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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 东

去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积极调整信贷结构，聚焦服务国家
战略和重点领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和质效得到极大提升。取得这一系
列成效，离不开以国有六大行为代表
的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发展。业内人士
表示，只有盈利稳定性、资产质量安全
性进一步提高，方能进一步发挥金融
支持经济稳定作用，为稳住经济大盘
贡献源源不断的金融力量。

盈利稳定性增强
有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今年 1月 10日，人民银行发布了
《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金融体系运行平
稳，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有力、更
高质量的支持。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力
军，无疑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要继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落实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落地推进，其自身的稳定
发展至关重要。而国有六大行作为商
业银行的中坚力量，更是如此。近年
来，国有六大行克服种种挑战，交出了
一份份盈利整体增长、资产质量保持
稳定的优良业绩答卷。

中国人民银行特约专家韩复龄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行作为金融
机构的主力军，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近年来主动靠前发力，持续通过下调
贷款利率，实施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推动普惠金融支持工具落地见效，加
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而
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大行的盈利稳定
性将进一步提高，得以更好地构建起
在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挑战时的“护
城河”。

数据显示，2021 年全年，国有六
大行全年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7 万亿元。而仅 2022
年前三季度，国有六大行合计实现归
母净利润就已突破万亿元，达 1.03万
亿元，较 2021年同期增长 6.47%。截
至目前，上市银行 2022 年业绩快报
正在持续披露之中，业绩集体增长态
势也将在随后的银行年报中得以应
验。

“银行业整体盈利增长充实了行
业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构建起了在
面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及挑战时

的‘后备力量’，让银行业能够更加充
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银行研
究院研究员叶怀斌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商业银行的盈利增长具有“在降
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资产负
债规模稳步增长”的良性基础。国有
大行是银行体系的基石，大行盈利能
力的持续增强有助于保持银行系统的
稳定，进一步夯实银行业平稳运行的
基础。

贷款投放更为精准
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日前
表示，2022年全年，投向制造业的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6.7%，比各
项贷款增速高25.6个百分点。科技型
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4.3%，
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3.2个百分点。

国有六大行自身盈利的稳定增
长，也让其在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方面
更有底气，在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

体经济上充分发挥着“头雁”作用。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主动调整信贷结
构，使得宝贵的贷款资金投放也更为
精准。

国有六大行近年来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结构，贷款主动向国民经济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特别是制造
业、绿色金融、“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
贷款取得较快增长。

截至 2022年 9月末，国有六大行
贷款余额(企业贷款和垫款)合计突破
90 万亿元大关，达 92.05 万亿元，较
2021年年末增长11.30%。

叶怀斌表示，服务实体经济是商
业银行的本源。长期以来，银行业致
力于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
平，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信贷支持力度，信贷结构持续优
化。在贯彻执行国家战略，加大对长
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的支
持力度，围绕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大融资支持，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
民营经济、涉农经济的支持力度等方

面均取得了较大成效。
“稳”字不仅代表业绩，更包含了

资产质量的稳定。记者注意到，在提
升盈利能力的同时，银行业也将化解
和防范金融风险，保持资产质量稳定
放在了首要位置，为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国有六大行在化解金融风险进程
中同样走在前列。2022年前三季度，
国有六大行持续加强资产质量管控，
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产质量整
体保持稳定。截至 2022年 9月末，除
邮储银行不良贷款率较 2022年年初
微升 0.01个百分点外，其他五大行的
不良贷款率均较去年年初有不同程度
下降，且均远低于同期银行业金融机
构不良贷款率1.74%的均值。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以国有大
行为代表的银行业，经过不懈努力取
得了自身稳定发展的不俗成绩，在当
前经济增速回升向好的背景下，必将
为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持续贡献力量并
取得佳绩。

六大银行盈利稳定性逐步提高
服务制造业、绿色金融等领域力度大增

截至2022年9月末，国有六大行贷款余额(企业贷款和垫款)合计突破90万亿元大关，达92.05万亿

元，较2021年年末增长11.30%

金融支持经济稳定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王思文

兔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外商独资
公募基金再添新成员，第七家外商独资
公募基金公司诞生。业内人士对记者
表示，2023年，外资布局中国公募市场
节奏明显加快。

随着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申请新设、
收购不断加速，中国本土公募基金公司
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大摩”摘得全资公募牌照
外资布局节奏明显加快

2月3日晚间，证监会发布公告称，
正式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变更实
际控制人的批复。摩根士丹利国际控
股公司依法成功受让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51%股权，从而实现对摩根士丹利
华鑫基金100%控股。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
行官丹辛克维兹2月3日表示，“通过全
资控股中国公募基金业务，我们将为蓬
勃发展的中国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
场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服务，中国市场将
成为我们全球投资管理业务增长的重
要支柱。”

记者注意到，摩根士丹利成为2023
年以来第三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

司。今年1月10日，施罗德基金正式获
批成立，1月19日，摩根资产管理控股公
司通过合资转外资的形式摘得上投摩
根基金全资控股权。而此次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的股权变更距离摩根资产
管理控股公司摘得上投摩根基金全资
控股权仅仅时隔15天。不难看出，今
年，外资布局中国公募基金市场的节奏
明显加快。

自2020年8月21日贝莱德基金正式
获批开始，两年多来，贝莱德基金、富达
基金、路博迈基金、施罗德基金先后成
立，泰达宏利基金、上投摩根基金和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则通过合资转外资
的形式成为境内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
司，截至2023年2月5日，境内外商独资
公募基金公司已增至7家。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新成立
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正稳步发展，
但管理规模及基金产品类型相对较
少。截至目前，贝莱德基金旗下公募基
金产品共有4只。其中包括三只偏股混
合型基金和一只偏债混合型基金，合计
管理规模54亿元。而富达基金和路博
迈基金的首只公募基金产品仍在申请
核准中。

通过合资转外资形式成为外商独
资公募的三家基金公司的业务发展则
相对稳定。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的84只基金合计管
理规模达到1313亿元；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的62只基金合计管理规模为645.2亿
元；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的35只基
金合计管理规模为238.22亿元。

此外，还有不少外商独资机构正在
等待审批结果。证监会官网显示，范达
基金和联博基金正向证监会申请公募
牌照，目前均已通过受理，处在第一次
反馈意见环节。

跨境资产配置及管理占优
本土化仍需积累

立足于全球资管行业发展进程，外
资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公募市场有重要
意义。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一方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外
资看好我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巨大
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我国稳步推进金
融业高水平双向开放，鼓励符合条件、
国际一流的外资机构来华展业，增加有
效供给，更好满足国内消费者多元化金
融服务需求。”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的设立加大了国内
公募基金行业的竞争，同时也能够产生

‘鲇鱼效应’，通过竞争以实现行业优胜
劣汰，推动国内本土基金公司的发展，
提高本土基金公司的投资能力、市场影
响力、管理能力。”

与本土基金公司展开竞争，外商
独资公募基金有其优势和劣势。杨
德龙表示：“优势在于他们具有较强
的品牌效应，有一定的全球投资经
验，管理经验方面也具有较大优势。
但劣势也比较明显，比如知名度不
高，同时在本土化及渠道关系方面还
需要不断积累。”

“与本土基金公司想比，外资机构
在跨境资产配置、风险控制、产品创
新、人才培养、管理、投资经验积累等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周茂华表示，“相
对于外资机构，本土基金对消费者偏
好、国内行业公司情况、经济政策方面
相对更了解，且多数投资者更青睐本
土基金品牌。”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
融改革开放，监管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监管水平不断提升，金融机构经营与风
控能力稳步增强，为金融业稳步双向开
放奠定了基础。”周茂华表示，“截至目
前，海外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双向配置
资产占比仍低，人民币资产与国际主要
资产相关性相对低，未来外资机构开展
跨境投融资服务业务的空间大。”

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已增至7家
金融业开放激发“鲇鱼效应”

本报记者 王 宁

日前，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
称“中期协”）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12月份，全国150家期货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47.14亿元，净利润14.8
亿元。截至去年末，期货公司全市场
总管理规模（总客户权益）近1.5万亿
元，2022年实现净利润109.89亿元。

中粮期货总经理吴浩军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随着中国期货市场
品种不断丰富，其在进一步满足实体
企业利用衍生品价格发现、对冲风险
等诸多需求的同时，也吸引各类资金
不断涌入，这也正是期货公司总管理
规模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去年12月份
期货业净利达14.8亿元

中期协数据显示，全国150家期
货公司去年12月份总交易额为47.87
万亿元，交易量为6.61亿手；150家期
货公司当月实现净利润14.8亿元，较
去年 11月份的 9.34亿元环比增长
58%，但同比近乎持平。

150家期货公司去年全年实现净
利109.89亿元，相比2021年的137.05
亿元下降19.82%。不过，总管理规模
表现较好，截至去年底，期货全市场
总客户权益为1.48万亿元，接近1.5万
亿元，环比增长0.91%，相较2021年的
1.18万亿元同比增长25%，整体呈现
稳中有进。

金信期货投资咨询主管王志萍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年来，我国
期货市场总规模增长，缘于服务实体
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一方
面，新品种上市步伐加快，品种链基
本涵盖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领域；另一
方面，近年来随着实体经济避险需求
提升，企业对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的
需求也在提升，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
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推升了市场
规模和服务水平。

风险管理业务
是重要增长点

除了期货市场总管理规模提升
外，行业资产总额也在增加。中期协
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全行业资产
总额为1.70万亿元，环比增长0.88%，

同比增幅则达到了23.06%。在业界
看来，资产总额的不断提升，反映了
市场抗风险能力的提高。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期货市场
各项数据稳中有进的背后，期货公司
持续发力风险管理业务，截至目前，
该项业务已成为头部期货公司重要
盈利增长点。

中期协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00
家期货公司完成了对风险管理业务
备案。其中，有实际业务备案的公司
为99家。分类来看，截至去年底，开
展仓单服务的公司有32家，开展做市
业务的公司有52家，开展场外衍生品
业务的公司有67家，开展基差业务的
公司有90家，开展合作套保业务的公
司有4家。

截至去年底，期货公司下属100
家风险管理子公司总资产达到了
1537.12亿元，净资产达到404.07亿
元，相较往年均有不同程度增长；不
过，其2022年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却略
有下滑，分别为2413.94亿元、11.54亿
元，相比之下，2021年业务收入和净
利润分别为2628.59亿元、20.79亿元。

“虽然当前国内场外市场增速较
快，但体量仍偏小，随着产业企业风
险管理需求提升，国内场外市场仍有
巨大发展空间。”中粮祈德丰商贸副
总经理陈越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近年来，场外衍生品由于其个性
化定制特点，为产业企业风险管理提
供的工具更为多样化，使得企业更好
实现预防和化解经营风险的目的；此
外，场外衍生品也为资产管理机构提
供了更多元的资产配置选择。

“伴随着场外衍生品业务发展，
风险管理业务正逐步成为新的利润
增长点，期货公司逐步由通道业务向
综合衍生品服务商转型。”王志萍表
示，期货公司场外业务将成为金融服
务实体的重要抓手，将继续成为期货
公司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吴浩军补充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的施行有效填
补了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空白，为期货
行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期
货公司构建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不同业务板块的
差异化经营策略和发展思路，完善‘两
翼’业务布局，经纪业务继续发挥‘稳
定器’和‘压舱石’作用；资产管理和风
险管理业务坚定防风险、强增长；同
时，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投研一体化
水平，推动各业务板块融和发展。”

150家期货公司去年净利达109.89亿元
总管理规模近1.5万亿元

王 宁

《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开展以风
险管理服务为主的业务试点工作指
引》于 2012 年 12 月份正式发布，由
此，期货行业风险管理业务试点工作
正式启动。经过十多年发展，如今，
期货风险管理公司通过开展基差贸
易、仓单服务等期现结合类业务积累
了相当的经验和客源，并逐步向场外
业务过渡，探索含权贸易等新模式，
促使期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日
益凸显。

近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了
2022年度期货公司及风险管理子公
司服务实体经济的年度数据，其中多
项业务数据均创出历史新高。

首先，期货公司及风险管理子公
司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在增强。
当前，期货公司业务模式不断扩展，
逐步实现从通道业务向综合衍生品
服务商的转型，尤其是风险管理子公
司开展的场外衍生品、做市商、合作
套保和仓单质押业务，逐渐成为服务
各类产业企业的重要抓手，这在服务

中小微企业方面尤为突出。
其次，风险管理各项业务广度与

深度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去
年底，已备案风险管理业务的期货公
司增至100家。其中，有实际业务开
展的公司更是达到 99 家，总资产高
达 1500 多亿元，净资产突破 400 亿
元，整体呈现逐年增长态势。同时，
仓单服务规模和场外衍生品业务的
规模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同期服务中
小微企业数量和名义本金分别为
1063家、2.047万亿元。

再次，未来发展空间更加可期。
今年1月13日，证监会修订了《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及其配套规范性文件《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
定》。其中，放开资管产品对参与场外
衍生品的限制，不仅可以使场外衍生
品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也充分体
现了场外市场的重要性。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期货公司
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将充分利用专
业优势，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提供
更为精细化的风险管理服务。

期货风险管理业务
服务实体经济大有可为

期货市场

截至去年底，期货全市场总客户权益为1.48万

亿元，接近1.5万亿元，环比增长0.91%，相较2021年

的1.18万亿元同比增长25%，整体呈现稳中有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