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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新规开启行业转型

近年来，信托公司信托业务持续发展，业务
形式不断创新。与此同时，信托业务分类体系
运行多年，与信托业务实践已不完全适应，存在
分类维度多元交叉、业务边界不清和服务内涵
模糊等问题，完善信托业务分类体系的呼声越
来越高。

在此背景下，2023年3月24日，原银保监会
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
（以下简称“三分类新规”），将信托业务分为资
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
类共25个业务品种，自6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信
托业开启第三次转型。

信托行业第一次转型是2000年左右从融资
平台类业务向表内投资业务转型，第二次转型
是2008年左右向融资类和通道类业务转型，本
次转型的方向是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
和公益慈善信托。

具体来看，资产服务信托按照服务内容和
特点，分为财富管理服务信托、行政管理服务信
托、资产证券化服务信托、风险处置服务信托及
新型资产服务信托五类、共19个业务品种；资产
管理信托依据资管新规，分为固定收益类信托
计划、权益类信托计划、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信
托计划和混合类信托计划共4个业务品种；公益
慈善信托按照信托目的，分为慈善信托和其他
公益信托共2个业务品种。同时，为了有序实施
存量业务整改，确保平稳过渡，设置3年过渡期。

事实上，本次分类改革酝酿已久。2022年4
月份，原银保监会将《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
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发各信托公司
征求意见，并于当年10月份下发《关于调整信托
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同年12月份，公布

《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2023年3月底，三分类新
规正式出台。

三分类新规的正式实施，厘清了各类信托
业务边界和服务内涵，引导信托公司以规范方
式发挥信托制度优势，巩固治理成果，丰富信托
本源业务供给。这不仅是对资管新规的落实，

更是对信托业务转型方向和监管思路的再次
确认，对信托公司开展新一轮转型具有指导性
意义。

继三分类新规后，11月16日，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级分类
监管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监管评级新规”），对
信托公司分级分类监管工作进行规范，设置公
司治理、资本要求、风险管理、行为管理和业务
转型五大评级模块，并设定对评级调升和调降
的若干调整因素。评级结果分为6个级别，级别
越高表明机构风险越大。从监管评级1级至6
级，逐步提高信托公司非现场监管强度和现场
检查频率，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信托公司，相较
于同级别的其他公司进一步强化监管，促使其
稳健经营。

总体来看，三分类新规、监管评级新规的实
施，体现出监管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核心在
于引导信托公司大力开展资产服务信托、公益
慈善信托等本源业务，规范发展资产管理业务，
持续压降待整改业务。在此形势下，信托公司
走差异化转型之路成为趋势。

信托资产规模稳中有升

2023年，信托资产规模延续去年以来稳中
有升的趋势。从信托资金结构看，以证券投资
信托为主的标品信托发展迅猛，投向证券市场
和金融机构的规模提升；房地产信托持续收缩，
规模降幅明显，信托业转型效果初步显现。

中国信托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二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达21.69万亿
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699亿元，环比增幅为
2.21%，较上年同期增加5769亿元，同比增幅为
2.73%。自2022年二季度以来，信托资产规模已
连续五个季度实现同比正增长。

之前，受监管环境变化的影响，信托资产规
模同比增速从2018年9月份开始转负，并一直延
续到2022年3月末，信托资产规模从26.25万亿元
的历史峰值降至2022年3月末的20.16万亿元，降
幅达23.18%。

按资金来源划分，可分为资金信托和管理
财产信托。截至二季度末，资金信托规模达15.7
万亿元，占信托总规模的72.38%。主要投向证
券市场、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基础产业、房地产
等五大领域，对应的资金规模分别为5.06万亿
元、3.83万亿元、2.19万亿元、1.51万亿元、1.05万
亿元，占比分别为 32.22%、24.38%、13.97%、
9.64%、6.68%。

信托公司根据回归资管行业本源的转型要
求，大力发展标品信托，培育金融市场投资能
力，投向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占比持续
提升。截至2023年6月末，投向证券市场（包括
证券、债券和基金）的资金信托规模为5.06万亿
元，同比增幅为29.92%；占比32.22%，环比、同比
分别提高2.3个、6.01个百分点。做大做优做强
证券市场类信托业务已成为行业转型共识，信
托资金配置向标准化资产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凸
显。此外，投向金融机构的资金信托规模为2.19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387亿元，增幅达
12.22%；占比13.97%，环比、同比均小幅上升。

随着标品信托持续发力，信托业在金融市
场的参与度将提升。在目前监管套利及非标嵌
套被严格杜绝的情况下，以债券投资为主的标
品信托近年来得到持续发展，预计市场规模将
持续上升。

今年以来，传统信托业务受到较大挑战，投
向工商企业、基础产业、房地产领域的规模和占
比进一步下降。房地产信托曾是信托公司的支
柱业务和重要收入来源。近年来，受监管政策
以及房地产行业整体环境影响，投向房地产的
信托资金占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3年
6月末，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规模为1.05万亿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61亿元，同比降幅为
25.87%，环比下降7.08%；占比6.68%，较上年同
期下降2.85个百分点。

随着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不断优化和政
策效应的叠加，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2023年

二季度的房地产信托资金规模同比、环比降幅
均有所收窄，房地产信托风险表现出稳步缓释
的特征。

新华信托成首家破产信托公司

2023年5月26日，进入破产程序近一年后，
新华信托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
破产。由此，新华信托成为2001年信托法颁布
以来第一家破产的信托公司，我国信托公司的
数量也从68家减至67家。

令人唏嘘的是，新华信托曾是首批获得信
托业务经营资格的5家公司之一。其破产历程
则可追溯到2020年。彼时，由于新华信托等六
家机构触发相关接管条件，为保护保险活动当
事人、信托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原银保监会决定于2020年7月17日起，依法
对相关机构实施接管。接管期满一年后，该六
家机构接管期又被延长至2022年7月16日。

在两年接管期即将结束之时，2022年6月16
日，《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破产清算的请
示》获批复，原银保监会同意其依法进入破产程
序。当年7月份，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
新华信托的申请，于6日和14日分别裁定受理新
华信托和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创富”）破产清算案件。由于“两公
司法人人格严重混同，资产与负债难以区分，区
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且资产混同
程度具有显著性、广泛性、持续性，已经严重损
害了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该院在15日裁定对
两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该院认为，
新华信托及天津创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法定
条件，最终于2023年5月26日裁定宣告新华信托
和天津创富破产。

新华信托破产后，其持有的股权、车辆、大
楼等资产也被陆续摆上拍卖台，目前部分资产
已被顺利拍卖成交。例如，新华信托持有的新
华基金35.31%股权于今年8月底以2.71亿元落
槌成交。

新华信托的经营乱象从监管罚单中可见一
斑。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下半年，原重庆
银保监局披露了对新华信托及其相关人员的共
计20张罚单，其中，对新华信托存在的14项违法
违规事实合计罚款1450万元；另对相关人员分
别加以取消高管任职资格3年、禁止终身从事银
行业工作、警告并罚款等处罚。

新华信托的破产，意味着极具稀缺性的信
托牌照也并非“一张都不能少”，拉开了信托公
司市场化退市的大幕，同时也给行业敲响了警
钟——高风险信托公司应妥善化解风险，保护
投资者权益，合规审慎经营。

多家公司产品逾期兑付

今年，信托行业频频与“爆雷”挂钩，昔日的
信托业龙头企业中融信托深陷产品兑付危机，
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注册资本达120亿元的中
融信托是名副其实的头部企业，各项经营指标
原本长年居于信托行业前列。

2023年9月15日，中融信托发布公告称，受
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信托产品无法按期
兑付。为此，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将对中融信托
进行托管，托管期限为一年。

此前的8月29日晚间，中融信托的控股股东
经纬纺机发布公告称，由于市场变化，公司经营
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
响，申请退市。彼时，业界认为，经纬纺机主动
退市或与中融信托产品大面积“爆雷”有关。

事实上，中融信托产品大面积“爆雷”早有
征兆。今年4月初，吉华集团公告称，公司购买
的两款中融信托产品逾期兑付。进入8月份，中
融信托产品违约风波迅速蔓延，包括中瑞泰、先
锋电子、安邦电气等在内的7家上市公司先后发
布公告称，公司购买的中融信托相关理财产品

逾期兑付。截至目
前，中融信托20款产品“爆
雷”，波及23家上市公司，涉及金
额达14.28亿元。中融信托的圆融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出现频率最高，波及7家公
司、金额达4.83亿元。

关于违约产品如何兑付，中融信托并未再
公开发声，涉事上市公司也大多表示后续将督
促中融信托尽快兑付本息。与此同时，中融信
托依然有大量尚未到期的存续的信托产品。如
何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成为摆在中融信托
面前的难题。

除中融信托外，年内还有多家信托公司也
出现产品逾期兑付。11月中旬，北京华软新动
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被爆“踩雷”，国通信
托、外贸信托等公司的相关产品逾期兑付。

近年来，信托行业高速发展的背后，部分信
托公司存在偏离信托本源、合规意识淡薄等问
题。受强监管和市场环境变化影响，信托行业
积累的风险加速暴露，行业进入清理整顿的阵
痛期。而随着信托公司违规展业、监管套利的
空间被压缩，行业风险逐渐出清，有望回归健康
规范发展轨道。

信托公司年内共增资逾162亿元

2023年，信托行业资本金实力再上新台
阶。当前，信托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跃至51亿
元的新高点，“百亿俱乐部”成员多达10位，最高
者注册资本达150亿元。

2023年，中小型信托公司增资意愿变强，行
业增资规模再度站上百亿元。据记者统计，以
监管批复时间为口径，年内已有云南信托、陕国
投信托、建元信托、粤财信托、吉林信托、华宸信
托、西部信托、长安信托、中原信托、北方信托等
10家信托公司完成增资，合计金额162.29亿元，
创下近三年新高。其中，建元信托、粤财信托、
英大信托分别以43.75亿元、24亿元、20亿元的增
资规模居前三位。另外，西藏信托增资事宜已
获监管部门批复，若年内完成增资，将把今年增
资总额推高至183.29亿元。

从最新的注册资本情况来看，虽然信托公
司平均规模跃至51亿元的新高点，但是头尾公
司差距悬殊，既有百亿元以上的头部企业，也有
不足十亿元的尾部企业，首尾最高差距达50
倍。对于中小型信托公司而言，补足资本金短
板的需求依然迫切。

当前，从规模分布来看，100亿元及以上的
公司共10家，占比15%，重庆信托以150亿元居
首，五矿信托与平安信托分别以130.51亿元、130
亿元位居其后；50亿元至100亿元（不含）的公司
共18家，占比27%；10亿元至50亿元（不含）的公
司共37家，占比55%；10亿元以下公司共2家，占
比3%。

公开信息显示，历史上信托业增资高点出
现在2016年、2017年，年度增资总额均在300亿
元以上，此后增资规模虽有所回落但也保持在

每
年 百 亿
元以上水平，
直至2022年骤降
至约76亿元，今年再
度回升至百亿元以上。

近年来，在大型信托公司
普遍具有雄厚资本金实力的背景
下，中小型信托公司“接棒”成为增资
主力。在监管趋严和业务转型深化的关
键时期，资本金实力在满足监管要求、扩大信
托业务规模、缓释项目风险、探索创新业务等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增强资本金实力
已成中小型信托公司的共识。

半数公司高管发生变动

在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信托公司高管变
动频繁，反映出信托公司加快实施战略布局，加
大资源投入、组织建设、能力培养以适应转型需
要。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以监管批复时间为口
径，2023年共34家信托公司高管变动，占67家信
托公司总数的50.74%。其中，22家公司的“一把
手”（董事长、总经理或总裁等）更迭，占比
32.83%。信托公司高管变动原因主要包括正常
人事交接、股东变动影响及市场化离任竞聘等，
其中正常交接占比较高。

具体来看，今年董事长发生变动的信托公
司有13家，总经理（总裁）发生变动的信托公
司11家，昆仑信托、华能信托的董事长、总经
理均发生变动。其中，董事长发生变动的信
托公司包括厦门信托、华宸信托、长安信托、
紫金信托等；总经理（总裁）发生变动的信托
公司包括渤海信托、陕国投信托、中海信托、

百瑞信托、大业信托等。
据公开信息，年内履新的信托公司“一把

手”多是银行老将，具有丰富的银行从业经
验。比如，履新华润信托董事长的刘小腊，曾
任招商银行计划资金部经理、金融市场部总经
理，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党委书记；中原信托董
事长曹卫东曾担任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机构
业务部总经理、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华宸
信托董事长邢爱泽曾长年供职于内蒙古银行；
华鑫信托董事长朱勇曾供职于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总行等。

在业界看来，为了适应监管形势和市场环
境的变化，推进业务转型，信托公司势必要引入
更多更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新上任的高管究
竟能否顺利推动信托公司经营再上新台阶，也
许会在2024年看到答案。

信托业转型的阵痛与成长信托业转型的阵痛与成长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萌邢萌 张安张安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方凌晨方凌晨

编者按：2023年，信托行业开启第三次
转型，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路径，从监管到公
司，从战略到业务，从产品到服务……方方
面面传递出转型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这一年，信托业务三分类新规实施，厘
清了业务边界与服务内涵，开启行业新一
次转型；严监管持续，风险加速出清，倒逼
信托公司加快转型步伐；增资潮再起，提高
信托公司资本金实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满
足转型发展需求；高管变动频频，调整优化
战略发展规划，应对转型挑战；业务结构
持续优化，标品信托增势迅猛，转型效果渐
显……种种变化凝聚成行业转型的缩影。
今日，本文从六个维度透视2023年中国信
托业发展，记录行业转型中的阵痛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