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

定位“小而美” 探寻个性化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吴杨

当前，信托行业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业务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挑战。 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转型是必然趋势，要紧跟监管鼓励的转型方向，具体转型路径选择取决于每家信托公司的禀赋和差异化定位。 在他眼中，“做小而美的金融市场综合服务商”是适合云南信托的战略方向。

培育差异化增长点

在央行与原银监会任职多年的甘煜，拥有多年的监管和银行从业背景。 “对于部分信托公司而言，需要结合差异化优势错位竞争。 ”他说，每家信托公司都会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风险偏好等选择差异化、个性化转型之路。

如何错位？ 关键在于发力最适合的业务领域。 甘煜表示，监管推出了信托“三分类新规” ，未来资产服务信托或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前景广阔。 例如，可以在普惠金融、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特殊资产服务信托等多个领域持续探索创新。

“于云南信托而言，做‘小而美’的金融市场综合服务商，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 ”甘煜坦言，在60余家信托公司中，云南信托处于中游水平，这是“小” ，要想“美” ，则需转型做出差异化，向服务要生产力，围绕客户认真打磨产品。

过 去 几 年 ， 云 南 信 托 在 资 本 市 场 综 合 服 务 、 标 品 信 托 、 家 族 信 托 、 特 殊 资 产 服 务 信 托 、 薪 酬 福 利 信 托 、 消 费 金 融 等 细 分 领 域 努 力 尝 试 ， 希 冀 形 成 信 托 行 业 特 色 。 “让 子 弹 多 飞 一 会 儿 ， 给 行 业 一 些 时 间 去 细 化 和 转 型 。 ” 甘 煜 表 示 ， 在 复 杂 多 变 的 经 济 环 境 下 ， 需 保 持 审 慎 态 度 ， 有 所 为 有 所 不 为 ； 要 结 合 公 司 服 务 和 资 源 结 构 ， 匹 配 产 品 、 选 择 客 户 ， 进 而 培 育 新 的 差 异 化 增 长 点 。

加速数字化转型

转型不仅是业务模式的转变，也要紧跟企业文化再定位。

2019年3月，年仅43岁的甘煜担任云南信托董事长，成为信托行业知名的“少壮派”掌门人。在他看来，信托公司的文化必须要重视诚信、专业、勤勉、尽责的价值理念，同时，要基于受托人定位来发展信托业应有的文化。

“公司目前在创新业务上加速科技赋能，同时在企业文化上形成了科技创新文化特质。”甘煜认为，新兴技术能有效为信托业转型赋能，是行业回归本源的有力支撑。如果没有科技助攻，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恐怕不太敢轻易涉足普惠金融、中小微企业金融等方面。近年来，云南信托重点加大了证券投资信托、家族信托、资产配置、普惠金融、汽车金融等重点业务的科技服务力度。以普惠金融为例，目前云南信托依托科技赋能累计服务了2485.06万名消费者。

甘煜表示，以科技赋能信托，推动组织管理体系调整，也是每家信托公司普遍的转型方向。 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信托公司将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增强客户体验。

坚守受托人定位

加速转型，合规和风控是生命线。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守住合规底线、守住风险屏障，又通过服务好社会经济，实现自身稳健发展。 ”甘煜说。

甘煜称，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要管理好风险，提升风险的定价能力。 在具体经营方面，必须坚持受托人定位，加大信托产品风险防范，提高尽职管理水平。

不忘初心，服务实体经济，这是信托发展之源。“信托公司要正本清源，转向高质量发展，不能想着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融大鳄’，要做‘搬砖’的金融‘民工’。 ”甘煜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金融从业者不要想着凭借简单的资金优势成事，而是要以专业的服务优势辛勤劳动、创造财富。“要真正靠知识和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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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地方性中小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本报记者 薛瑾

新年伊始， 多家地方性中小银行加入存

款挂牌利率下调队伍， 部分银行同时对多个

期限的存款利率进行调整， 部分银行则是对

个别期限存款利率进行调整。

各银行调整步伐不一

近日，广西上思农商银行、北京怀柔融

兴村镇银行、广西隆林农村商业银行、广西

德保农村商业银行、 湖北当阳农商银行、新

疆伊犁农村商业银行、广东惠来农村商业银

行、四川都江堰金都村镇银行等发布公告称

调整存款挂牌利率， 覆盖对公/个人活期存

款及定期存款。

部分银行的调整涉及多种期限。例如，新

疆伊犁农村商业银行调整后， 一年期、 二年

期、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执行利率分别为

1.55%、1.75%、2.05%、2.10%，对比未调整前

分别下降15个、25个、45个、30个基点。

部分银行对个别期限的品种进行了调

整。 如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将对公和对私

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调整为3.05%，其

他存款产品利率保持不变。 广西隆林农村商

业银行调整对公人民币活期存款挂牌利率为

0.2%，其他存款挂牌利率不变。 广西梧州市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仅调整个人定期存款六

个月、五年期挂牌利率。四川都江堰金都村镇

银行调整了五年期整存整取（储蓄）及五年

期整存整取（对公）利率，调整后的执行利率

均为3.8%，较调整前下降10个基点。

业内人士表示， 地方性中小银行这波存

款“降息” ，属于跟进此前大中型银行存款利

率调降步伐。 不同银行的调整时间和幅度等

会根据自身情况以及参考同类银行情况有所

差异。

缓解净息差压力

受资产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 存量

房贷利率调降及负债端存款定期化等因素影

响，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根据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2023年三季度末，商

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73%。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从多家银行了解

到，新发放贷款定价在持续下降，特别是在对

公领域，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有对公业务

人士直言：“各家银行贷款拼价格现象比较

突出，内卷比较厉害。 ”

专家预计，2024年， 受年初资产重定价

效应、 贷款端利率下行及地方债务置换等影

响，银行业息差继续面临收窄压力。 近年来，

银行业纷纷采取举措， 缓解净息差下行的压

力。 目前来看，稳息差仍将是银行业2024年

的重点工作之一。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存款

利率下调可以降低商业银行平均存款成本，

一定程度上能减轻银行经营压力， 提振净息

差，避免存款定价的无序竞争，帮助银行负债

体系更健康地运转。

推动特色化发展

综合来看， 地方性中小银行各期限利率

仍普遍比国有大行利率高。

有业内人士表示，与国有银行相比，农商

银行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更高的存款利

率， 利率优势对于追求存款收益最大化的客

户具有很大吸引力。 存款利率下调有助于缓

解银行息差压力， 但同时也会让银行面临存

款流失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 近期也有中小银行逆势上

调了存款利率。 例如，河南太康农商银行、河

南西峡农商银行、河南许昌许都农商银行、山

西广灵农商银行、 山西寿阳农商银行在内的

多家农商银行纷纷发布公告，上调存款利率。

不过， 上述银行上调利率执行的期限普

遍为2024年第一季度。“这些基本都是‘临时

措施’ ， 是为了开门红冲业绩才选择上调存

款利率。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不少中小银

行都会在营销策略上通过“利率高” 的卖点

吸引客户，尤其是在年末和年初开门红期间。

专家表示， 中小银行可根据存款市场供

求状况、金融市场利率走势及本行实际情况，

更为灵活地调整其对于存款产品的定价，但

也需要在追求揽储规模之外，优化负债成本、

推动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和转型。

2023年理赔服务报告陆续出炉

保险业智能理赔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陈露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1

月4日， 已有超过10家保险公司披露2023年

度理赔服务报告。理赔年报显示，部分保险公

司的理赔金额、理赔件数较2022年同期有所

提高，随着智能理赔加速推进，理赔时效进一

步提升。

理赔金额上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当前已有中国人寿

寿险、平安人寿、北京人寿、百年人寿、长城人

寿、招商信诺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华贵保险、

德华安顾人寿等在内的10余家人身险公司

披露2023年度理赔服务报告。

从已披露的理赔金额来看， 中国人寿寿

险的理赔金额最高，2023年全年赔付金额达

599亿元，同比增长16.3%，日均赔付1.64亿

元。 平安人寿的理赔金额也超过百亿元，

2023年全年赔付金额达到442亿元， 日均赔

付金额超1.2亿元。

部分保险公司2023年的理赔金额和理

赔件数较2022年同期有所提高。 比如，长城

人寿2023年赔付金额为4.3亿元， 同比增长

16.22%， 赔付件数为6.8万件， 同比增长

25.93%。 百年人寿2023年赔付金额为21.86

亿元，同比增长15.86%，赔付件数为14.97万

件，同比增长15.15%。

从理赔获赔率来看， 保险公司的理赔获

赔率大多在98%以上， 大型保险公司和中小

保险公司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理赔服务报告

显示，中国人寿寿险的获赔率为99.7%、平安

人寿的获赔率为99.2%， 长城人寿的获赔率

为 99.23% ， 富德生命人寿的获赔率为

98.19%，交银人寿的获赔率为99.1%。

此外，还有部分财产险公司披露2023年

度理赔服务报告。 中国人保财险2023年全

年为1.2亿客户提供理赔服务，日均赔付超9

亿元，全年累计处理案件超1.3亿笔。 平安产

险2023年理赔金额超1600亿元，赔付件数超

4.7亿件，全年服务客户超过5亿人次。 中国

人寿财险2023年赔付金额为669.3亿元，同

比增长17.37%，赔付件数为1668万件，同比

增长45.38%。

理赔时效提升

随着保险公司智能理赔持续推进， 保险

公司的线上理赔占比越来越高， 理赔时效进

一步提升。业内人士认为，保险公司应进一步

加强智能化管理能力，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

捷的服务。

中国人寿寿险表示，2023年公司整体赔

付时效0.38天，同比提速近12%。 长城人寿表

示，2023年理赔E化率为99.82%， 同比增长

1.29个百分点，理赔申请时效1.26天，同比提

速11%。 中宏保险2023年的移动平台使用率

为89.7%，同比增长0.7%，移动平台当日获赔

率为93.5%，同比增长2.5%。

不少保险公司在2023年积极进行智能

理赔探索，推出创新项目，为客户提供高效、

便捷的理赔服务。比如，中国人寿寿险试点推

出全流程无人工理赔， 试点省份人工作业时

间缩短超90%， 试点地区自动通过赔案比例

为5%至15%。 在平安人寿的智能理赔系统

中，可实现一句话语音报案，一键上传材料，

一分钟审核给付。

此外， 不少保险公司还与医院合作推

出理赔直付，使理赔更加便捷。 招商信诺人

寿2023年度理赔报告显示， 该公司在中国

大陆地区的医疗直付网络已达到1131家，

包含三甲医院的特需门诊、VIP门诊及高端

私立医院等。 高端医疗保险客户在直付医

疗网络内就医，无需垫付现金，省去理赔申

请流程。

总体规模缩水

上市公司理财上演“变奏曲”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薛瑾

近日，多家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度购买理财产品

的计划。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在数十家公司的理

财计划中，调降和维持上限规模的占比较大。 同时，数

据显示，2023年，A股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规模总体

缩水，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认购金

额合计不足1万亿元， 此前四年这一规模维持在1.4万

亿元至1.5万亿元。

对于理财规模缩水， 多家上市公司回应称，主

要是基于项目投资方面的考量， 随着超募资金的

使用，募投项目陆续建设，产线陆续投入，想将更多

资源投入到主营业务中。 此外，理财产品收益率吸

引力降低等因素，也影响了上市公司买理财产品的

热情。

多家公司调低上限

1月3日晚，润农节水发布2024年度使用闲置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

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这一规模较此前一年出现缩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在数十家已披露

2024年度理财计划的上市公司中，选择下调理财上限

规模的企业较多。 例如，长盈通计划2024年使用总额

不超过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投资理财产品， 相较

于2023年投资限额下调1亿元。

“减小理财投入规模， 主要是基于对外项目以及

未来投资预计的情况进行的考量，是一个综合决策。 ”

长盈通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调降上限规模的公司中， 不乏大额调降的案

例。 例如，创新新材2024年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上

限为20亿元，而2023年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50亿元；

金龙鱼2024年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进

行现金管理，较2023年计划的不超过45亿元规模下降

15亿元。

创新新材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调降规模，是在满足

公司战略和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为确保

资金安全及保持合理的流动性， 同时兼顾自有闲置资

金收益水平进行的合理操作。

专注主业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2023年上市公司认购

理财产品的规模出现缩水。 Wind数据显示，2023

年，A股共有1150家上市公司认购理财产品，认购金

额合计超9800亿元。 而2019年至2022年，合计认购

金额分别为1.47万亿元、1.47万亿元、1.43万亿元、

1.50万亿元。

细分来看， 与2022年相比，2023年上市公司认

购的存款、银行理财、券商理财、投资公司理财规模

均同比下滑，其中银行理财同比下降超50%、结构

性存款同比下降超30%。 不过，上市公司国债逆回

购投资加码， 合计认购金额由2022年的23.79亿元

增至2023年的63.66亿元。 业内人士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低风险等特征成为上市公司买理财的普

遍需求。

苏州一家光电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们

会更加谨慎地选择理财产品，并严格履行相关程序，降

低投资风险。目前我们买的都是中低风险产品，主要是

结构性存款。 随着超募资金的使用， 募投项目陆续建

设，产线陆续投入，闲置资金会减少，预计今年的理财

规模也会减小。 ”

“我们公司从2023年开始就很少购买理财产品

了。” 华东一家民营上市公司的董秘称，减小理财投资

规模，主要原因有：一是在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公司选择减少具有一定风险的投资，用来降低投

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二是公司想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主

营业务中，增加公司现金流，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确

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此外，近两年，理财产品收益也

不高。

合理配置资源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上

市公司投资理财降温， 是其现金流状况和现金管理

策略发生变化所致，也是监管引导的结果。不少上市

公司在年底年初现金流变化较大， 上市公司需要调

整其资金运用策略， 将更多资金用于自身的业务发

展和运营。此外，不少上市公司选择使用现金进行股

票回购。

理财市场的收益水平也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考量

因素。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

上市公司买理财降温与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及收益率

吸引力下降等有关，上市公司需要权衡闲置资金的机

会成本。

未来，若理财市场收益回升，上市公司理财规模是

否会回归？“一般来说，理财收益回升如果反映宏观经

济与市场回归常态， 上市公司可能会用更多资金进行

业务扩张，理财投资方面的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周茂

华称。

一直以来， 市场对于上市公司购买理财的做法存

在争议。田利辉建议，在选择理财产品和投资理财过程

中，上市公司应该注意长期规划、主营发展、风险控制、

合规性审查和信息披露等问题。 “上市公司需要制定

长期的财务规划和战略目标， 并根据这些目标合理配

置资源，避免短期行为和过度投机，将重心放在主营业

务上， 通过提高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可持续

发展。 ”田利辉说。

培育差异化增长点

在央行与原银监会任职多年的甘煜，拥

有多年的监管和银行从业背景。“对于部分

信托公司而言，需要结合差异化优势错位竞

争。 ” 他说，每家信托公司都会基于自身的

资源禀赋、风险偏好等选择差异化、个性化

转型之路。

如何错位？关键在于发力最适合的业务

领域。 甘煜表示，监管推出了信托“三分类

新规” ，未来资产服务信托或面临巨大的发

展机遇，前景广阔。 例如，可以在普惠金融、

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特殊资产服务信托

等多个领域持续探索创新。

“于云南信托而言，做‘小而美’ 的金

融市场综合服务商，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的目标。 ”甘煜坦言，在60余家信托公司中，

云南信托处于中游水平，这是“小” ，要想

“美” ，则需转型做出差异化，向服务要生产

力，围绕客户认真打磨产品。

过去几年，云南信托在资本市场综合

服务、标品信托、家族信托、特殊资产服务

信托、薪酬福利信托、消费金融等细分领

域努力尝试， 希冀形成信托行业特色。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给行业一些时间去

细化和转型。 ” 甘煜表示，在复杂多变的

经济环境下，需保持审慎态度，有所为有

所不为； 要结合公司服务和资源结构，匹

配产品、选择客户，进而培育新的差异化

增长点。

云南信托董事长甘煜：

定位“小而美” 探寻个性化转型之路

当前，信托行业正面临着

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业务结

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挑战。 云

南信托董事长甘煜近日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转型是必然趋势，要紧跟

监管鼓励的转型方向，具体转

型路径选择取决于每家信托

公司的禀赋和差异化定位。在

他眼中，“做小而美的金融市

场综合服务商” 是适合云南

信托的战略方向。

●本报记者 吴杨

坚守受托人定位

加速转型，合规和风控是生命线。 “要

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守住合规底线、守住风

险屏障，又通过服务好社会经济，实现自身

稳健发展。 ”甘煜说。

甘煜称， 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要

管理好风险，提升风险的定价能力。 在具体

经营方面，必须坚持受托人定位，加大信托

产品风险防范，提高尽职管理水平。

不忘初心，服务实体经济，这是信托发

展之源。“信托公司要正本清源，转向高质量

发展，不能想着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金

融大鳄’ ，要做‘搬砖’的金融‘民工’ 。 ”甘

煜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金融从业者不要

想着凭借简单的资金优势成事，而是要以专

业的服务优势辛勤劳动、创造财富。“要真正

靠知识和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 ”他说。

加速数字化转型

转型不仅是业务模式的转变， 也要紧

跟企业文化再定位。

2019年3月，年仅43岁的甘煜担任云南信

托董事长，成为信托行业知名的“少壮派”掌

门人。 在他看来，信托公司的文化必须要重视

诚信、专业、勤勉、尽责的价值理念，同时，要基

于受托人定位来发展信托业应有的文化。

“公司目前在创新业务上加速科技赋能，

同时在企业文化上形成了科技创新文化特

质。 ”甘煜认为，新兴技术能有效为信托业转

型赋能，是行业回归本源的有力支撑。 如果没

有科技助攻， 包括信托公司在内的传统金融

机构，恐怕不太敢轻易涉足普惠金融、中小微

企业金融等方面。 近年来，云南信托重点加大

了证券投资信托、家族信托、资产配置、普惠

金融、汽车金融等重点业务的科技服务力度。

以普惠金融为例， 目前云南信托依托科技赋

能累计服务了2485.06万名消费者。

甘煜表示，以科技赋能信托，推动组织

管理体系调整，也是每家信托公司普遍的转

型方向。 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未来，信托公司将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创新和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

率，增强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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