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续产品余额稳步增长

银行理财公司看好下半年权益类资产

本报记者 王方圆 见习记者 吴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21日，已有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中邮理财、信银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贝莱德建信理财7家银行理财公司披露2022年上半年理财业务报告。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多数公司存续产品余额较年初有所增长，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和占比有所提升。

多家公司管理规模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6月末，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信银理财、中邮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贝莱德建信理财存续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分别为18236.91亿元、16815.85亿元、11407.01亿元、8460.9亿元、3798.89亿元、2409.42亿元、30.40亿元。

对 比 2021 年 年 末 或 2022 年 年 初 数 据 来 看 ， 2022 年 上 半 年 ， 多 家 银 行 理 财 公 司 非 保 本 理 财 余 额 有 所 增 长 。 信 银 理 财 、 中 邮 理 财 、 南 银 理 财 、 徽 银 理 财 、 贝 莱 德 建 信 理 财 非 保 本 理 财 余 额 分 别 增 加 了 3227 . 17 亿 元 、 1907 . 84 亿 元 、 527 . 82 亿 元 、 258 . 10 亿 元 、 3 . 94 亿 元 。 其 中 ， 信 银 理 财 和 中 邮 理 财 非 保 本 理 财 产 品 余 额 增 速 最 快 ， 较 2022 年 年 初 分 别 增 长 39 . 45%和 29 . 11% 。

从产品发行情况来看，2022年上半年，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信银理财、中邮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和贝莱德建信理财新发产品数量分别为251只、73只、330只、105只、110只、137只和2只；与2021年下半年相比，多家公司新发产品数量呈负增长。

此外，随着上市银行半年报陆续披露，杭银理财、招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公司经营情况陆续出炉。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杭银理财存续的理财产品余额达3549.07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加481.86亿元，增幅为15.71%；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44亿元，实现净利润7.41亿元。 招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为2.88万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长3.60%；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1.86亿元，实现净利润20.66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和新发产品数量变动与资本市场表现、产品到期情况等因素相关。 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家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出现增长。 以农银理财为例，截至7月末，该公司管理产品时点总规模达21333亿元，其中净值型产品突破2万亿元。

渐进加码权益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农银理财、中邮理财、信银理财、南银理财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均超过100亿元，分别为1139.79亿元、296.01亿元、115.79亿元、100.45亿元。

从权益类资产占比来看，相较2021年年末，多数公司的权益类资产投资力度加大。 例如，农银理财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占比由5.54%增长至6.36%，中邮理财由0.91%增长至3.10%，南银理财由0.83%增长至2.50%。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2年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银行理财产品持有权益类资产占比较2021年同期减少0.87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多家银行理财公司表示，当前A股估值已较为接近历史谷底，向下风险有限，未来估值有望继续修复，今年下半年将继续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并适时发行权益类产品。

资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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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一周年上海农商银行业绩喜人

上半年资产规模突破1.2万亿 高管增持提振信心

8月18日晚，沪农商行(601825.SH)发布2022年半年度

报告。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沪农商行（下称上海农商银

行）实现营业收入128.66亿元，同比增长7.03%；实现归母

净利润58.47亿元，同比增长14.25%。

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各项经营业绩指标表现良好；寻

求差异化经营特色，资产规模稳上台阶，突破1.2万亿元；

资产质量保持优异，实现规模效益“双提升” 。 在上市一周

年之际，上海农商银行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半年度“成

绩单” 。

规模利润双增长

规模方面， 截至6月末， 上海农商银行资产总额为

12009.1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67%；其中，贷款和垫款总

额为6354.92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3.57%。 负债总额为

11005.4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72%；其中，吸收存款本金

为8736.7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24%。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6月末，沪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61.2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2.9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6%，

较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433.10%，较上

年末下降9.40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4.17%，较上年末下

降0.03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方面， 截至6月末， 沪农商行资本充足率

15.62%， 一级资本充足率13.0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3.05%。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上半年， 上海农商银行优化

负债结构，夯实存款基础，拓宽优质负债来源，灵活运用主

动融资工具，负债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截至6月末，集团负

债总额为11005.42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394.98亿元， 增长

3.72%，净利息收益率1.87%，较上年同期上升2个基点，较

上年全年上升1个基点。 此外， 该行通过加强负债成本管

理，使得负债成本率同比下降6个基点，较上年全年下降6

个基点，有效对冲资产收益下行压力，支撑息差企稳回升。

寻求差异化特色经营

上半年， 上海农商银行寻求差异化经营特色的努力被

业界认可。

科技“双鑫”品牌特色鲜明。“鑫动能2.0” 培育计划深

化推进，市场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截至6月末，

上海农商银行“鑫动能” 库内企业达609家，授信规模超

500亿元，库内上市企业已达55家，上半年成功培育5家企

业上市。

“商行+投行” 模式初具，“融资+融智” 促进展业，

“股、债、贷、资”四轮驱动的投行产品体系深受市场认可。

截至6月末， 上海农商银行主承销债券金额183.60亿

元，同比增长50.49%，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金

额排名方面位居全国B类主承销商首位、 上海地区银行主

承销商第9位（较上年同期上升3位）。 上半年，该行为25家

发行人发行共29只债券， 发行人数量同比增长92.30%，发

行债券数量同比增长61.11%。

举全行之力优先发展零售业务。 截至6月末，上海农商

银行个人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占比33.28%， 利润总额占比

32.05%，个人存款（含其他个人存款）余额4197.66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338.57亿元， 增幅8.77%； 零售贷款余额达

1855.0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8.09亿元，增幅0.98%，个人客

户（不含信用卡客户）突破2000万，达到2015.26万户，管

理个人客户金融资产 （AUM）100万元以上客户10.33万

户，较上年末增加1.13万户，增幅12.26%，零售业务实现较

快增长。

高管增持提振信心。 8月18日晚间，沪农商行还发布关

于高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 监事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公告显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和价值成长认

可，沪农商行高 级管理人员和部分董事、监事合计14人计

划增持不少于660万元公司A股股份。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

格区间，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2022年8月19日起6个

月，且本次增持主体增持所需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中国

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增持主体包括沪农商行董事长、行

长、监事会主席、职工董事、副行长、独董、职工监事等。

助企纾困显责任担当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面前，上海农商银行有作为有担当，

助力金融纾困实体企业。

筑牢“战疫”堡垒，上海农商银行成立业务连续性应急

小组，组建“火种部队”驻守行内，开启“双循环”应急运营

模式，确保全行高质量金融服务不断档。

同时，该行迅速出台20条普惠金融举措，设立200亿元

纾困贷款、100亿元市区两级保供专项融资、100亿元优惠

专项消费信贷额度；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推进复工复产，出

台金融支持实施方案18条，聚焦复工复产白名单、减费让

利、无还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设置100亿元专项额度

用于支持文旅行业恢复重振； 通过50多场线上共建共联、

云拜访近6000名客户，排摸企业难点痛点和需求；履行社

会责任，成为全市及市区首家复工复产的银行，并在崇明、

奉贤、青浦、松江、嘉定等区均成为区内首家（批）恢复营业

的银行；推出“心家园”服务，打通社区物资保障通道，为本

地农产品销售通路。

助力金融纾困实体企业。 截至6月末，上海农商银行普

惠小微贷款余额575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22亿元， 增速达

4%，普惠小微贷款户数近3万户，较上年末增长0.61万户，

线上产品“银税快贷” 授信金额超2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3亿元，上海市中小微担保基金项下贷款余额近127亿元，

位居上海市同业前列。

上海农商银行致力于打造“长三角最具绿色发展底色

的银行” ，建设涵盖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租赁、绿色投

行、绿色理财在内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业务规模持续

提升。

截至6月末，该行绿色信贷余额263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33%，主要投向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绿色债券投资规模余额为47.2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31.1%；理财产品配置绿色债券17.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4.3%；绿色债券承销规模7.2亿元，绿色融资租赁余额56.4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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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贵金属业务收紧 黄金积存受关注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见习记者 陈露 张佳琳

近段时间以来，多家银行持续收紧个

人贵金属业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时了

解到，面对贵金属投资渠道收窄，部分客

户正将目光转向黄金积存业务。

专家表示，通过黄金积存，投资者可

以长期分批小额买入黄金，降低大额投资

的风险。也有银行客户经理建议投资者在

考虑个人具体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后再

做决定。

黄金积存业务受关注

7月以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信

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收紧贵金

属业务。 对于业务调整的原因，多家银行

在公告中均提及是为了“顺应市场变化、

保护投资者权益” 。

在个人贵金属业务持续收紧之后，投

资者开始关注黄金积存业务。多位客户经

理介绍，黄金积存业务是指投资者在银行

开设积存金账户后，通过账户购买黄金份

额，在累计一定份额之后，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兑换成现金或提取实物黄金。

工商银行某网点客户经理表示，客户

购买黄金的目的不同，会向客户推荐黄金

实物和黄金积存这两类产品。若客户倾向

于获取黄金以用于结婚、 送礼等场景，会

推荐实物黄金； 若客户倾向于投资理财，

会推荐黄金积存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银行近期对黄金

定投、黄金积存业务的交易价格、交易时

间、赎回时效进行调整升级。

例如，广发银行发布公告称，自2022年

10月11日起， 黄金定投业务将全面升级为

黄金积存业务，客户的黄金定投持仓将自动

升级为黄金积存持仓，重量保持不变。 11月

30日起，将停止提供黄金定投业务服务。

广发银行称，相较于黄金定投，黄金

积存具有每日多价、交易时效短、无直接

交易手续费等优势。 升级后的黄金积存可

兑换广发银行的投资金条。

低门槛定投黄金

记者了解到，黄金积存业务具有投资

风险和投资门槛均较低的特点。

多位客户经理表示，代理个人贵金属

业务、账户贵金属业务风险较高，而黄金

积存业务风险较低。

记者查询多家银行网站、App发现，

不同贵金属产品风险评级不同， 黄金积

存业务的风险等级相对较低。 另外，尽管

在具体名称和操作细节上， 各家银行的

黄金积存业务虽略有差别， 但根据客户

经理介绍， 黄金积存业务均能分批多次

买入。

招商银行客户经理称，与基金定投相

似，投资者通过分批买入可以降低黄金价

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平摊投资成本。

国家中级注册黄金分析师王琎青表

示， 投资者可以长期分批小额买入黄金，

降低在不当时候做出大额投资的风险。

黄金积存业务的另一大特点是投资

门槛相对较低。记者在北京一家老凤祥金

店了解到， 购买实物金条做投资的客户，

一般买30g、50g金条的居多。 若以400元

/g的金价来计算，买一根30g的金条便需

要1.2万元。

而黄金积存业务一般以1g或固定的

金额起购，价格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金价

挂钩，投资门槛较低。

金价中长期有望震荡上行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波动加大，市场

不确定性增大。 以COMEX黄金为例，

Wind数据显示， 今年3月，COMEX黄金

最高突破2070美元/盎司，随后震荡下跌，

7月一度跌破1700美元/盎司关口。

渤海证券表示，中长期来看，随着美

债实际收益率阶段性下行，黄金价格有望

震荡上行。

三立期货表示，短期经济和政策端预

期的变化推动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走高，

金银价格承压回调。 中期来看，在没有进

一步超预期利好出现之前，预计金银价格

以筑底为主。

王琎青认为，在美联储加息后期或者

加息周期接近完成时是投资黄金比较好

的时间段。

此外， 多家银行客户经理提示投资

者，在考虑清楚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和对黄

金产品的具体需求后再做决定。

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

创造收益4172亿元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近日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

场半年报告 （2022年上）》

（简称“半年报” ）显示，截至

2022年6月底， 理财产品存续

规模达29.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8%，投资者数量达9145.40

万个， 上半年累计为投资者创

造收益4172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上半年银

行业理财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向

好态势， 理财市场积极推动产

品主题创新， 既加大了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力度， 也增强了产

品的吸引力。

整体稳中向好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总裁成家军介绍，今年上半年，

我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坚持严格

落实监管要求， 贯彻落实新发

展理念，不断强化金融服务、养

老保障功能， 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 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

求，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半年报显示，2022年上半

年，监管部门持续推动完善监

管标准，补充与细化行业监管

制度。 《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一

系列措施陆续出炉，进一步推

动理财公司合法经营和稳健

运行。

银保监会创新部副主任刘

智夫表示， 银保监会将继续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持续

加强理财业务日常监管与风险

防控， 推动理财业务合规健康

发展。 一是持续推动理财公司

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 二是切

实履行受托管理职责与信义义

务。 三是持续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质效。 四是理财登记中心要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产品存续规模超29万亿元

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理财

产品新发行1.52万只， 累计募

集资金47.92万亿元 （含开放

式理财产品在2022年开放周

期内的累计申购金额）。 截至

2022年6月底， 理财产品存续

3.56万只，存续规模29.15万亿

元，同比增长12.98%。

与此同时， 上半年理财业

务转型持续深化， 净值型产品

存续规模及占比均达到较高水

平。 截至2022年6月底，净值型

理财产品存续规模27.72万亿

元，占比95.09%，较去年同期

提高16.06个百分点。

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底，

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为

9145.40万个， 同比增长49%。

其中，个人投资者为9061.68万

人，占比99.08%；机构投资者

为83.72万个，占比0.92%。理财

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4172亿元，较去年上半年增加

34亿元。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

淼表示，从半年报看，银行理财

发展更加稳健。 今年一季度银

行理财受到少数产品“破净”

等因素影响， 理财产品存续规

模一度比年初有所下降， 但二

季度迅速企稳回升，重回29万

亿元之上， 达到29.15万亿元。

预计全年理财市场规模将突破

30万亿元，投资者超过1亿个。

主题产品层出不穷

在养老理财试点方面，半

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6月底，

已经有27只养老理财产品顺

利发售，23.1万名投资者累计

认购逾600亿元。

近期，第二批试点机构陆

续发行养老理财产品，一经发

售便引发投资者火热抢购。 农

银理财总裁段兵介绍，8月18

日，农银理财发售第一款养老

理财产品“农银理财‘农银顺

心·灵珑’ 2022年第1期固定

收益类养老理财产品” ， 募集

第一天累计募集资金超过28

亿元，产品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半

年报显示，截至6月底，银行理

财产品通过投资债券、 非标准

化债权、 未上市企业股权等资

产， 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约

25万亿元，多途径实现理财资

金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对接。

上半年，理财市场累计发

行乡村振兴、 公益慈善等社

会责任主题理财产品56只，

募集资金逾160亿元，助力共

同富裕目标实现；发行ESG主

题理财产品43只， 合计募集

资金逾200亿元， 助力 “双

碳” 目标实现。 截至2022年6

月底， 理财资金投向绿色债

券规模逾2500亿元， 投向疫

情防控、乡村振兴、扶贫等专

项债券规模逾1500亿元，为

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逾3万亿元。

董希淼表示， 养老理财产

品受到投资者热捧， 理财市场

积极推动产品主题创新， 绿色

发展、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共

同富裕、 公益慈善等主题产品

层出不穷， 既加大了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 也增强了产品

的吸引力。

存续产品余额稳步增长

银行理财公司看好下半年权益类资产

● 本报记者 王方圆 见习记者 吴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8月21日，已有工银理财、农银理

财、中邮理财、信银理财、南银理财、

徽银理财、 贝莱德建信理财7家银行

理财公司披露2022年上半年理财业

务报告。

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6月末，

多数公司存续产品余额较年初有所

增长，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和占比有

所提升。

视觉中国图片 本报资料图片 制图/苏振

多家公司管理规模增长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工银

理财、农银理财、信银理财、中邮理财、南

银理财、徽银理财、贝莱德建信理财存续

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分别为18236.91

亿 元 、16815.85 亿 元 、11407.01 亿 元 、

8460.9亿元、3798.89亿元、2409.42亿元、

30.40亿元。

对比2021年年末或2022年年初数

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 多家银行理财

公司非保本理财余额有所增长。 信银理

财、中邮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贝

莱德建信理财非保本理财余额分别增加

了3227.17亿元、1907.84亿元、527.82亿

元、258.10亿元、3.94亿元。 其中，信银理

财和中邮理财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增速

最快，较2022年年初分别增长39.45%和

29.11%。

从产品发行情况来看，2022年上半

年，工银理财、农银理财、信银理财、中邮

理财、南银理财、徽银理财和贝莱德建信

理财新发产品数量分别为251只、73只、

330只、105只、110只、137只和2只 ；与

2021年下半年相比，多家公司新发产品数

量呈负增长。

此外， 随着上市银行半年报陆续披

露，杭银理财、招银理财等银行理财公司

经营情况陆续出炉。 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6月末， 杭银理财存续的理财产品余额

达 3549.07亿元， 较 2021年年末增加

481.86亿元，增幅为15.71%；今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0.44亿元，实现净利润7.41

亿元。 招银理财管理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2.88万亿元，较2021年年末增长3.60%；今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1.86亿元， 实现

净利润20.66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

模和新发产品数量变动与资本市场表现、

产品到期情况等因素相关。今年下半年以

来， 多家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出现增

长。 以农银理财为例，截至7月末，该公司

管理产品时点总规模达21333亿元， 其中

净值型产品突破2万亿元。

渐进加码权益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农银理

财、中邮理财、信银理财、南银理财权益类

资产投资余额均超过100亿元， 分别为

1139.79亿元、296.01亿元、115.79亿元、

100.45亿元。

从权益类资产占比来看，相较2021年

年末，多数公司的权益类资产投资力度加

大。 例如，农银理财权益类资产投资余额

占比由5.54%增长至6.36%， 中邮理财由

0.91%增长至3.10%，南银理财由0.83%增

长至2.50%。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

（2022年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

银行理财产品持有权益类资产占比较

2021年同期减少0.87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 多家银行理财公司表

示， 当前A股估值已较为接近历史谷底，

向下风险有限， 未来估值有望继续修复，

今年下半年将继续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

并适时发行权益类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