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热度延续

银行同业存单供需有望走强

本报记者 陈露 见习记者 吴杨 实习记者 余嘉琦

截至目前，1月份以来同业存单的发行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超过100家，较2022年同期明显增多，发行利率较上月略有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下降与近期流动性较为宽裕有关。 展望后市，预计同业存单供需有望走强。

发行超600只

截至1月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已有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在内的100多家银行发行超过600只同业存单，合计发行规模超过3000亿元。 和2022年同期相比，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数量明显增加，2022年同期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不足百家。

从期限结 构来看 ， 1月份以 来，期限为 3个月的 同业存 单发行 量最大，超 过 1000亿元 ，占比超 过 30 % 。 期限为 1个月的 同业存 单发行 量紧随其 后，占比 接近 30 % 。 1年 期的同 业存单发 行规模 超过 700亿 元，占比超 过 20 % 。

从发行主 体上看 ，城商行 、股份行相 较于国 有行、农 商行发 行规模更 大。 Wind数 据显示 ， 1月以来，城 商行以 超过 1000亿 元的发 行规模居 首，紧随 其后的 是股份 行，两者合 计占总 发行规 模的一半 以上。 银 行方面 ，交通银 行、邮储银 行、兴业 银行、上 海银行 等多家银 行的发 行规模 均已超过 百亿元 。

此 外 ，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官 网 显 示 ， 1 月 份 以 来 ， 已 有 南 京 银 行 、 成 都 银 行 、 天 津 银 行 、 长 沙 银 行 等 多 家 银 行 相 继 披 露 2023 年 同 业 存 单 备 案 发 行 额 度 ， 部 分 银 行 的 备 案 发 行 额 度 较 去 年 持 平 或 略 有 上 升 。

发行利率下降

和2022年末相比，2023年以来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有所下降。 Wind数据显示，1月份以来，同业存单的平均发行利率为2.39%，较2022年12月的2.57%有所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流动性有密切关系。 东海证券分析师王鸿行表示，元旦节后流动性较为宽裕，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明显下降。

从公开市场来看，近日，央行启动14天期逆回购呵护节前资金面。1月11日，央行开展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22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有160亿元逆回购到期，净投放710亿元。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金融组研究员叶倩宁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重启14天期逆回购，整体操作规模放量，银行间资金面有所改善。

业内人士预计，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宽松。叶倩宁认为，预计随着央行调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会进一步回暖。

展望同业存单利率走势，中泰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周岳认为，考虑到短期内央行货币调控有望维持温和态势，而同业存单供给压力有限，同时需求端存在改善预期，短期内1年期存单利率有望在2.5%附近震荡，且存在下行空间。

补充负债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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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调节优化，应对流动性考核；利率择时获取收益，缓解成本端压力等目的。

比如，平安银行在2023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表示，同业存单有利于改善流动性匹配率和流动性覆盖率等指标，是更好的负债管理工具和流动性管理工具。 该行预计同业负债配置重心将继续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同业存单发行是为在总体同业负债规划下，实现该行线上和线下同业存款的比例调整。

展望后续，德邦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徐亮认为，预计1月的同业存单供需将继续上升。 从供需来看，同业存单净融资量2022年11月和2022年10月基本持平，2022年12月回升明显。 而需求端如同业存单基金、货币市场基金近期的增幅回暖，2022年11月中旬以来的赎回潮接近结束，预计1月同业存单承接上的压力相比2022年11月和12月可能有所缓解，同业存单供需两个方向均有望走强。

有业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的到期量将会影响其发行量。 中泰证券金融行业研究员邓美君表示，就非上市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时间分布粗略估计，2023年3月或存在一波到期高峰，届时预计将会有密集发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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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遭流拍 转让延期

信托股权频频遇冷

●本报记者 石诗语

1月12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

到， 华融信托7.32%股权正在法拍平

台上低价变卖。据了解，该笔股权此前

已流拍两次，截至目前，该股权第三次

竞拍时间已过半，仍无人出价。 此外，

北京产权交易所转让信息显示， 目前

有中铁信托等5家信托公司股权在挂

牌转让或招商， 也因始终未找到受让

方而频频延期。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信托业正处

于深度转型期， 风险项目仍在出清

中，市场观望氛围浓郁。 但信托公司

具有跨市场运营的独特优势，在牌照

价值的加持下，信托股权仍有其内在

价值。

流拍频现

1月12日，华融信托的7.32%股权

正在阿里法拍平台上变卖。 变卖公告

显示，该笔股权议价为4.93亿元，变卖

阶段起拍价为3.94亿元，相当于打了8

折。虽然阿里法拍推出赊钱报名活动，

但目前竞价时间已过去三分之二，报

名人数依然为0。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

理发现， 该笔股权在2022年10月、11

月已有两次线上拍卖， 最终都以无人

出价而流拍。

在此之前，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

团持有的中原信托9.124%股份遭遇

三度流拍。该笔股权评估价为8.81亿

元，首次拍卖就以6.17亿元的7折价

格起拍，不过并未吸引到投资者。 在

首拍无果后， 该股权起拍价再降近

2000万元， 但最终仍以无人报名而

收场。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规定，中原信

托的第二大股东中原高速， 在同等条

件下对上述股份享有优先购买权，但

中原高速在2022年3月发布公告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目前市场环境，

公司拟放弃上述标的股权优先购买权

且不参与此次法院股权竞拍。

中小股东密集转让

信托股权的转让披露期限也频频

延期。 截至1月12日，在北京产权交易

所网站上正在转让或招商的信托股权

有五家，分别为中铁信托、北方国际信

托、西部信托、新时代信托、中诚信托。

其中，除中铁信托的0.826%股权尚未

延期外， 其他信托公司的股权转让均

出现不同程度延期。

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则显示，

信息披露公告期为自公告之日起20

个工作日，信息发布期满后，如不变

更信息披露内容，则按照10个工作日

为一个周期延长，直至征集到意向受

让方。

但记者发现，中铁信托的0.826%

股权此次已是第二次挂牌转让。 早在

2022年10月份，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就将其所持有的中铁信托

股权出清转让。 彼时该笔股权转让底

价为1.08亿元，而如今再次挂牌，转让

底价已降至9748.94万元。

记者梳理发现， 挂牌转让信托股

权的股东以中小股东居多， 且集中在

石油、煤炭、钢铁领域。 用益信托资深

研究员帅国让认为， 多家信托公司中

小股东意欲退出可能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小股东自身战略调整， 需优化资

本布局，聚焦主业；二是信托业深度转

型期， 不少信托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显

著，可能不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要求；三

是在信托公司具体事务方面， 部分小

股东话语权相对较弱， 无法更加深入

地参与经营。

中煤能源公司在转让中诚信托股

权时曾表示， 公司此举是为进一步调

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更好地聚焦主

责主业、服务国家战略。

仍具牌照优势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分析称，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 金融机构股价

整体偏低迷， 且国内信托业正处于深

度转型期，风险项目仍然在出清中，市

场观望氛围浓郁， 因此转让方可以降

低交易对价或附带额外优厚条件来加

速股权转让进度。

他认为， 信托公司股权的价值取

决于牌照价值和公司经营状况两方

面， 在大资管严监管的环境下信托公

司的股权价值有所降低， 但依然具有

跨市场运营的独特优势。 在牌照价值

的加持下， 信托股权依然有其内在价

值。 其中，信托资产运营稳定，自营资

产状况良好，前期经营稳健，潜在不良

项目透明可控的信托公司股权会更有

吸引力。

帅国让表示， 因每家信托公司

的股东背景、 资源禀赋及战略布局

不同，会造成转型成效差异化，预计

未来行业间的分化可能会愈加显

著。 同时，伴随信托业务细分的进一

步深化，股权转让的趋势可能还会持

续， 市场出清是行业发展和市场竞

争的必然结果， 有利于信托业长久

健康发展。

欧美风险资产

开年“吸金力” 趋弱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开年以来， 全球投资资金观望

情绪浓厚。 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

统计最新数据显示，大量资金流向货

币或债券市场，而以股票为代表的风

险资产，特别是欧美股市“吸金力”

较弱。

投资者降低风险敞口

EPFR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1月

4日的一周内， 高达1120亿美元的资

金流入了该机构跟踪的全球货币型基

金，创下131周以来的新高。 同期，全

球债券型基金吸引64亿美元资金流

入，而全球股票型基金则出现46亿美

元的资金流出。

EPFR发布报告表示， 高通胀趋

势、美联储等央行持续紧缩的货币政

策、地缘局势等因素都使得投资者更

青睐于现金等资产，同时降低相关资

产配置的风险敞口。

在截至1月4日的一周内，美国债

券型基金创下自去年10月下旬以来

的最大单周资金流入额；美国货币型

基金也吸引大量资金流入，凸显出投

资者的避险情绪。

欧美股基遇冷

EPFR最新数据显示， 在截至1

月4日的一周内， 欧美股票型基金

明显 “遇冷” 。 该机构跟踪的全球

发达市场股票型基金在过去七周

内第五次出现资金流出，美联储的

“抗通胀” 言论令美国市场处于紧张

状态。

此外， 投资者对于欧洲市场的担

忧情绪有所降温， 但是欧洲股票型基

金仍出现资金流出。其中，瑞士股票型

基金资金流出额超过1亿美元。

瑞士百达资产管理在最新报告

中表示，发达市场股票今年的利润率

压力越来越大，将侵蚀每股收益的增

长，使之转为负增长。 美国股票估值

的压力在今年可能持续存在。 全球

经济如果出现积极变化，将有利于估

值相对便宜的新兴市场股票。建议投

资者在买入周期性更强的股票之

前， 更多关注具有防御性的新兴市

场股票。

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在最新研究报

告中表示， 美国股市面临的跌幅比许

多悲观者预期的还要大， 经济衰退的

可能性使得美国股市或出现自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根据该

机构分析， 目前美国企业利润预期仍

然过高，股票风险溢价处于2008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银行分析师也表示， 美国经

济前景十分复杂，美国经济将在2023

年下半年陷入停滞， 经济衰退预计在

2024年发生，这些因素无疑将影响美

股等风险资产表现和投资者的资产配

置决策。

多家金店人头攒动 投资者“掘金” 热情高

●本报记者 王方圆

春节临近， 不少投资者开始置办

年货、挑选礼物，伴随新年以来黄金价

格上涨，多家金店迎来客流高峰。

日前，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

多家金店，不少顾客在足金吊坠、转运

珠柜台挑选商品， 还有客户购买投资

金条以期价格上涨。 业内人士认为，黄

金价格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行情。 也有

分析师提醒，警惕短线调整。

“小金豆” 受欢迎

日前， 记者走进菜百首饰西城总

店， 看到很多顾客在柜台选购投资金

条、转运珠、足金吊坠等商品。 售卖转

运珠的柜台人头攒动， 不少顾客在亲

友陪同下挑选心仪款式的转运珠。

“新年图个好彩头，钱花完就踏实

了。” 一次性购买了三个转运珠的一位

女士在结完账后表示。 还有一位女士

在亲友陪同下购买了三张印有 “金榜

题名” 的金钞，准备送家里还在上学的

小朋友。

1月12日午后，记者走进北京荟聚

西红门购物中心，走访菜百首饰、周生

生、周大福、周大生、六福珠宝、老凤祥

等金店。尽管是工作日，仍有不少顾客

在挑选商品， 转运珠依然是很多顾客

的“心头好” 。

周大福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有一

些生肖的转运珠非常抢手， 已经接近

缺货。如果对购买首饰没有太多经验，

不妨把转运珠作为入门首选， 价格合

适，寓意也好，很适合逢年过节购买。

据多位金店工作人员介绍， 转运

珠俗称“小金豆” ，因克数轻、价格低

颇受投资者欢迎。 单个转运珠价格从

几百元至一千多元不等， 客户还可根

据需求将多个转运珠制成手镯。

多重因素激发购买热情

记者调研发现， 不少客户都是为

了挑选礼物， 金店开展的新春优惠活

动也是吸引不少客户的原因。

例如， 菜百首饰目前有满2000元

返券30元活动，上不封顶。六福珠宝部

分足金首饰可每克优惠40元， 周生生

Charme精选转运珠也可以享受八折

优惠。

此外，2022年底以来，金价出现上

涨， 也吸引一些客户购买投资金条等

商品，以期保值增值。 还有一些老客户

通过“以旧换新” 活动挑选新首饰，从

而获得更高价值的产品。

“目前的客户还不算多。 ”菜百首

饰西城总店投资金条柜台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随着新春临近，后续几天

将迎来更多顾客。

Wind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

COMEX黄金期货价格达每盎司

1887美元， 较2022年11月1日价格已

涨超15%。

展望后市， 东吴证券研报认为，

目前美联储加息顶点将至，且美国长

短债利率倒挂加剧，美国和欧盟GDP

表现均走弱， 海外衰退预期加剧，加

息边际有望放缓， 叠加地缘政治因

素，预计黄金价格有望开启新一轮的

行情。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 各种有利和

不利因素错综复杂， 意味着黄金在未

来12个月里的表现可能会和2022年的

情况非常相似，将会稳中向好。 但各种

因素仍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 极端结

果出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北京多家金店员工表示， 目前购

买黄金产品的顾客多是将其作为新春

礼品，购买产品要综合分析自身需求，

包括产品用途、产品价位等。

发行热度延续

银行同业存单供需有望走强

1月份以来同业存单发行规模

已超过3000亿元， 发行同业存单银

行超过100家。

3000亿元

●本报记者 陈露

见习记者 吴杨

实习记者 余嘉琦

截至目前，1月份

以来同业存单的发

行规模已超过3000

亿元，发行同业存单

的银行超过 100家，

较2022年同期明显

增多，发行利率较上

月略有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

同业存单发行利率

下降与近期流动性

较为宽裕有关。 展望

后市，预计同业存单

供需有望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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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负债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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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调节优化，应对流动性

考核；利率择时获取收益，缓解成本

端压力等目的。

比如，平安银行在2023年同业存

单发行计划中表示，同业存单有利于

改善流动性匹配率和流动性覆盖率

等指标，是更好的负债管理工具和流

动性管理工具。 该行预计同业负债配

置重心将继续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同

业存单发行是为在总体同业负债规

划下，实现该行线上和线下同业存款

的比例调整。

展望后续， 德邦证券固定收益首

席分析师徐亮认为，预计1月的同业存

单供需将继续上升。从供需来看，同业

存单净融资量2022年11月和2022年

10月基本持平，2022年12月回升明

显。而需求端如同业存单基金、货币市

场基金近期的增幅回暖，2022年11月

中旬以来的赎回潮接近结束，预计1月

同业存单承接上的压力相比2022年

11月和12月可能有所缓解，同业存单

供需两个方向均有望走强。

有业内人士认为，同业存单的到

期量将会影响其发行量。 中泰证券金

融行业研究员邓美君表示，就非上市

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时间分布粗略估

计，2023年3月或存在一波到期高峰，

届时预计将会有密集发行期。

发行超600只

截至1月12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

稿时，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已有

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

银行、 北京银行在内的100多家银行

发行超过600只同业存单， 合计发行

规模超过3000亿元。 和2022年同期

相比，发行同业存单的银行数量明显

增加，2022年同期发行同业存单的银

行不足百家。

从期限结构来看，1月份以来，

期限为3个月的同业存单发行量最

大，超过1000亿元，占比超过30%。

期限为1个月的同业存单发行量紧

随其后，占比接近30%。 1年期的同

业存单发行规模超过700亿元，占比

超过20%。

从发行主体上看，城商行、股份

行相较于国有行、 农商行发行规模

更大。 Wind数据显示，1月以来，城

商行以超过1000亿元的发行规模居

首，紧随其后的是股份行，两者合计

占总发行规模的一半以上。 银行方

面，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

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发行规模均

已超过百亿元。

此外，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官网显示，1月份以来，已有南京

银行、成都银行、天津银行、长沙银

行等多家银行相继披露2023年同

业存单备案发行额度，部分银行的

备案发行额度较去年持平或略有

上升。

发行利率下降

和2022年末相比，2023年以来

的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有所下降。

Wind数据显示，1月份以来， 同业存

单的平均发行利率为2.39%，较2022

年12月的2.57%有所下滑。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流动性有密

切关系。 东海证券分析师王鸿行表

示，元旦节后流动性较为宽裕，同业

存单发行利率明显下降。

从公开市场来看，近日，央行启动

14天期逆回购呵护节前资金面。 1月11

日， 央行开展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和

22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 当日有

160亿元逆回购到期，净投放710亿元。

广发期货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金

融组研究员叶倩宁表示，央行公开市

场操作重启14天期逆回购，整体操作

规模放量，银行间资金面有所改善。

业内人士预计，流动性有望继续保

持宽松。 叶倩宁认为，预计随着央行调

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会进一步回暖。

展望同业存单利率走势，中泰证

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周岳认为，考虑到

短期内央行货币调控有望维持温和

态势， 而同业存单供给压力有限，同

时需求端存在改善预期， 短期内1年

期存单利率有望在2.5%附近震荡，且

存在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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