往时，大家的表情则看似些许无
奈。一位高管表示，10年前，市场还处在手续费
恶性竞争阶段，有的公司为了能够挽留住大客
户，不惜以零手续费，甚至采取将银行利息返还
的方式，保证客户权益不掉队，从而保持在行业
中表面辉煌。

“时至今日，期货公司则已练就硬实力，一方
面，在于不为追求‘虚胖’的保证金规模；另一方
面，则是依据自身实际、找准定位、把握新机遇。”
谈及当前，从业者显得异常振奋。

在谈起行业成长历程时，每位期货高管都显
得非常激动，让记者也感受到了这份来自行业茁
壮发展所带来的喜悦。

另一位期货公司高管饶有兴致地讲起公司
在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政策红利。“公

司在 2010 年前迁入北京，彼时正赶上优惠政策
扶持，新迁入的期货公司将一次性奖励 500 万
元，在当时这笔钱对于期货公司而言可谓数额可
观。”该期货高管激动地讲述着，“公司拿到这部
分奖励后，决定全部用于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可
以说，如果没有当时的扶持政策，公司不会成长
为现在行业的佼佼者。”

说到这里，这位期货老兵显得更加激动了。
他面带喜悦且自信地向记者解释道，期货行业在
过去10年间可谓日新月异。总的来说，期货市
场在这期间的发展更多的是享受到了中国经济
发展红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期货市场找寻到了发
展方向、享受到了相关政策扶持，从而得到了实
体企业所给予的高度认可。站在当下，当前期货
市场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均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纪录。

是的，言及当下，期货“老兵”则都眼中有光，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所带来的契机，积
极把握场外衍生品业务新机遇期，这些期货“老兵”希
望在创新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期货“老兵”的心路与感慨

本报记者 王 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良
性循环逐步形成，期货市场以服务实体经济和
国家战略为宗旨，保持高质量发展势头，一大
批新的商品期货相继登场，衍生品工具体系不
断丰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
创新发展道路，并在有效管理价格风险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以脚踏实地的行动交出一份优异
答卷。

期货期权品种从31个到99个；市场规模体
量从 4.94 亿手、68.20 万亿元到 30.46 亿手、
257.48万亿元；市场客户权益总额从 0.18万亿
元到 1.37万亿元；期货公司整体净利润从 36亿
元到近137亿元；全市场机构客户数从1.97万户
到 7.57 万户；期货市场机构成交占比从 9%到
42.2%……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实则是中
国期货市场过去脚踏实地取得的成绩。

筑牢市场“稳”的基础
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局

许丹良是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总裁，投
身期货行业已30余年，可谓中国第一代期货人，
见证了行业的发展，更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在许丹良看来，为实体经济对冲风险，为国
民经济保驾护航，是中国期货业的使命。尤其
在近十年间，中国期货市场发生巨大改变，经历
黄金十年，在创新中实现量变，在量变中提质，
为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默默服务。

产品工具是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
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期众多发展
新命题，中国期货市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从实体经济的需要出发创新“作答”，不断丰
富品种、创新服务、完善监管，矢志于“让实体看
见方向、助经济稳健运行”。

2012年至今，十年间中国期货市场新上市
品种 66 个，超过前 20 多年上市品种数的总
和。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期货期权品种共有 99个，含商品期货 64个，
金融期货 7个，商品期权 23个，金融期权 5个，
其中包括 9个对外开放品种；品种序列覆盖面
不断扩展，已经形成以铜为代表的有色产业、
以铁矿石螺纹钢为代表钢铁产业、以油脂油料
为代表的压榨养殖产业、以原油 LPG为代表的
能源产业等多条产业链品种体系，基本涵盖国
民经济发展主要领域。同时，有色金属、钢矿、
豆类、塑料、PTA 等品种价格的国内国际影响
力日益提高。

在市场规模体量和建设方面，十年间期货
市场呈现出持续增长和不断深化的态势。截至
2022年上半年，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分
别为30.46亿手和257.48万亿元，是2012年同期
（4.94亿手，68.20万亿元）的6.17倍、3.78倍。截
至 2022年 6月底，市场客户权益总额 1.37万亿
元，全市场机构客户数达7.57万户，与2012年底
相比（0.18万亿元，1.97万户），分别增长6.6倍和
2.8倍。

十年间，中国期货市场还有很多成绩可圈
可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相关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例如做市商、套期保值限额等制
度规则体系不断优化，交易成本进一步下降，实
体企业参与便利性提升，期货市场整体运行质
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等。截至 2022年上半年，期
货市场个人和机构成交占比约为 57.8%和
42.2%，相比 2012年，机构占比提升了 33.2个百
分点。

在着眼于服务国家
保供稳价大局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在坚决防范市场风险、筑牢
市场“稳”的基础上，大商所通过加大品种工具
和市场创新服务力度，拓展服务深度和广度，
打通期现市场深度结合的关键堵点。近十年
间，大商所已上市 21个期货品种和 11个期权
品种，产品和服务体系持续丰富，有效覆盖农
业、能源化工、煤炭矿产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
期货市场功能以及期货价格在境内外的影响
力日益提升，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大商所始终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发展道
路，通过加快产品工具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新成效、开拓期货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在品种工具方面开创了
期货市场中多项‘首个’。”大商所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例如，2013年，大商所先后上市全
球首个实物交割的铁矿石期货、我国首个生鲜
品种的鸡蛋期货；2017年，上市我国首个商品
期权的豆粕期权；2018年，铁矿石期货作为国
内首个已上市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2020年，
液化石油气期货、期权同步上市，大商所品种
拓展至能源，一个品种同步上市期货、期权在
国内尚属首次；2021年，国内首个活体交割畜
牧品种——生猪期货在大商所上市并保持平
稳运行。

自2006年开启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新纪元
后，金融期货事业便经历了从无到有、茁壮成长
的发展历程。截至目前，中金所已先后构建起
权益类、利率类两大产品线，共上市9个品种，包
括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中证1000股指期
货4个，2年期、5年期、10年期国债期货3个，以
及沪深300和中证1000股指期权2个。

中金所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自成立以来，交易所便把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
发展作为根本着力点，具体来看：一是市场运行
平稳，风险管理功能逐步发挥；二是中长期资金
入市进程稳步推进，提升机构服务能力；三是丰
富预期表达渠道，提高市场信息反映效率；四是
助力注册制等基础制度改革推进，提升直接融
资质量效率；五是投资者结构更趋完善，市场生
态不断优化。

目前，银行、保险、证券、公募、私募、信托、
期货子公司、QFII、RQFII、养老金等机构投资
者，均已获准参与金融期货市场，机构投资者的
总持仓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参与者结构继
续呈现机构化、专业化趋势。

实现战略转型
强化机构综合实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期货市场在创新
中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银河期货总经理杨青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过去十年，中国期货市场无论是从行业发展的
广度与深度，还是在服务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
用，都得以空前提升。“十年间，中国期货市场历
经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两个‘春秋’。站在当下，
中国期货市场仍充满巨大的发展潜力。”

“期货市场在过去十年间，前半程以创新特
征最为明显，这个时期，期货公司也由单一的经
纪业务阶段进入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和风险管
理业务综合发展阶段。”杨青表示，期货公司的
综合实力由此得到加强，资本实力不断增强和
代理交易规模逐步扩大。后半程则是在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和服务乡村振兴上发力，这也预示
着行业愈加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由
此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正发生一系列重大
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将重构我国经济发展
的动力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乃至增长模
式。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广泛深远，实体经济利用期货市场发现价
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需求和愿望因此愈
加强烈。

十年间，期货经营机构的综合实力得到加
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截至 2022年
6 月底，全市场 150 家期货公司注册资本为
1081.27 亿元、净资产 1753.00 亿元、客户权益
1.37万亿元，分别为2012年的3.14倍、3.84倍与
7.61 倍 ；2021 年 期 货 公 司 整 体 营 业 收 入 为
494.64 亿元、净利润 137.05 亿元，手续费收入
314.98亿元，分别是2012年底的2.4倍、3.8倍和
2.6倍，期货公司多年“增产不增收”的情况有所
改善。此外，业务更加多元，除经纪业务外，风
险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创新业务逐步成
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在上述中国期货业协会相关人士看来，始
终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加速推进期
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和水平，是我国期货衍生品
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主因。

“2012年我们的衍生品市场成交量、日均持
仓量分别为 6亿手、251万手，到了 2021年成交
量、日均持仓量均增长 4倍有余，分别达 24亿
手、1055万手，均创历史新高，分别占国内商品
期货市场份额的 32%、39%，多年来日均持仓量
居国内交易所首位。”大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市场规模的日益增长，国际市场地位和影
响力也不断提升。

优化完善创新模式
新起点踊跃承担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被摆在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作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中国
期货市场在积极助力脱贫攻坚，努力提升服务
实体经济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在抗击疫情中，展
现出了新担当。

“疫情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因
此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对企业而言尤为重
要，期货公司的作用也就愈发明显，在有
效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稳定经济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许丹良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上半年，已有 127 家期货经营机构与 514 个脱
贫县（乡、村）签署了 1022份结对帮扶协议，行
业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达 14.25亿元，期货公
司通过“保险+期货”模式为脱贫地区天
然橡胶、玉米、大豆、鸡蛋、苹果、棉花、
白糖等品种提供了价格保障，承保
货值约 547.60 亿元；帮助 47 家
脱贫地区企业成为期货交
易所交割仓库；为脱贫
地区实体机构或个
人 提 供 合 作 套
保、点价、场
外 期 权

等风险管理服务方案 206个，名义本金约 39.99
亿元。

此外，在抗击疫情恢复经济运行过程中，
期货市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期货公司及
其风险管理子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根
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风险管理方案，为企业提
供更加精细化的风险管理服务，涌现出“口罩
期权”“防护服期权”“酒精期权”“手套期权”等
众多典型案例，在疏通上下游产业链、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积极
参加抗疫行动，开展爱心捐赠，为疫情防控“添
砖加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近年来我国利用市场
化机制开展农产品价格风险分散的重要举措和
创新模式，“保险+期货”连续七年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从稳步扩大试点到优化完善模式，“保险+
期货”发展之路已经遍布全国大地，成为期货服
务乡村振兴的典范模式。

据了解，自2015年大商所首创“保险+期货”
模式以来，过去七年间合计投入资金约 9亿元，
共开展“保险+期货”项目600余个，涵盖玉米、大
豆、生猪等 9个品种和指数，覆盖 2892万亩土
地，总现货量1457万吨，理赔12.76亿元，160万
户农户受益。

站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新起点，对于如何更好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力，助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中国期货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未来发
展将从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套保交易者参与
市场的比例；二是发挥期货经营机构中介职能，
提高定价、交易能力；三是提高大类资产配置和
财富管理能力；四是提升自律管理水平，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出台为契机，完
善相关自律管理制度供给，补齐短板。

面对新的发展阶段与全球格局，大商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走出中国特色期货市场
的成功之路，服务实
体经济稳

中 向 好
发 展 。 具 体
来看，还将重
点 推 进 集 装 箱 运
力、再生钢铁原料等期货品种上市，做好干辣
椒、纯苯、硫磺、乙醇等品种研发，并认真开展
东北亚原油期货上市的可行性研究，丰富重要
农产品、能源化工、航运品种体系；研究推进豆
类期货和期权对外开放，提升重点品种国际竞
争力，服务好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拓展已上
市期货品种均价结算现金合约，加快温度指数
等指数衍生品研发，满足产业企业多元化风险
管理需求。

同时，中金所相关人士表示，接下来，努力
在服务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实体经济健
康发展和国家战略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
为，主要抓好“六个落实”：一是落实稳字当头
工作要求，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服务资本市场
改革稳定发展大局；二是落实党建引领战略，
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领交易所各项
事业发展；三是落实功能完备战略，持续提升
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的能力、层级和量
级；四是落实生态优化战略，大力改善市场发
展环境；五是落实科技赋能战略，深化科技与

业务融合；六是落实人才保
障战略，充分挖掘保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内
部潜力。

脚踏实地 护航实体经济彰显“期货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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