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身发展与服务国家战略紧密融合

银河证券去年服务实体经济成绩亮眼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在刚刚发布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中国银河证券（简称“银河证券”）为自身发展的企业使命赋予了新的内涵。

长期以来，作为国内资本市场专业金融机构，银河证券始终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积极推进服务国家战略与经营管理互融共促，充分发挥券商国家队、主力军作用，构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桥梁纽带。

“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辩证关系，要始终坚持依靠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 ”中国银河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亮表示。

服务实体经济 澎湃内生动力

“不能因为实体企业一时的困难，就放弃他们。 ” 2021年，面对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包钢集团，银河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银河证券毅然选择为包钢集团提供股票质押式回购服务，为集团偿还债务雪中送炭。 此后，银河证券又多次通过信用融资、承销发债为包钢集团发展护航。

信用融资、承销发债只能解燃眉之急，以金融输血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才是证券公司业务拓展道路上的应有之义。 在包钢集团债务负担稍缓之后，2022年6月，银河证券又助推包钢集团公司200万吨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落地。 这是我国钢铁行业首单CCUS项目，在为包钢集团实现“双碳”目标、探索钢铁行业CCUS循环经济的同时，也为集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银河证券对包钢集团的支持并不是孤例，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直接融资5.92万亿元，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积极贡献力量。 其中，2022年证券行业累计服务428家企业实现境内上市，融资金额5868.86亿元，服务上市公司再融资7844.50亿元。 此外，证券公司还通过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REITs等实现融资4.54万亿元，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发展、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实际上，证券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帮助上市公司实现直接融资。前端由中小微企业构成的我国经济“毛细血管”更需要依赖“金融造血”。以银河证券为例，凭借公司首创的“主题基金+基地式服务”业务模式，银河证券得以实现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2022年实现支持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融资2275.33亿元，增长15.12%，投资金额1541.80亿元，增长25.52%。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连接资本市场，银河证券还与全国大部分区域股权市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打造服务区域经济和实体企业的“样板”。

双循环战略引导 力担国际沟通重任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内生动力，探索国际市场机遇，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紧邻我国的东盟地区，无疑是券商“出海”的重要目标市场。

据银河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2016年，公司就开始谋划开拓东盟市场。 至2021年，正式完成了对银河联昌证券的控股，实现了国内证券行业面向东盟核心区域的首次跨境并购。

银河证券2022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年底，银河国际已拥有银河-联昌证券、银河-联昌控股75.00%和74.99%的股权。 两家公司在东盟核心市场形成了扎根本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模式。

站稳市场脚跟只是券商“出海”的第一步，如何利用自身金融机构优势，搭建区域经贸互联互通的桥梁更为关键。 银河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公司与南方东英联名推出南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低碳指数ETF，并成功在深交所和新交所成功上市。

除此以外，在2022年，银河证券还牵头组织国内五家头部公募基金公司赴东盟三国考察，与上交所合作开创面向东南亚投资者路演，并在刚刚过去的3月再次组织“中国银河证券中国-东盟商业领袖峰会” ，为中国和东盟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专家学者等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台，发掘更多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合作机会，同时加深境外机构客户对中资基金的认知，推动更多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市场。

依托实际控制人及其母公司中投公司所构筑的生态圈，叠加收购银河-联昌后形成的独特布局优势，银河证券为中国和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地区资本市场架起的互联互通共赢桥正愈加宽广，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不断向实向深。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在反哺银河证券业绩。 最新年报数据显示，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42亿元，在已公布年报的券商中排名第三；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61亿元，在已公布年报的券商中排名第六，整体稳中有升。

展望未来，银河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银河证券，正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以打造成为受人尊敬的现代投行为目标的同时，从专业金融机构角度助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SG信披指引

有望下半年出台

（上接A01版）指导推动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

主动适应、引领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更好推动可持续

发展。

进一步完善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工作机制，

提升ESG绩效，在资本市场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立足

国有企业实际， 积极参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信

息披露规则、ESG绩效评级和ESG投资指引， 为中国

ESG发展贡献力量； 推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业

治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推动更多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

报告披露实现“全覆盖” ……2022年5月，国资委印发

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对中央企

业开展ESG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目前我国ESG实践正处于发展初期， 缺乏统一

的信息披露、评级标准，ESG信息收集、核算难度大，披

露质量不高，ESG评级结果差异大，ESG投资策略推广

存在难度。 ” 国资委原秘书长彭华岗日前表示，应广泛

普及ESG理念，推动全社会形成共识，构建既与国际接

轨又具中国特色的ESG生态体系， 加快构建中国的

ESG标准体系建设； 并加快培育和规范国内具有领先

理念和评级体系顶层设计能力的本土ESG评级机构。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正在研究制定中的央企

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引， 初步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ESG披露框架和丰富的指标体系， 体现了中国特

色和央企特色，并区分指标的披露等级，鼓励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披露反映本行业特色的指标或

其他适合披露的ESG信息。 该指引有望于今年下半年

出台。

“通过统计当前A股指标预披露情况，指引中大部

分指标已具备较好的披露基础， 希望通过指引助力央

企控股上市公司更好开展ESG工作， 发挥央企控股上

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带头示范作用。 ”衣学东介绍。

专家认为， 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

的重要参考，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指引将

强化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更多上市

公司披露ESG信息， 并助力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更加全

面评价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价值。

有望充当重塑央企估值抓手

机构人士认为，ESG表现有望充当重塑央企估值

的有效抓手。

“整体上看， 央企具有稳定的ESG评价优势，金

融、地产、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央企ESG评级优势更为显

著。 ”光大证券分析师祁嫣然认为，央企肩负更多社会

责任，因此本身践行ESG的程度优于其他企业。 同时，

ESG表现与市值规模也存在一定关系， 市值规模驱动

下，大型企业可承担更多ESG建设成本，而良好的ESG

实践和信息披露是央企形成ESG评价优势的基础。

华宝证券分析师张锦表示，ESG实践对央企控股

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已形成良性推动作用， 直接体现在

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上———2012年至2021年，央企控

股上市公司平均销售净利率从5.29%升至12.3%，呈稳

步提升趋势。

“整体来看， 央企优秀的ESG实践助推财务绩效

稳步提升， 销售净利率和净资产回报率均出现较大幅

度改善，使其具备长期高分红能力。 ” 张锦认为，央企

估值修复逻辑强，机遇可期。

国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ESG可

以作为重塑央企估值的有力工具与有效抓手， 企业应

注重关注ESG生态链运行， 主动做好ESG信息披露和

ESG评级管理工作，切实践行好ESG理念。

中金公司研究所ESG行业组组长刘均伟认为，将

ESG评价理念引入现有估值体系是市场关注的热点，

新估值体系需摒弃单一的利润价值取向， 结合多个因

素综合定价。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798.87 1803.65 1787.42 1791.32 1792.84 -6.81 -0.38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378.34 1382.00 1369.56 1372.55 1373.71 -5.22 -0.38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3220.84 — -3.61 -0.11

注1：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指数涨跌幅=（今收盘 -�昨结算）/�昨结算 *100%

注2：中证中金商品指数涨跌幅=（今收盘 -�昨收盘）/�昨收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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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债期货

系列指数将发布

●本报记者 王超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将于2023年4月12日正式发布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10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

数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2年期三个指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该国债期货系列指数是

由中证商品指数公司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联合编制

的单品种收益指数，分别选取中金所10年期、5年期和

2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为指数编制标的，旨在反映国

债期货市场主要品种价格走势。

指数行情信息可通过万得资讯、东方财富、新华财

经客户端以及中证商品指数公司网站（http://www.

ccidx.com）、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http:

//www.cffex.com.cn）查询。

服务实体经济 澎湃内生动力

“不能因为实体企业一时的困难，就放

弃他们。 ” 2021年，面对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的包钢集团， 银河证券相关业务负责人表

示。 银河证券毅然选择为包钢集团提供股

票质押式回购服务， 为集团偿还债务雪中

送炭。 此后， 银河证券又多次通过信用融

资、承销发债为包钢集团发展护航。

信用融资、 承销发债只能解燃眉之急，

以金融输血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才是证

券公司业务拓展道路上的应有之义。 在包钢

集团债务负担稍缓之后，2022年6月，银河证

券又助推包钢集团公司200万吨CCUS （碳

捕获、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落地。这是我国

钢铁行业首单CCUS项目， 在为包钢集团实

现“双碳” 目标、探索钢铁行业CCUS循环经

济的同时，也为集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银河证券对包钢集团的支持并不是孤

例， 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

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实现直接融资5.92万

亿元，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积极贡献力量。

其中，2022年证券行业累计服务428家企业

实现境内上市，融资金额5868.86亿元，服务

上市公司再融资7844.50亿元。 此外，证券公

司还通过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REITs等实

现融资4.54万亿元， 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

发展、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实际上， 证券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

不局限于帮助上市公司实现直接融资。前端由

中小微企业构成的我国经济“毛细血管”更需

要依赖“金融造血” 。以银河证券为例，凭借公

司首创的“主题基金+基地式服务” 业务模

式， 银河证券得以实现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

务，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2022年实现支持

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融资2275.33亿元， 增长

15.12%，投资金额1541.80亿元，增长25.52%。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连接资本市场， 银河

证券还与全国大部分区域股权市场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打造服务区域经济和实体企业

的“样板” 。

双循环战略引导 力担国际沟通重任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内

生动力，探索国际市场机遇，形成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样重要。“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 特别是紧邻我国的东盟地

区，无疑是券商“出海”的重要目标市场。

据银河证券相关负责人介绍， 早在

2016年，公司就开始谋划开拓东盟市场。 至

2021年， 正式完成了对银河联昌证券的控

股， 实现了国内证券行业面向东盟核心区

域的首次跨境并购。

银河证券2022年年报数据显示， 截至

年底， 银河国际已拥有银河-联昌证券、银

河-联昌控股75.00%和74.99%的股权。 两

家公司在东盟核心市场形成了扎根本土服

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新模式。

站稳市场脚跟只是券商“出海” 的第

一步，如何利用自身金融机构优势，搭建区

域经贸互联互通的桥梁更为关键。 银河证

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公司与南方东

英联名推出南方东英银河-联昌富时亚太

低碳指数ETF，并成功在深交所和新交所成

功上市。

除此以外，在2022年，银河证券还牵头

组织国内五家头部公募基金公司赴东盟三

国考察， 与上交所合作开创面向东南亚投

资者路演， 并在刚刚过去的3月再次组织

“中国银河证券中国-东盟商业领袖峰

会” ，为中国和东盟企业、金融机构、政府、

专家学者等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台，发掘更

多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的合作机会，同时加

深境外机构客户对中资基金的认知，推动更

多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市场。

依托实际控制人及其母公司中投公司

所构筑的生态圈，叠加收购银河-联昌后形

成的独特布局优势，银河证券为中国和东南

亚等“一带一路”地区资本市场架起的互联

互通共赢桥正愈加宽广，推动国内国际双循

环格局不断向实向深。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在反哺银河证券

业绩。 最新年报数据显示，2022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336.42亿元，在已公布年报的券商

中排名第三；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77.61亿元， 在已公布年报的券商中排名

第六，整体稳中有升。

展望未来， 银河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

坚持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以服务国家战

略、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群众金融服务

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银河证券，正将自

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以打造成为受

人尊敬的现代投行为目标的同时，从专业金

融机构角度助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身发展与服务国家战略紧密融合

银河证券去年服务实体经济成绩亮眼

在刚刚发布的2022年年度报告中，中国银

河证券（简称“银河证券” ）为自身发展的企业

使命赋予了新的内涵。

长期以来， 作为国内资本市场专业金融机

构， 银河证券始终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主

线，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积极推

进服务国家战略与经营管理互融共促， 充分发

挥券商国家队、主力军作用，构建资本市场与实

体经济的桥梁纽带。

“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妥善处

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辩证关系， 要始终

坚持依靠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

济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循环。 ” 中国银河证券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亮表示。

●本报记者 张利静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186.73 1192.31 1182.97 1185.18 -2.25 1186.46

易盛农基指数 1429.64 1436.4 1425.84 1428.65 -1.43 1429.41

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银行理财公司管理规模有升有降

夯实内功成发展关键

●本报记者 王方圆

随着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 部分银行

理财公司2022年末的管理规模情况浮出水

面。 数据显示，受2022年下半年债券市场波

动等因素影响， 当年银行理财市场整体规模

有所下滑，但兴银理财、光大理财、青银理财

等多家公司的管理规模实现逆势增长。 展望

2023年，业内人士认为，夯实内功、提升投资

能力是理财公司的主要工作。

招银理财占据行业头把交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梳理，已有14

家银行理财公司2022年末的管理规模在母

行年报中得到披露。

从绝对规模来看， 招银理财占据行业头

把交椅， 截至2022年末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2.67万亿元。 国有行旗下理财公司管理规模

处于行业前列，建信理财、农银理财、工银理

财、 中银理财管理规模分别为1.91万亿元，

1.78万亿元、1.76万亿元、1.76万亿元。

对比2021年末数据来看， 建信理财、工

银理财、农银理财、交银理财、招银理财等公

司管理规模有所下降。其中，招银理财管理的

理财产品余额较2021年末下降3.96%。 民生

银行及民生理财管理产品规模合计8839.77

亿元，较2021年末下降12.72%。

中银理财、兴银理财、光大理财、青银理财、

渝农商理财等公司的管理规模实现逆势增长。

其中， 兴银理财取得高基数下的高增长， 截至

2022年末的理财规模较 2021年末增长

17.21%，至2.09万亿元；青银理财的理财产品余

额2008.15亿元，较2021年末增加330.11亿元。

积极应对债市波动

2022年11月以来，债券市场一度出现波

动，理财产品净值普遍回撤，这也是2022年

理财产品规模整体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

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

27.65万亿元，较2022年初下降4.66%。

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表示， 建信理财

部分产品净值回撤并出现客户赎回， 建行通

过多重举措确保产品流动性安全， 总体风险

可控，产品规模仍保持行业前列。

谈及产品流动性及产品业绩，招银理财介

绍，2022年， 招银理财全额满足客户对于各类

产品的赎回需求，未发生任何兑付风险。 由于

大力发展权益类资产占比较高的产品， 截至

2022年末， 公开数据显示， 招银理财PR2、

PR4、PR5产品破净比例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保持规模稳定

2022年是资管新规全面落地实施的元

年， 也是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新规过渡期的

最后一年。 各家银行理财公司的产品整改进

度如何？ 2023年又该如何应对挑战？

中邮理财介绍，2022年公司产品总规模

峰值近万亿元，净值型产品规模峰值较2021

年末增长22.46%； 产品净值化率达93.93%，

较上年末增长超10个百分点；老产品年内压

降规模超千亿元，现金管理类产品完成整改，

顺利达到监管要求。

对于招银理财2023年的经营策略，招商

银行行长王良提出三点要求： 首先是要稳定

规模，不追求规模做得多大；二在不宜贪大求

快，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丰富产品线，加大

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三是提升能力， 投研能

力、风险管理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系统科技

支持能力等都要加强。

“招银理财的管理规模现在保持在稳定

的水平， 我们今年给招银理财的发展方针很

明确，把夯实内功、提升能力作为其今年主要

的工作。 ”王良表示。

对于理财管理规模， 光大银行董事会秘

书张旭阳认为，2023年理财规模增长不是目

的，而是能力提升的结果，将努力为投资者创

造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黄金消费热度不减 银行积存业务受关注

● 本报记者 张佳琳

随着3月以来国际金价强势上涨，金饰、

金条、黄金股、黄金ETF、黄金期货等受到投

资者广泛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地

区多家银行网点注意到，这股“黄金热”还带

动了银行的黄金积存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贵金属价格后市仍有望表

现突出，但投资者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择

时入场。 通过黄金积存，分批购入黄金份额，可

有效降低后期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水平。

黄金消费炙手可热

“以黄金之名赴约心动初春……您现场

办理民生银行信用卡， 即可享受菜百首饰的

百元优惠。 ” 一家写字楼里，民生银行北京某

支行和菜百首饰的工作人员正热情地向中国

证券报记者介绍着两家机构携手推出的“春

日约‘惠’ ” 专享内购活动。

自3月以来，黄金价格持续攀升，消费者

对于黄金产品的热情有增无减。 除了与银行

携手推出联合优惠活动， 不少金店趁势推出

各类优惠活动，进一步吸引人气。

某工作日中午，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北

京西城区的一家金店， 发现有顾客正在店内

选购金饰。据该店的工作人员小茹介绍，该店

正推出购黄金或铂金饰品，每满2000元返60

元礼品券； 购指定款式的古韵金饰， 每满

2000元返180元礼品券； 购饰品金条， 每满

2000元可返30元饰品通用券等优惠活动。

“挺多客户都是看重黄金饰品的保值属

性。 之后不喜欢的话，既可以卖掉回收，也能

以旧换新，再换个新款式。 ” 小茹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银行推荐积存业务

除了金饰、金条等实物黄金，银行的黄金

积存业务也受到关注。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

北京多家银行网点时发现，相较于投资金条，

客户经理们更大力推荐黄金积存业务。

“当前金价已处在高位， 后续是否能继

续上涨，谁也说不准。 若之前有购入黄金，可

以考虑卖出。 ” 工商银行北京地区某网点的

客户经理小王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相比

于一次性花费大价钱购入实物黄金， 不如选

择黄金积存业务。

小王介绍， 客户在银行开设积存金账户

后，可选择主动积存或定期积存。主动积存是

指，单笔购买黄金并存入账户；定期积存即定

投，是指建立定投计划并设置每月积存金额，

采用日均定投或自选日定投的方式购买黄金

并存入账户。

走访过程中，多位客户经理强调，该项业

务有“可提取实物黄金”与“降低投资风险”的

优势。据了解，客户可通过网点柜面、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等渠道， 使用积存金份额兑换实物黄

金。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分批买入，可降低后期

黄金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平摊投资成本。

看好中长期走势

对于近期金价走高的主要原因，巨丰投顾

高级投资顾问谢后勤认为，三方面原因主导金

价表现：国际地缘局势的变化日趋复杂，黄金

作为避险资产展现吸引力；欧美金融系统出现

风险事件，导致国际资金的避险情绪进一步升

温；随着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加速，众多国家

央行加强黄金储备，导致国际黄金需求激增。

展望后市行情， 有机构看好金价的中长

期走势。国信证券认为，美联储加息周期将结

束，对黄金价格的压制大幅减弱。 同时，从中

长期维度来看，各国央行购金力度大幅提升，

成为黄金最强劲的需求增长点。

海通证券同样认为，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

贵金属价格有望持续向好。 在美欧银行业事件

尚未出现定论的背景下，若3月通胀数据进一步

降温，美联储加息预期或进一步降温。持续看好

包括黄金在内的贵金属板块性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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