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益类理财产品普遍“飘绿”

业内呼吁提高投研能力

●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薛瑾

近日，首只净值“腰斩”的理财产品出现，该产品是一只风险评级为较高风

险的权益类理财产品。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上半年，理财市场虽然整体

企稳回暖，但分化较大，固收类理财产品借力债市反弹净值走高，并获得理财经

理推荐，权益类理财产品则较多出现亏损。

业内人士认为，权益类理财产品前景广阔，提高权益投研能力、管理水平是

关键。

净值“腰斩”产品出现

中国理财网7月16日数据显示， 光大理财旗下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理

财产品最新单位净值为0.4999元。光大理财官网还显示，自7月6日以来，该产品

单位净值一直在0.5元以下徘徊，成立以来净值下跌超过50%。

根据产品说明，上述产品成立于2020年5月，运作已超三年，该产品资金

80%-95%投资于境内外依法发行的权益类资产； 不高于20%的资金投资于固

定收益类资产和货币市场工具，主要投资于卫生安全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

业。 本理财产品经光大理财内部风险评级为较高风险产品（四星级）。

记者梳理该产品成立以来的投资报告发现，该产品已先后经历三位投资经

理掌舵，投资方向也频繁转换。

产品最初成立时，理财经理是翟志金，成立之后首份投资报告显示，该产品

积极捕捉医药卫生、健康防疫、消费等主题性机会。 2020年三季度末，主要重仓

股包括华兰生物、智飞生物、天坛生物、复星医药、上海医药等生物医药领域公

司。 2020年12月，该产品投资经理由翟志金变更为方伟宁，截至2020年四季度

末，宁德时代、科达利、万科企业、先导智能、新宙邦等跻身重仓股前列，持仓风

格发生较大转变。 2021年11月，该产品投资经理变更为贾迪。 最新的投资报告

即2023年一季度投资报告显示， 该产品聚焦的方向为医药、 消费和科技行业

等，青岛啤酒、贵州茅台、药明康德、卫宁健康等位于重仓股前列。

资金风险偏好较低

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银行理财公司发行的权益类理财产品共

30只。 其中，开放式净值型产品28只，封闭式净值型产品2只。

从发行机构来看， 发行5只及以上权益类理财产品的机构有华夏理财（7

只）、招银理财（5只）、光大理财（5只）三家，三家机构合计发行的产品数量占

比超56%。 从产品净值来看，有19只权益类理财产品单位净值低于1元，剩余11

只超过1元，若剔除今年7月刚成立的6只产品，仅有5只权益类理财产品未“破

净” 。

其中，净值最高的是工银理财的工银财富系列工银量化理财-恒盛配置理

财产品，截至7月12日，该产品单位净值为1.7312元。 产品2022年年报显示，其

83.69%的资产都为公募基金。

从产品投资前十项资产来看， 上述产品投资较为分散， 既有宽基指数类

ETF、红利策略ETF，也有行业类ETF，且行业分布较为均匀，包括消费、芯片、

医疗等。

总体来看，当前银行理财市场的权益投资还处于初步阶段。 银行业理财登

记托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理财产品投向权益类资产规模为0.94

万亿元。 2018年至2022年， 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类资产比例分别为9.92%、

7.56%、4.75%、3.27%、3.14%，整体呈下降趋势。

“银行理财机构权益类资产配置较低是因为银行理财资金风险偏好较低，

理财客户偏好低回撤产品，且权益投资能力和体制机制等均与公募基金相比有

所差距。 ” 一位业内人士说。

加强市场分析研判

在银行代销端，权益类理财产品也很难进入理财经理的推荐名单。 记者日

前调研了解到，上半年，随着理财市场整体回暖，理财产品又重回理财经理推荐

列表，而被推荐的产品普遍主打“稳健” ，主要为固收类理财产品，资金投向多

为货币和债券等资产。

“目前，我们很少主动向客户推荐权益类理财产品和基金。 一般来银行做

资产配置的客户，还是偏向追求收益稳健的产品，权益类产品目前行情不太好，

波动也大，客户能接受的也比较少。 ”某股份行一位理财经理表示。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权益类理财产品作为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有效补

充，可进一步满足投资者对于多元化投资理财的需求。多位理财机构人士表示，

权益类理财产品前景广阔，将加大投研团队建设，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坚持多元

均衡配置策略，提高权益资产管理水平。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层面，银行理财公司对权益类产品已进行创新。如招银

理财的招卓价值精选权益类理财计划，打破了传统固定管理费模式，提出当产

品累计净值低于1元时将暂停收取固定投资管理费。

普益标准相关人士预计， 理财公司将加码布局权益市场， 尤其是ESG、低

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 企业等领域，加大权益类产

品、混合类产品的创设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体系。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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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金ESG领域

主题理财产品发行升温

●本报记者 石诗语

ESG主题理财产品发行持续升温。中国理财网显示，

截至7月17日， 在售及存续的ESG主题理财产品216只，

其中，今年新发行71只，较去年同期增长57.8%。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逐

步深入，未来ESG理财产品有望加速发展。

积极布局ESG理财产品

随着绿色金融及ESG理念的兴起， 银行及银行理财

公司积极布局ESG主题理财产品。从发行主体来看，除工

银理财、农银理财、招银理财、兴银理财等全国性国有大

行和股份行旗下的理财子公司外，也有天津银行、青银理

财、南银理财等城商行或其理财子公司参与其中。 此外，

部分外资银行也紧跟国内趋势，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纷

纷发行ESG领域理财产品。

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于百程表示， 近两年ESG及绿

色主题理财产品发行升温， 一方面显示出银行理财不断

加强产品创新，通过此类产品构建自身业务特色；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投资者对具有稳定长期收益的固收类ESG主

题产品的认同。

从产品类型来看， 目前在售及存续的ESG主题理财

产品以固定收益类为主，有147只，占比近70%，混合类

产品68只，权益类产品仅有1只。

此外，ESG主题理财产品期限偏长， 风险等级较低。

目前在售及存续的ESG主题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大多在

一年以上，风险等级以中低和中级为主，业绩比较基准在

3.6%至5.6%之间。

缓解负债压力 多家中小银行跟进下调存款利率

●本报记者 陈露

近日，下调存款利率的银行阵营持续扩

大。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7月以

来，已有包括新疆塔城农商银行、湖北麻城

农商银行、桐庐恒丰村镇银行等在内的十余

家银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业内人士认为，存款利率下调有利于进

一步缓解银行体系负债压力，提升净息差空

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存款利率仍

有可能进一步下调。

纷纷下调存款利率

7月17日， 桐庐恒丰村镇银行发布公告

称，自即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调整后，活

期存款利率为0.25%，1年期、3年期、5年期的

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2.05%、3.05%、3.05%。

记者梳理发现，自7月份以来，除了桐庐

恒丰村镇银行之外，还有多家农商行、村镇

银行宣布下调存款利率。

新疆塔城农商银行公告称，为顺应利率

市场化改革趋势， 自7月15日起调整包括活

期存款、整存整取、个人通知存款在内的部

分存款挂牌利率。根据公告，1年期定期存款

下调15个基点至1.95%，3年期定期存款下调

30个基点至2.90%，5年期定期存款下调20

个基点至2.80%。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轮存款利率下调

前，部分银行已于近期下调过存款利率。 以

桐庐恒丰村镇银行为例，该行于6月1日对活

期存款、定期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利率

进行调整。 彼时， 该行调整后的1年期、3年

期、5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2.05%、

3.30%、3.30%。

中长期存款下调幅度大

整体来看，中长期定期存款的利率下调

幅度更大，但农商行、村镇银行的存款利率

仍高于国有大行、股份行的利率。比如，新疆

天山农商银行公告称， 该行5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由3.85%下调至3.05%，下调80个基点。

调整后的利率水平仍高于国有大行、股份行

同类存款的利率。

不同银行调整后的利率水平并不一致。

以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为例， 有部分农商

行、 村镇银行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

调降至“3” 以下，不过，也有部分银行的同

类存款利率水平仍高于3%。

对此，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不

同的银行资产负债情况、市场竞争策略存在

差异，对存款需求和定价不完全一致，存款

利率的确存在一定差异。 一般而言，大型银

行存款利率上浮上限较小， 存款利率较低；

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上浮上限较大，存款利率

高于大型银行。

此外， 部分银行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低于或与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持平， 出现存

款利率倒挂现象。 对此，董希淼表示，存款利

率倒挂现象反映了银行对利率走势的研判，

即从中长期看存款利率呈现下降趋势，银行

主动减少吸收当前利率较高的中长期存款。

记者走访银行网点时，有银行工作人员表

示，5年期存款利率低于3年期存款利率， 主要

是为了降低银行成本。“5年期存款期限较长，

但利率并不一定更具优势。对于储户来说，存3

年期相对更划算。 ”该工作人员表示。

稳定息差

自去年9月份以来， 多家银行陆续对存

款挂牌利率进行调整。 业内人士认为，降低

银行负债成本、稳定息差是银行下调存款挂

牌利率的主要原因，后续存款利率仍有进一

步下调空间。

华创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周冠南表示，

存款利率下调有利于进一步缓解银行体系

负债压力。

近期，A股上市公司中报陆续披露。 对

于上市银行中报表现，部分券商预计上市银

行净息差有望企稳。 国联证券研报表示，存

款利率下调明显改善银行负债端成本，支撑

银行净息差逐步趋稳。 总体来看，上市银行

净息差下行趋势逐步放缓。 后续随着银行资

产负债结构的持续优化以及存款定期化趋

势的逐步缓解，上市银行净息差有望在今年

企稳回升。

部分信托公司半年报出炉 业绩喜忧参半

●本报记者 吴杨

多家信托公司2023年上半年“成绩单”

出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

已有中融信托、五矿信托、江苏信托等10余

家信托公司公布2023年上半年未经审计财

务报告。报告显示，相较于2022年上半年，多

数信托公司业绩仍承压，行业呈分化态势。

业内人士认为，信托公司需持续探索本

源业务，在信托“三分类” 新规下，发挥信托

制度差异化优势，形成长期稳定且可持续的

信托业务收入来源。

经营业绩承压

数据显示，部分信托公司实现了低基数

下的经营业绩增长，但整体经营业绩明显承

压。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融信托营业

收入在已发半年报的公司中排名靠前，为

23.58亿元，同比增长1.21%，但净利润同比

下降49.52%；五矿信托、江苏信托、英大信

托、陕国投信托、中航信托营业收入在10亿

元至20亿元之间，其中，陕国投信托同比增

速近30%，净利润同比增速为28.7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方面，2023年上半

年，五矿信托、英大信托、中融信托手续费

及佣金收入超10亿元， 分别为16.07亿元、

14.12亿元、11.63亿元，其中，英大信托同

比呈正增长。 除英大信托外， 仅中粮信托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呈正增长， 增长

0.16亿元。

结合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投资收益数据，

记者发现，2023年上半年， 中融信托投资收

益为10.73亿元，同比增长较多；中粮信托投

资收益由负转正，为1.05亿元，同比增长1.12

亿元。五矿信托、昆仑信托、百瑞信托投资收

益同比呈负增长。

数据明显分化

从已有数据不难发现，10余家信托公司

经营数据呈现明显分化态势。

一方面，部分信托公司营收、净利润实

现同比正增长。 相较2022年上半年，江苏信

托、英大信托、陕国投信托等部分信托公司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实现正增长。 其中，

2023年上半年，中粮信托营业收入、净利润

同比增长均超40%，分别为41.06%、40.48%。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信托公司上半年业

绩表现欠佳。例如，昆仑信托、百瑞信托等多

家信托公司营业收入、 净利润同比均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昆仑信托营业收入、

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34.69%、49.28%。 此

外，该信托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

益均明显下降。

此外，2023年上半年， 爱建信托实现营

业收入5.86亿元，同比降幅为43.60%。“营收

下降主要系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下

降所致。 ” 该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

寻求差异化发展

中国信托业协会6月28日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

余额为21.22万亿元，同比增长5.23%。 此外，

投资类信托业务规模为9.57万亿元，同比增

长11.89%，占比为45.13%，在信托资产功能

分类中占据首位。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简永军表

示，今年一季度，信托资产规模企稳回升，经

营业绩显著增长，资产结构、资金信托的投

向和运用方式持续优化，信托业务转型取得

一定成效。 信托“三分类”新规的出台，对于

信托公司回归本源、突出差异化竞争力和未

来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存量风险化解仍是未来信托行业的重

点议题。”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除资产管理信托外，信托业发展还需找准产

品定位并抓牢自身优势，可以聚焦资产服务

类信托，保险金信托、家族服务信托、风险处

置信托等产品或成为重点布局方向。

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员向记者表示，存量

风险的化解仍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在此基础

上，如何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或如何结合自

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优势十分重要。“目

前，对不同类别信托业务十分熟悉且专业的

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这也是信托公司需要

持续发力的方向。 ”他说。

净值“腰斩”产品出现

中国理财网7月16日数据显示，光大理

财旗下阳光红卫生安全主题精选理财产品

最新单位净值为0.4999元。 光大理财官网

还显示，自7月6日以来，该产品单位净值一

直在0.5元以下徘徊， 成立以来净值下跌超

过50%。

根据产品说明， 上述产品成立于2020

年5月， 运作已超三年， 该产品资金80%

-95%投资于境内外依法发行的权益类资

产； 不高于20%的资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

资产和货币市场工具， 主要投资于卫生安

全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 本理财产

品经光大理财内部风险评级为较高风险产

品（四星级）。

记者梳理该产品成立以来的投资报告

发现， 该产品已先后经历三位投资经理掌

舵，投资方向也频繁转换。

产品最初成立时，理财经理是翟志金，

成立之后首份投资报告显示， 该产品积极

捕捉医药卫生、健康防疫、消费等主题性机

会。 2020年三季度末，主要重仓股包括华

兰生物、智飞生物、天坛生物、复星医药、上

海医药等生物医药领域公司。 2020年12

月， 该产品投资经理由翟志金变更为方伟

宁，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宁德时代、科达

利、万科企业、先导智能、新宙邦等跻身重

仓股前列，持仓风格发生较大转变。 2021

年11月，该产品投资经理变更为贾迪。 最

新的投资报告即2023年一季度投资报告

显示，该产品聚焦的方向为医药、消费和科

技行业等，青岛啤酒、贵州茅台、药明康德、

卫宁健康等位于重仓股前列。

资金风险偏好较低

中国理财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银行

理财公司发行的权益类理财产品共30只。

其中，开放式净值型产品28只，封闭式净值

型产品2只。

从发行机构来看，发行5只及以上权益

类理财产品的机构有华夏理财 （7只）、招

银理财（5只）、光大理财（5只）三家，三家

机构合计发行的产品数量占比超56%。 从

产品净值来看， 有19只权益类理财产品单

位净值低于1元，剩余11只超过1元，若剔除

今年7月刚成立的6只产品，仅有5只权益类

理财产品未“破净” 。

其中， 净值最高的是工银理财的工银

财富系列工银量化理财-恒盛配置理财产

品， 截至7月12日， 该产品单位净值为

1.7312元。产品2022年年报显示，其83.69%

的资产都为公募基金。

从产品投资前十项资产来看， 上述产

品投资较为分散，既有宽基指数类ETF、红

利策略ETF，也有行业类ETF，且行业分布

较为均匀，包括消费、芯片、医疗等。

总体来看， 当前银行理财市场的权益

投资还处于初步阶段。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

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理财

产品投向权益类资产规模为0.94万亿元。

2018年至2022年，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权益

类资产比例分别为9.92%、7.56%、4.75%、

3.27%、3.14%，整体呈下降趋势。

“银行理财机构权益类资产配置较低

是因为银行理财资金风险偏好较低， 理财

客户偏好低回撤产品， 且权益投资能力和

体制机制等均与公募基金相比有所差距。”

一位业内人士说。

加强市场分析研判

在银行代销端，权益类理财产品也很难

进入理财经理的推荐名单。记者日前调研了

解到，上半年，随着理财市场整体回暖，理财

产品又重回理财经理推荐列表，而被推荐的

产品普遍主打“稳健” ，主要为固收类理财

产品，资金投向多为货币和债券等资产。

“目前， 我们很少主动向客户推荐权

益类理财产品和基金。 一般来银行做资产

配置的客户， 还是偏向追求收益稳健的产

品， 权益类产品目前行情不太好， 波动也

大，客户能接受的也比较少。 ” 某股份行一

位理财经理表示。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权益类理财产

品作为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有效补充，

可进一步满足投资者对于多元化投资理

财的需求。 多位理财机构人士表示，权益

类理财产品前景广阔，将加大投研团队建

设，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坚持多元均衡配

置策略，提高权益资产管理水平。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层面，银行理财公

司对权益类产品已进行创新。 如招银理财

的招卓价值精选权益类理财计划， 打破了

传统固定管理费模式， 提出当产品累计净

值低于1元时将暂停收取固定投资管理费。

普益标准相关人士预计， 理财公司将

加码布局权益市场，尤其是ESG、低碳、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技创新、“专精特

新” 企业等领域，加大权益类产品、混合类

产品的创设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体系。

权益类理财产品净值回调

业内人士呼吁提高投研能力

近日，首只净值“腰斩” 的理财产品出现，该产品是一只风险

评级为较高风险的权益类理财产品。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今

年上半年，理财市场虽然整体企稳回暖，但分化较大，固收类理财

产品借力债市反弹净值走高，并获得理财经理推荐，权益类理财

产品则较多出现亏损。

业内人士认为， 权益类理财产品前景广阔， 提高权益投研能

力、管理水平是关键。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薛瑾

中国理财网显示， 截至7月17日，在

售及存续的ESG主题理财产品216只，其

中， 今年新发行71只， 较去年同期增长

57.8%。

底层资产以债券为主

近年来，银行及理财公司持续推动ESG领域、绿色金

融类理财产品布局，多方位挖掘ESG领域、绿色金融领域

投资价值，助力“双碳” 发展。

在理财产品底层资产配置方面， 债券类仍是固收

类产品底层资产的绝对主力，权益类投资占比较小。以

日前发布一季度投资管理报告的 “邮银财富·鸿锦封

闭式2022年第5期 （ESG主题） 人民币理财产品” 为

例，债券占该产品总资产比例为89.9%，公募基金占比

为9.23%，现金及银行存款占比为0.52%，权益类投资

占比仅为0.36%。

在权益类产品方面， 光大理财发行的 “阳光红

ESG行业精选理财产品” 一季度投资报告显示，该产

品权益类资产占比达92.29%。 投资策略上，该产品精

选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较好的优质

龙头企业。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该理财产品的前十

大重仓股包括温氏股份、 科达利、 宁德时代、 牧原股

份、海康威视等。

有望加速发展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认为，ESG主题理财产品有望加

速发展。 不过，当前ESG理财产品的发展仍有一些问题

亟待解决。 例如，目前部分理财公司投研能力较弱，面对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券商等多方面的竞争，需进一步提

升投研能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日前指出， 为应对理财

产品净值化转型的挑战， 理财公司应逐步完善投研体系

框架，从宏观经济、行业框架、股票研究和大类资产配置

等各个维度打造投资研究支持体系， 为投资活动提供投

研支持。

此外，刘峰表示，一方面，理财公司应树立多元化大类

资产配置思维，构建经济转型周期中的投资组合，力争实现

在一个完整经济波动周期中取得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另一

方面，通过海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达到地域性的多元化和

资产类别的多元化， 帮助投资者在经济下行周期保证投资

收益及资产保值增值。

在ESG评价体系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各类

ESG理财产品对ESG投资策略的披露较为笼统。 境内理财

产品可通过建立自身ESG评价体系，再结合自身信用评价

体系、中债ESG评价体系，筛选特定的期限及规模，构建相

应投资指数，为产品投资提供参考。

中信建投证券银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杨荣表示，随

着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未来ESG理财

产品有望加速发展，与国家政策目标进程紧密结合，开发

更多支持减碳的投资策略和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