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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尚伃

今年一季度，百强机构代销基金保有规模扭转
了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的局面，其中，“股票+混合公
募基金保有规模”环比增长2.52%、“非货币市场公
募基金保有规模”环比增长2.96%。

同时，各代销机构竞争仍十分激烈，券商保有
规模虽有所增长，但市占率却出现小幅下降。

代销百强榜变局
券商仍占据半壁江山

4月28日晚间，中基协发布了2023年一季度销
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百强榜单（以下简称

“基金代销百强榜单”），其中，“股票+混合公募基金
保有规模”合计为5.7949万亿元，环比增长2.52%；

“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合计为8.2451万亿
元，环比增长2.96%；上述两项保有规模扭转了连续
两个季度下降的局面。

招商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郑积沙团
队表示，“一季度权益类基金小幅修复、债券市场回
暖，净值修复带动基金保有规模略增，但由于前期
机构重仓的新能源、白酒等赛道基金赚钱效应较
差，基金呈净赎回状态。”

从机构数量变化来看，一季度基金代销百强榜
单中，券商占据了51家，较去年第四季度减少2家，
依旧占据半壁江山；银行占据了26家，与去年第四
季度持平；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占据了21家，较去年
第四季度增加2家；保险及代理机构2家，数量未
变化。

从“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来看，一季
度，券商保有规模合计为1.2854万亿元，环比增长
2.26%；银行保有规模合计为2.9404万亿元，环比增
长 1.86%；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合计为
1.5049万亿元，环比增长3.78%；保险及代理机构规
模为642亿元，去年第四季度为586亿元。

从市占率来看，一季度各大机构之间竞争激
烈，券商“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占比由去
年第四季度的22.24%微降至22.18%；银行的保有规
模占比由去年第四季度的51.07%下降至50.74%；独
立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占比由去年第四季度的
25.65%提升至25.97%。

“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方面，一季
度 ，券 商 保 有 规 模 为 1.4618万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1.67%，市占率降至17.73%；银行保有规模合计为
3.8932 万 亿 元 ，环 比 增 长 0.01% ，市 占 率 降 至
47.22%；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为2.8122万亿
元，环比增长8.01%，市占率提升至34.11%；保险及
代理机构规模为779亿元，去年第四季度为737
亿元。

一季度，券商也迎来连续四个季度市占率持续
上升后的首次下降。对此，开源证券非银金融行业
首席分析师高超表示，“一季度股票型ETF占全市场
偏股基金保有比例提升，由于ETF仅可通过券商渠
道且一季度为净申购，预计券商系偏股保有规模市
占率下降主要受场外基金净赎回拖累。”

券商股混保有规模
两年间增幅达46.9%

自2021年中基协首次发布基金代销百强榜单
至今，两年间，群雄逐鹿的基金代销市场中券商、银
行、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三大机构的竞争态势正在发
生着变化。

“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中，今年一季
度，券商该项保有规模较2021年一季度的增幅为
46.9%，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增幅为22.99%，银行的
降福为11.39%。券商该项保有规模的市占率由
2021年一季度的16.12%提升至2023年一季度的
22.18% ，独 立 基 金 销 售 机 构 由 22.54% 提 升 至
25.97%，银行则由61.11%下降至50.74%。

在财富管理转型的大背景下，券商、独立基金
销售机构的表现优于银行，两年来保有规模市占率
也在不断提升。天风证券研究所非银联合首席分
析师周颖婕认为，“银行上述保有规模自2021年一
季度开始持续下滑，整体下降趋势明显，究其原因，
一是基金代销业务占比较低，银行在战略上重视不
足；二是银行自身在权益基金上服务客户的能力不
足，预计份额被侵蚀的趋势仍将长期持续。”

“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中，今年一季
度，券商该项保有规模较2021年一季度的增幅为
51.48%，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增幅为57.99%，仅银
行的降福为11.43%。券商该项保有规模的市占率
由2021年一季度的14.81%提升至今年一季度的
17.73% ，独 立 基 金 销 售 机 构 由 27.11% 提 升 至
34.11%，银行则由57.88%降至47.22%。

由于集中度较低，券商之间的竞争格外激烈，
“代销一哥”之争也持续上演。海通证券非银行金
融行业首席分析师孙婷表示，“近年来，券商财富管
理转型步伐加快，在组织架构以及产品引入上比银
行更具灵活性，有较大上升空间。”

一季度，中信证券连续两个季度成为券商“代
销一哥”，“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及“非货
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两项均位列券商第一，
总榜第9位，规模分别为1309亿元、1574亿元，不过
环比分别下降了7.62%、9.17%；而华泰证券紧随其
后排名总榜第10位，两项规模分别为1282亿元、
1432亿元，环比分别增长4.57%、4.75%。在总榜中，
两家券商也均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一个位次。

51家上榜券商中，中小券商也在持续发力，有
37家公司“股票+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实现环比
增长，国金证券、湘财证券、中航证券、国信证券、华
福证券、财通证券、海通证券的增幅均超10%。“非
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方面，也有37家券商
实现环比增长，其中湘财证券、国金证券、华福证券
等8家券商的增幅均超10%。

一季度基金代销市场竞争激烈
券商市占率结束“四连升”

吴 珊

今年以来，银行业继续加大对
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特别是对国
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
贷精准投放，使得贷款总量保持增
长，信贷结构也进一步优化，同时
积极向实体经济让利，为促进我国
社会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2023
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10.6万亿
元，同比多增2.27万亿元。在投放
力度加大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继续下降，一季度，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38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较上年下降0.06个百分点。

银行要让利于实体经济，就必
然要面对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息差
收窄的影响。去年银行业营收已
经出现放缓迹象，但净利润增长还
处于稳定态势。而从今年上市银
行一季报情况来看，当好“头雁”的
国有大行盈利增速均有不同程度
回落。找准“让利”与“盈利”的平
衡成为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
课题。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
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
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
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
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可以看出，当前实体经济仍需
更多呵护，银行业则需要提供更强
有力的金融支撑。银行利润来源
于实体经济，大部分被用于补充银
行资本，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
化解风险能力，并通过资本的杠杆
作用，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
持，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促
进经济平稳发展。

为此，保障银行负债稳定性，

保持合理息差，实现持续稳健经
营，增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可
持续性至关重要。接下来，银行业
应推动经营理念创新，加快推进治
理能力科学化、现代化，优化资产
负债结构，加强负债管理，提高量
价平衡能力，拓展收入来源，探索
多元发展空间，拓宽相关中间业务
收入，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自身
运行效率，控制经营成本，压降非
必要性费用支出，腾挪出更多让利
空间；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能，加
强对数字化能力的渗透，打造线上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研发—产
投”金融科技支撑体系，通过数字

技术的应用、生态场景的搭建，提
高效率和提高产品提供的精准性，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紧扣稳健发展主线，系统推进、全
面提升风控能力，扎实推进重点地
区、重点领域风险处置，继续保持
银行资产质量稳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无论何
时，实体经济都是我国保持经济
平稳运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的基石，银行业应积极主动适应
新要求，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全
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
水平。

银行业应找准让利与盈利平衡点

本报记者 苏向杲 杨 洁

随着A股上市银行一季报披露
完毕，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数据陆续
出炉。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今
年一季度，A股42家上市银行新增
贷款7.7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2.17万亿元，同比多增39%。

从未来上市银行信贷重点投
放领域来看，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
前全国经济展露了较强的弹性，在
一季度信贷规模上实现超预期增
长的基础上，下一阶段工作的重心
更应着重于对目前需求恢复进度
偏慢的领域进行更精准的布局。

42家上市银行
信贷投放多增2.17万亿元

今年一季度上市银行服务实
体经济呈现“量增价减”特征。

从信贷投放“量”来看，42家上
市银行一季度新增贷款7.73万亿
元，较去年同期多增2.17万亿元
（2022年一季度新增贷款5.56万亿
元），其中，有9家上市银行一季度
新 增 贷 款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超
40%。工商银行表示，一季度，工
行境内人民币贷款增量、增幅均为
同期最高，同比多增3300多亿元，
一季度各月均保持同比多增。

投放领域方面，上市银行普
遍加大了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
信贷投放力度。从投向行业来
看，制造业、绿色、战略性新兴产
业渐成信贷重点投放领域。如，
一季度，建设银行投向制造业贷
款余额2.61万亿元，增速16.12%；
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1.83万
亿元，增速24.5%。

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韩国强
也在一季度业绩会上表示，农行持
续加大对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科
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展等领域
的支持力度，同时大力拓展个人住
房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从总量

看，全年将根据实体经济需要和风
险管理能力，保持信贷合理增长、
节奏平稳。

上市银行信贷投放领域与行
业信贷投放领域有较高的重合
度。据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一季度，制造业贷款新增2.2
万亿元，同比多增3819亿元。民
营企业贷款新增3.7万亿元，同比
多增1万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新增 2.3万亿元，同比多增
8088亿元。

从“价”来看，平安银行等多家
上市银行提到，一季度新发放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全年水平出
现进一步下降。从行业层面看，银
保监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
降0.38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贷款平
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06个百分点。

多家银行称
将助力扩大消费

在一季度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的同时，部分上市银行在近期也提
及了今年全年信贷投放计划。总
体来看，多家上市银行公开表示，
将持续加大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
力度，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其中，建行副行长崔勇称，当
前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阶段，要继
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维
护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农
行副行长张旭光表示，从总量上
看，将根据实体经济需要和自身风
险管理能力，促进信贷总量平稳可
持续增长。邮储银行副行长张学
文表示，对于2023年的信贷安排，
在新增规模安排上略高于去年，增
幅大体和去年一致，新增规模中投
放实体的占比不低于去年。

在明明看来，下一步银行信贷
投放应重点投向以下三个领域：一
是针对利润表现相对低迷的中小
微制造业企业，继续维持信贷投放
力度；二是聚焦居民消费修复分层

和地产市场疲软等问题，提供更多
贷款利率优惠和政策优惠；三是围
绕高质量发展核心需求，加大向高
新技术企业和国家重点领域建设
的 融 资 赋 能 ，助 力 经 济 增 长 新
动能。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
究员周茂华表示，银行应继续加大
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重
点基建项目、绿色发展、科创企业
等新兴领域支持，同时，继续为外
贸企业纾困，尤其重视外贸中小微
企业等薄弱环节支持。

此外，助力“扩内需”也是上市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式。
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助理沈小刚表示，下一步，工行将
持续加大消费信贷的政策、产品、
流程的创新，提质增效，助力居民
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进一步促
进消费市场复苏回暖。

明明认为，银行业要发挥支持

实体经济的作用，需要通过多方布
局加大对消费的刺激力度，引导居
民超额储蓄逐步回流实体经济。
例如，运用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
技术，推动消费金融服务数字化转
型，提升零售服务质量和效率，为
恢复和扩大消费营造良好金融
环境。

实现服务实体与
提升盈利能力平衡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银行在一
季报中提到，由于持续让利实体经
济、净息差有所下降，营收和净利
增速受到影响。因此，在服务实体
经济与提升持续盈利能力之间实
现平衡也是上市银行持续关注的
问题。

对此，明明建议，要实现两者
平衡，首先，上市银行要提高资产
端质量，优化信贷资产结构，深入

考察客户资质，优先向有核心竞争
力、有政策支持、有发展潜力的国
家重点领域进行布局，实现支持信
贷工作与提升资产端质量的统
一。其次，要拓宽中间业务，在保
障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深入推进产
品设计，大力推动银行内部投研体
系建设，布局公募基金、保险、理财
等资管产品，同时加速布局养老产
品等创新产品，通过调动更多社会
资源的，实现负债扩容与资产增值
协调发展。

周茂华则建议，上市银行要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主动管理负
债，稳定负债来源和成本；同时，
优化资产结构，在稳健经营基础
上，合理降低低收益资产，提升服
务能力与加强重点领域服务。积
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有效降低经
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率和风控能
力。推动中间业务和轻资本业务
发展等。

42家上市银行一季度贷款同比多增39%
业界建言对消费等领域加大利率优惠

本报记者 彭 妍

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有所回落。
Wind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银行同
业存单发行规模达21907.5亿元，发
行规模环比大幅减少逾3100亿元。
4月份整月到期规模为1.93万亿元，
显示供给压力边际转弱。在此基础
上，4月份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较前两
个月略有下降。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
规模回落及利率下降与近期流动性
较为充足有关。展望二季度，短期
内同业存单的供给压力可能较一季
度有所减弱。

同业存单发行量减少
利率短期内“易下难上”

Wind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同
业存单发行规模为21907.5亿元，分
别较2月份和3月份减少2611.7亿元

和3121.4亿元。另外，4月份同业存
单到期规模为19278.3亿元，相比前
两个月进一步降低。

今年2月份、3月份同业存单月
发行规模均为2万亿元以上，其中2
月 份 为 24519.2 亿 元 ，3 月 份 为
25028.9亿元。

“同业存单发行规模回落有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是4月份同业存单
到期量相对于2月份至3月份有所下
滑，同业存单续发压力较小；另一方
面是4月份信贷规模季节性偏低，对
超储消耗减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考虑到5月份至6月份同业存单到期
规模增加，但不及一季度，且信贷投
放速度也将趋于平缓，预计发行规
模较4月份小幅增加但难以冲高。

值得注意的是，同业存单不仅
发行量出现回落，其发行利率也有
所下降。Wind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
同业存单加权平均利率为2.56%，较

前两个月有所下滑。2月份和3月份
同业存单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2.58%和2.65%。

明明认为，银行负债端融资压
力减轻，同业存单发行需求下滑导
致利率走低；另外，部分银行存款降
息，同为负债端资金来源的同业存
单价格也随之调整。

广发证券固收刘郁团队认为，
银行负债端压力，往往与同业存单
的发行利率呈正相关。受流动性和
需求端等因素的影响，银行负债端
压力，更多体现在“价”，而非“量”。
银行负债端压力的高低，会相对直
观的体现在其同业负债的融资利率
水平上。

展望同业存单利率走势，明明
表示，在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前提下，
预计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将维持在当
前2.55%附近的水平，但受到税期等
季节性因素扰动，可能会在部分时
点波动加大。

刘郁团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内1年期同业存单的收益率中枢或
在2.6%至2.7%。后续中枢是否突破
该区间，需要关注非银机构对存单
的需求、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是否出
现趋势变化。

同业存单供需格局明显改善
有望延续到二季度

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管理工具之
一，银行发行同业存单，主要是出于
补充负债资金来源，配合资产规模
扩张。

广发证券固收刘郁团队认为，
今年或是同业存单供给大年，一是
从备案额度来看，截至2023年4月22
日，已有312家银行披露2023年同业
存单备案额度，合计达23.5万亿元，
为历年来最高。二是信贷需求回
暖，今年1月份至3月份社融数据持
续高增，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出现

改善迹象，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
以缓解负债端压力。

“但短期看，同业存单供给压力
低于一季度。一方面是信贷投放可
能环比放缓，4月初以来票据利率整
体趋于下行。一般而言，票据利率
下行是信贷放缓的信号。另一方面
是同业存单到期压力有所下降，2月
份至3月份同业存单到期量分别为
2.3万亿元、2.7万亿元，而4月份至5
月份分别为1.9万亿元、2.1万亿元。
结合这两点，短期内同业存单的供
给压力可能较一季度有所减弱。”广
发证券固收刘郁团队表示。

展望后市，明明认为，随着居
民风险偏好回升，理财、基金等产
品发行将增大对同业存单的配置
需求；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也会给同
业存单提供较好的配置环境，而信
贷发行放缓，存单到期规模水平适
中，使得存单供给压力不会有明显
的增大。

同业存单量价齐跌
4月份发行规模环比减少逾31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