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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17日记者发稿时，已
有15家上市券商披露中期业绩预
告和快报，其中有12家券商业绩
预增，仅1家券商业绩预减。预计
实现扭亏为盈的2家券商分别是
太平洋证券和中原证券。

对此，中航证券非银金融团队
建议关注券商投行业务和财富管
理业务带来的业绩增量。

市场回暖
投资和投行业务增长

券商上半年业绩普遍预喜。
具体来看，东方证券、东北证券、
长城证券、华西证券、西南证券等
5家券商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
上限均在100%及以上，财通证券、
东吴证券、国元证券等7家券商均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实现不同程度
增长。

东方证券预计，2023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8亿元到20亿元，同比增
长178%到209%；东北证券预计，
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5.46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64.19%；西南证券预计，
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约 4.48 亿 元 到
4.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约 130% 到
140%；长城证券预计，2023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8.24亿元到9.11亿元，同比
增长90%到110%。

整体来看，上半年券商业绩预
增主要得益于市场回暖，带动投资
业务和投行业务增长，同时，部分
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和资管业务也
对业绩增长有所助益。

以东吴证券为例，今年上半
年，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提升
资本实力，强化合规风控管理，投
资交易、投资银行等多项业务稳步
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加。

积极布局
财富管理等业务

中航证券非银金融团队表示，
“大投行”“大财富”概念的搭建和
转型仍是大多数券商的选择，建议
关注投行业务表现出色的券商，以
及“含基率”较高的券商。

从 近 期 各 家 券 商 发 布 的 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来看，财富
管理业务受到了投资者和机构
的重点关注。7月12日披露的财
通证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显示，2023年，财通证券持续推
进 财 富 管 理 转 型 ，以 客 户 为 中
心，聚焦提升投研能力，全力打
造“财通赢家”财富管理品牌，提
供高质量金融产品，助力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

广发证券表示，居民财富的
增长和需求的多元为证券公司财
富管理业务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广发证券将积极把握发展机
遇，持续推进财富管理和资管业
务主动转型，着力为投资者提供
更为丰富的投资理财产品和解决
方案，满足客户多元化资产配置
需求；坚定财富管理转型战略，并
将进一步夯实“财富管理+资产管
理”的核心业务特色及差异化竞
争优势。

谈及券商未来可发力或布局的
重点领域，Co-Found智库金融行业
研究负责人聂清云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改革
的持续推进，券商可进一步加大对资
本市场的服务力度，包括提供更多的
投资银行业务、研究报告等；另一方
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券商可抓
住科技创新的机遇，加强科技与金融
的融合，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总体
而言，券商需要不断创新和积极转
型，扩大业务领域，以适应市场的变
化和需求。”

在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
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

部总经理杨海平看来，除了投行等
传统优势业务，券商未来发力或布
局的重点业务，也应与宏观经济发
展主题相呼应。例如，与培育新动
能相呼应，积极通过私募子公司等
来布局股权投资领域，同时，也可
与当前各地设立的产业引导基金
相配合；也可与共同富裕主题相呼
应，继续布局财富管理业务。此
外，数字化浪潮下的转型发展和加
快布局国际市场这两个方向也需
要关注。

投资和投行业务驱动
12家上市券商中期业绩预增 2家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冷翠华

根据A股上市险企近日披露的
上半年保费数据统计，6月份，上市
险企的保费收入（文中保费皆为原
保险保费）增速进一步提升，尤其是
寿险保费收入表现亮眼，人保寿险
同比增速最高，达84%。

业内人士认为，上半年尤其是
二季度，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较快，
与银行利率下调、预定利率3.5%的
保险产品将下架的预期等内外部
因素相关，下半年预计财产险保费
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人身险保费
增长则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寿险保费表现亮眼

上半年，A股上市险企共取得保
费 收 入 约 1.71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5%。其中，6月份各险企保费增长
速度进一步提升。

具体来看，6月份上市险企的
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中
国 太 保 26%、新 华 保 险 24.2%、中

国人寿18.3%、中国人保17.9%、中
国平安12.9%，各上市险企的保费
增速均继续抬升，行业延续向好
态势。

五大上市险企中，中国人寿和
新华保险只经营人身险业务，其他3
家为综合性上市险企，同时经营人
身险和财产险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从综合性上市
险企来看，6月份，其人身险保费同
比增速皆高于公司整体保费收入。
其中，人保寿险、太保寿险和平安人
寿保费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4%、39%
和22.8%，这说明6月份上市险企的
人身险业务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
验室主任陈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上市险企整体业务保持良好增
长，尤其是寿险保费增长较快，主要
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受预定
利率3.5%的保险产品将下架的预期
影响，出手配置保险产品尤其是增
额终身寿险的消费者增多，带来相
关保费上涨；二是受银行利率持续

下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尽管保险
产品收益率不能和银行利率简单对
比，但后者是重要参照；三是各险企
加大了营销力度。

此外，陈辉认为，上市险企人身
险保费快速增长，还体现出人身险
改革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

例如，上半年，中国平安的寿
险个人业务新业务保费收入842.5
亿元，同比增长30%；太保寿险代
理 人 渠 道 新 保 业 务 保 费 收 入 约
194.39亿元，同比增长31.9%；人保
寿险长险首年保费约418.68亿元，
同比增长14.6%，其中，期交首年保
费约216.3亿元，同比增长49.9%。
长险首年保费是新业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尽管各险企披露的细分
数据有一定差异，但相关细分数据
皆能反映出寿险改革成效。

不过，近期随着预定利率3.5%
的保险产品逐渐退出市场，人身险
短期业绩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普华
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
周瑾预计，下半年人身险较难延续
上半年的增速，险企面临着转换产

品和需求提振的挑战。

车险保费稳健增长

从上市险企的财险保费收入来
看，增速分化明显。业内人士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各险企在非车险业务
上的策略差异所致。

具体来看，6月份，各上市险企
的财险保费同比增速分别为：太保
产险10.1%、人保财险10%、平安财
险2.6%。

从财险公司具体业务来看，在车
险领域，今年业界关注的是车险自主
定价系数扩围后的影响。商业车险
自主定价系数的浮动范围由（0.65，
1.35）扩大到（0.5，1.5），并分别于4月
28日和5月27日分两批实施（业界称

“车险二次综改”）。在车险二次综改
实施后，行业车险保费整体保持稳
健，市场竞争较为理性。北京地区一
家财险公司车险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主系数区间扩围后，保险公司车
险自主系数的设定大多维持原状，没
有进行大幅调整，直接把系数调到

0.5的少之又少。”
数据显示，上半年，各险企的车

险保费增速相对稳健，太保产险、平
安产险和人保财险车险保费同比分
别增长5.4%、6.1%和5.5%。同时，从
车险保费占比来看，上半年，平安产
险的车险保费占比最高，为65.8%，
太保产险次之，为48.4%，人保财险
最低，为45.2%。周瑾认为，从财产
保险的整体业务结构来看，预计非
车险占比还会进一步上升。

国泰君安发布的研报认为，以
人保财险和平安产险为代表的险企
更加注重承保盈利，上半年均主动
放缓亏损业务增长速度，优化业务
结构。

从综合成本率来看，国联证券认
为，今年上半年在汽车出行恢复正
常，车险市场竞争有所加剧等因素的
影响下，预计上半年财险整体综合成
本率同比将有所上升。展望未来，国
联证券认为，当前，财险行业已经步
入了精细化管理红利释放期，头部公
司的综合优势有望进一步凸显，其综
合成本率指标优于同业。

6月份上市险企保费增长强劲 人保寿险同比增84%

本报记者 苏向杲

信托公司上半年未经审计的业绩数据陆续
出炉。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17
日，有2家上市信托公司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
绩快报，另有10家信托公司通过上市母公司披
露了上半年财报。

整体来看，这12家信托公司预计上半年净
利润合计为59.32亿元，同比下滑5.1%。不过，不
同信托公司净利增速出现分化，其中5家同比增
长，7家同比下滑，且6家下滑幅度超过30%。

上市信托公司净利增速较快

总体来看，2家上市信托公司净利增速表现
较好。

其中，陕国投A业绩快报显示，2023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2.58亿元，同比增长29.65%；
实现利润总额8亿元，同比增长28.74%；计提1.35
亿元资产减值准备后实现净利润5.99亿元，同比
增长28.72%；基本每股收益0.1172元，同比降低
0.26%。

就业绩增长原因，陕国投A提到，主要是完
成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自
有资金运作良好。同时，公司把握监管政策导
向大力推动信托主业转型升级，成效进一步显
现，管理信托规模增至3649.02亿元，运营总体稳
健安全。

另一家上市信托公司ST建元公告称，经财
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3年上半年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0.24亿元，将实现扭
亏为盈；预计2023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0.37
亿元。去年同期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8.8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38亿元。

ST建元表示，业绩增长的原因有三方面：一
是公司对此前债务相关违约金及利息自2023年
2月份起不再计提，相关利息支出及营业外支出
较同期大幅下降；二是公司今年4月份完成非公
开发行事宜，募集资金净额89.72亿元，用于金融
资产投资，相关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
加；三是公司加大资产清收力度，应收款项等收
回导致减值准备转回及相关费用下降，同时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除上述2家外，中粮信托、英大信托、江苏信
托这3家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也同比增长，国投
泰康信托、中航信托等7家信托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出现不同幅度下滑。

对比来看，由于不同信托公司的业务重心
和经营模式各异，构成营收的主要来源——信
托业务收入、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等板块的增速
也出现较大差异。其中，不少信托公司的信托
业务收入和利息收入有所下滑，而投资收益有
所增长。

其中，爱建信托表示，2023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营业总收入5.8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53亿
元，降幅43.6%，主要系利息收入及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下降；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36亿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2.74亿元，降幅53.67%。

中融信托上半年营业总收入为23.58亿元，
同比增长1.21%。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利息净收入、投资收益分别为11.63亿元、0.38亿
元、10.7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0.5%、86.2%、
195.2%。

实际上，上述信托公司的营收结构特征与
一季度行业营收情况有类似之处。中国信托业
协会6月2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行
业实现信托业务收入128.23亿元，同比下降
33.1%；实 现 利 息 收 入 10.80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1.45%；而实现投资收益112.63亿元，同比大幅
增长159.38%。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简永军认为，
一季度信托业务收入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信
托业务结构的调整，信托报酬率相对更高的融
资类信托规模持续下降，虽然投资类信托、服务
信托规模持续提升，但这类业务的年化平均报
酬率水平不高，导致行业整体报酬率水平下降。

行业业绩增长压力仍较大

展望今年下半年信托公司业绩增速，北京
一家中型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行业整体
业绩增长压力还是比较大，主要原因是，信托公
司目前较为依赖的传统信托业务依然处于转型
关键期，在新旧业务交替更迭过程中，预计下半
年信托公司仍然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不过，
随着一些信托公司固有业务占比的提升，可能
推动其业绩下半年迎来一定幅度的改善。

另一家大型信托公司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公司正在按三分类新规（今年6月1日起实施
的《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
优化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并逐步出清之前风
险较高的房地产业务，短期业绩仍会面临一定
压力，但长期发展趋势向好。

国投泰康信托研究院院长邢成对记者表
示，当前，新分类监管框架是信托公司转型的大
趋势和主流方向，也是信托公司下半年的工作
重点。信托公司要摒弃传统的私募投行和非标
融资的发展模式，心无旁骛地按照新分类监管
政策导向对传统业务模式进行转型创新，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在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
和公益慈善信托三大领域，守正出奇、开拓创
新，惟其如此，才能凤凰涅槃。

12家信托公司
上半年预计净赚59亿元

本报记者 彭 妍

与6月份理财规模环比下滑不
同，7月上旬银行理财迎来“开门
红”。中金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上旬，银行理财规模增长1.07万亿
元。

银行理财规模的变化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包括存款利率、宏观经济
环境、市场竞争和投资者风险偏好
等。

展望未来，多位受访业界人士
表示，依然看好理财市场修复趋势
得到延续，今年下半年，银行理财规
模将逐步回升。

7月初理财存量
规模快速恢复

中信证券此前数据显示，2023
年6月份理财规模环比减少了1.19万
亿元至25.34万亿元，降幅达4.49%。
中金公司最新研报数据显示，7月上
旬，理财行业规模扩容1.07万亿元，
截至2023年7月10日，全市场规模已

修复至26.65万亿元，较3月末低点累
计增长1.61万亿元。

广发证券固收团队最新发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4日，银行
理财存量规模较7月7日上升3324
亿元至26.93万亿元。其中，理财
子公司规模较7月7日上升3674亿
元至22.71万亿元，延续季末规模
下降之后的回升趋势，但动能边
际减弱。分投资方向看，现金管
理型规模上升幅度最大，较上周
增长1663亿元至8.1万亿元，环比
增幅为2.1%。

从产品端来看，7月上旬银行
理财规模增长超万亿元，主要来
自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固收类
理财产品。期限较短、流动性较
好的纯固收产品更受到市场的欢
迎。

就上述现象，中信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7月份理财规模的回升主要是6
月底由于季节性因素流入银行表内
的存款回流到理财，以现金理财为
主，由于母行季末考核、理财到期产

品多设置为季末，因此季末理财规
模往往降幅较大，但下个季度初会
很快恢复。

此外，定期存款对理财的“替代
效应”有望减弱也是重要因素之
一。今年6月份以来，国有大行和全
国性股份制银行纷纷下调部分人民
币存款挂牌利率，或给理财产品规
模恢复提供机会，“刚兑”收益的阈
值降低有望提升理财产品的吸引
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杜阳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7月份“开
门红”主要受供需两方面影响。供
给方面，存款利率下调一定程度上
降 低 了 其 对 理 财 产 品 的 替 代 效
应。同时，今年以来，债券市场修
复态势明显，理财公司积极推进高
质量发展转型，净值波动减弱，产
品收益率企稳回升，理财作为稳健
型投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
从需求端来看，上半年宏观经济恢
复势头良好，有力提振了居民投资
信心。同时，经济向好拉动居民就
业率，提升收入水平，进一步刺激

其投资意愿。

理财市场
修复趋势将延续

对于今年以来银行理财规模
变化的情况，《证券日报》记者根据
相关数据统计发现，今年一季度，
在市场波动下，银行理财市场延续
规模下降的趋势。二季度，随着债
市行情好转，4月份、5月份连续两
个月理财规模出现回升；季末效应
影 响 下 ，6月 末 理 财 规 模 环 比 下
降。展望未来，多位受访业界人士
预计，今年下半年银行理财市场规
模将逐步回升。

明明表示，目前银行理财已走
出了赎回潮的阴影，而表内存款利
率在监管指导下不断压降，理财性
价比凸显，且此前流入表内的存款
期限大多在一年以内，回流理财不
存在阻碍，理财规模也有在下半年
冲量发力的惯例，因此下半年理财
规模很有可能恢复到29万亿元以上
的水平。

除上述宏观经济向好、存款利
率下调等因素外，6月份以来，多家
理财公司公告调降费率，包括固定
管理费、产品赎回费等，不断减费让
利投资者，提升理财产品的持有体
验。在杜阳看来，预计2023年下半
年，理财规模或将保持稳健扩张。
上述各方因素的影响在下半年将体
现得更加充分，从而带动理财市场
延续回暖势头。

尽管今年下半年银行理财规模
或会持续提升，但银行理财收益率
大概率会有所降低。明明表示，由
于债市收益率相比年初处于低位，
新发理财产品面临着比较大的配置
压力，新发产品的业绩基准也有所
调低，因此下半年理财收益率很难
维持上半年的水平，大概率会有所
降低。

广发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刘郁表示，从产品期限来看，未来理
财产品延续短期化趋势。二季度以
来，新增理财产品结构以短期限产
品为主，或与居民风险偏好较低有
关，其趋势可能延续。

7月上旬银行理财市场增长超万亿元
专家预计下半年延续回暖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