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调研瞄准区域性中小银行

聚焦净息差变化趋势

本报记者 王方圆

9月以来，共有13家上市银行迎来机构投资者调研，合计获调研次数

达26次，券商、基金、保险资管公司等类型机构投资者均有参与。

从调研内容来看，在存量房贷款利率调整背景下，上市银行净息差

变化趋势得到了机构的重点关注。 对此，获调研的银行普遍表示受影响

不大，且有助于减缓存量房贷提前还款趋势。对于净息差后续趋势，这些

银行判断，下半年收窄趋势将放缓。

青睐区域性中小银行

Wind数据显示，9月1日以来，共有苏州银行、宁波银行等13家上市

银行接受机构投资者调研，合计获调研总次数达26次，较去年同期获调

研次数有所回落。具体来看，13家银行均为区域性中小银行，其中苏州银

行、宁波银行、苏农银行获调研次数最多，分别达5次、4次、4次。 齐鲁银

行、贵阳银行也分别迎来3次、2次机构投资者调研。

调研纪要显示，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较为多元，信贷投放、财富管

理、资产质量等常规性问题依旧是机构关心的重点。

谈及下半年信贷投放的重点领域，贵阳银行表示，该行将紧紧围绕

贵州省“四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

“强省会”及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部署，强化信贷资源有效供给。

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出现调整，多家上市银行手续费收入受到影

响。对于财富管理业务的下一步发展，浙商银行表示，该行正在打造财富

管理的中台，整合客户中心、产品中心、策略中心，实现营销管理、产品推

介、资产配置和客户陪伴等功能的一站式集成。

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影响有限

8月31日，两部门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

的通知》《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 此后多家商业

银行披露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细则。 业内预计，9月25日政策施行后，将对

商业银行净息差起到负面影响。

从上市银行回应来看，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影响有限。 江

阴银行表示，截至2023年6月末，该行按揭贷款规模不到100亿元，占总

贷款的比例为8%左右，规模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按揭贷款利率调整对息

差的影响较小。

据开源证券测算，本次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将负向影响上市银行息差

约4.94个基点。 国有行、股份行的2023年息差受冲击更大，分别下降5.7

个基点、3.9个基点，但考虑到提前还贷现象或可因此缓解，存量房贷利

率下降若使提前还款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上市银行息差有望改善1个基

点。

多措并举稳定净息差

目前银行净息差普遍承压， 如何稳定净息差成为各银行的重要课

题。对此，多家上市银行向机构投资者透露了后续工作计划，涉及下调存

款利率、控制结构性存款规模增速、对高成本存款限额管理等。

贵阳银行表示，下调存款利率有利于缓解息差下行压力。 为保持基

础盈利能力相对稳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压降负债成本，修复净息差，

该行后续计划对部分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挂牌利率进行不

同幅度的下调。

展望未来净息差走势，齐鲁银行分析，息差仍有收窄压力，下半年收

窄幅度预计小于上半年。宁波银行用“压力与机遇并存”来形容：压力方

面，预计新投放贷款定价将继续承压，同时存款定期化趋势短期暂无扭

转，成本保持相对刚性；机遇方面，市场信心和国内需求在逐步回暖，国

家政策在积极引导净利息收益率水平回升。 该行将积极采取措施，力争

将净利息收益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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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上市险企寿险业务增速放缓

预定利率产品仍具吸引力

●本报记者 陈露

近日，A股五大上市险企

披露了2023年前8个月原保险

保费收入情况。 前8个月，A股

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保费

（原保险保费，下同）收入2.05

万亿元， 同比增长7.19%。 其

中，A股五大上市险企寿险业

务前8个月合计实现保费收入

1.29万亿元， 同比增长7.37%。

整体来看，A股五大上市险企

寿险业务前8个月的保费收入

增速略有回落，8月单月的保

费收入增速也出现分化。

业内人士认为， 在新老产

品切换、 销售人员集中休整等

因素影响下， 上市险企寿险业

务保费收入增速放缓， 符合预

期。 展望未来，预定利率3.0%

的保险产品仍具优势， 短期新

单承压不改全年高景气度。

8月寿险业务增速分化

2023年前8个月， 中国平

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

太保、新华保险分别实现原保

险保费收 入 5766.49 亿 元 、

5336 亿 元 、4910.75 亿 元 、

3209.40亿元 、1278.61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6.25%、5.6%、

8.53%、10.31%、5.59%。 A股

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实现原保

险保费收入2.05万亿元，同比

增长7.19%，较7月份增速略有

回落。

在寿险业务方面，2023年

前8个月，A股五大上市险企

合计实现保费收入1.29万亿

元， 同比增长7.37%。 具体来

看，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保

寿险、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分

别实现保费收入5336亿元、

3523.88亿元 、1888.87亿元 、

1278.61亿元、872.90亿元。 其

中， 人保寿险前8个月保费收

入同比增长11.50%，是唯一一

家增速超过10%的公司，其余

4家的保费收入增速均较前7

个月有所放缓。

具体到 8月单月保费收

入，A股五大上市险企寿险业

务增速略有分化。其中，人保寿

险8月实现保费收入39.81亿

元，同比大增70.71%；太保寿

险、 平安寿险8月实现保费收

入138.15亿元、303亿元， 分别

同比增长3.40%、1.71%； 中国

人寿、 新华保险8月的保费收

入同比出现下滑。在环比方面，

中国人寿8月保费收入环比增

长2.56%，其余4家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滑。

在财险业务方面， 人保财

险、平安财险、太保产险前8个

月合计实现保费收入6987.04

亿元，同比增长6.9%。

行业呈复苏态势

对于上市险企寿险业务保

费增速放缓，业内已有预期。 8

月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换挡，

险企纷纷进行新老产品的切

换。业内人士认为，寿险业务保

费增速放缓， 主要是受到新老

产品切换、 销售人员集中休整

等因素影响。

国泰君安证券非银金融首

席分析师刘欣琦表示， 人保寿

险8月单月保费高增长主要受

到2022年同期退保导致的低

基数影响； 而其余保险公司保

费增速均出现明显放缓， 主要

为新老产品切换后短期面临客

户弱需求而销售人员集中休整

等影响，上市险企新单承压。

开源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

析师高超认为，8月以来，负债

端受到需求提前释放、 新老产

品切换以及队伍短期休整、增

员等因素影响， 新单销售短期

承压。

在上市险企的上半年业绩

说明会上， 也有部分高管对此

进行了回应。 中国人寿董事长

白涛表示， 今年上半年保险业

保费两位数增长属于复苏态

势。短期来看，受到上半年寿险

需求释放等因素影响， 下半年

会有所回调， 但今年全年的行

业发展情况好于2022年。

全年高景气度不改

展望未来，业内人士预计，

居民资产配置需求长期存在，

预定利率3.0%的保险产品仍

具优势， 短期新单承压不改全

年高景气度。

高超认为，短期看，客户

需求或仍需一定时间修复，不

同地区渠道对新产品掌握情

况或有一定差异，销售是否回

升仍需进一步观察，9月新单

业务仍面临一定压力。 “长期

看，居民资产配置需求长期存

在， 预防性储蓄需求有所提

升，且储蓄型产品相关竞品收

益率有所下降，储蓄型产品在

2024年‘开门红’ 以及长期展

望中仍有望保持价值发展牵

引地位。 ”

刘欣琦认为， 存款利率下

调背景下， 居民旺盛的储蓄需

求仍将成为寿险产品超预期的

驱动力。 随着9月初银行存款

利率进一步下调，保险3.0%预

定利率的产品性价比逐步体

现，预计居民对3.0%预定利率

的产品仍有旺盛的购买需求，

这将推动2024年“开门红” 超

预期。

“攒金豆”成理财新宠 跟风购买不可取

●本报记者 张佳琳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在调研中发现，

随着近期国际金价走高，“金豆豆” 的价格

已上涨到每克540元-550元， 而黄金回收

的价格则在450元-470元。随着金价上涨，

“攒金豆” 正在社交平台风靡，不少网友都

在分享着自己的“攒豆经验” 。中国证券报

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金店时， 部分金店

店员表示，由于“金豆豆”备受年轻消费者

的青睐，而工厂出货有限，店里的备货量并

不多，经常出现“货到就秒光” 的情况。 专

家提醒，“金豆豆”走俏体现出年轻人的新

型理财观念，但盲目跟风并不可取。

“金豆豆” 大热

当前，“攒钱不如攒金豆” 成为了社

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中国证券报记者调

研了解到，以“金豆豆”“金瓜子”“金元

宝” 等造型为主，重量在1克-3克的小克

重黄金产品正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在淘宝、 京东等网购平台可以发现，

多家售卖“金豆豆” 的店铺月销售量已经

破万， 多数店铺的券后价在每克520元

-550元。有店铺在页面打出宣传标语“投

资或收藏纪念皆宜” 。还有店铺联合主播，

在直播间里推广售卖， 领取优惠券后，到

手价每克500元左右。

部分线下金店也出现了“手慢无” 的

销售情况。某六福珠宝店的店员透露：“制

作师傅挥锤子的速度再快，也赶不上顾客

订单的速度。 工厂出货也需要时间，每次

货一到，我们在朋友圈里一发，就立刻被

顾客们预订了。 卖得特别好，大多是用来

投资，可以每月买一颗，这几天金价上涨

得厉害，估计国庆节前都不会再降价了。”

受到年轻消费者追捧

“金豆豆” 为何会如此受到追捧？记者

采访了多位购买“金豆豆” 的年轻消费者

了解到，保值与可爱是主要原因，不少消费

者认为“攒金豆” 入手门槛低，既能满足自

身购物欲，又能变相实现存钱的作用。

北京居民小吴说：“每个月攒一颗金

豆豆，不知不觉快攒一罐了，看着满满一

罐就开心。见证了金价从四百多涨到五百

多，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攒钱方式，年底准

备给自己和家里人打些首饰。 ”

广东居民小高也表示：“想着平时花

钱大手大脚，不如省下几顿吃喝的钱用来

买金豆，也算是存上钱了。好玩，也不算乱

花钱。”当被询问是否考虑投资金条时，小

高表示：“太贵了， 一下子拿出一两万，确

实拿不出来。 ”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 有银行乘着

这股“金豆豆”热潮，推出攒金豆系列产品。

例如，招商银行推出“招行金攒金豆”系列

产品，有单枚装（1克）、五枚装（5克）、十枚

装（10克），价格为每克529.80元。

专家提醒切勿盲目跟风

业内人士表示，“金豆豆” 产品热销

的背后，能够体现出年轻消费者对于多元

化理财方式的需求。但跟风式购买的做法

并不可取，尤其是在当前金价上涨明显的

情况下。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

多家金店时发现，不少金店正在开展优惠

活动， 但受到近期金价上涨因素影响，饰

品黄金的报价已在每克600元以上。 “金

豆豆” 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到每克540元

-550元，与7月中旬相比，每克价格上涨

了20元-30元。

当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还以黄金回收

的名义，向多家店铺人员进行了咨询。“金

豆豆” 的回收价格在每克450元-470元。

某线上回收黄金的店铺客服说：“回收的

价格实时变动，以您将黄金寄过来，我们

收到货当天的黄金交易所回收价格减去

折旧费来计算的。 ”

“消费者通过‘攒金豆’ 来理财时，

要区分投资金与工艺金， 还需要关注金

价波动，以及回购渠道和要求。需要注意

黄金价格回落风险，不要盲目跟风。 ” 巨

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名金表示。

青睐区域性中小银行

Wind数据显示，9月1日以来， 共有

苏州银行、 宁波银行等13家上市银行接

受机构投资者调研， 合计获调研总次数

达26次， 较去年同期获调研次数有所回

落。具体来看，13家银行均为区域性中小

银行，其中苏州银行、宁波银行、苏农银

行获调研次数最多， 分别达5次、4次、4

次。齐鲁银行、贵阳银行也分别迎来3次、

2次机构投资者调研。

调研纪要显示， 机构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较为多元，信贷投放、财富管理、资

产质量等常规性问题依旧是机构关心的

重点。

谈及下半年信贷投放的重点领域，贵

阳银行表示，该行将紧紧围绕贵州省“四

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强省会”及乡村振兴等

重大战略部署，强化信贷资源有效供给。

今年上半年，资本市场出现调整，多

家上市银行手续费收入受到影响。 对于

财富管理业务的下一步发展， 浙商银行

表示，该行正在打造财富管理的中台，整

合客户中心、产品中心、策略中心，实现

营销管理、产品推介、资产配置和客户陪

伴等功能的一站式集成。

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影响有限

8月31日，两部门发布《关于降低存量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关

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

知》， 此后多家商业银行披露存量房贷利

率调整细则。 业内预计，9月25日政策施行

后，将对商业银行净息差起到负面影响。

从上市银行回应来看， 存量房贷利

率调整对商业银行影响有限。 江阴银行

表示，截至2023年6月末，该行按揭贷款

规模不到100亿元， 占总贷款的比例为

8%左右，规模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按揭

贷款利率调整对息差的影响较小。

据开源证券测算， 本次存量房贷利

率调整将负向影响上市银行息差约4.94

个基点。国有行、股份行的2023年息差受

冲击更大， 分别下降5.7个基点、3.9个基

点， 但考虑到提前还贷现象或可因此缓

解， 存量房贷利率下降若使提前还款比

例下降5个百分点，上市银行息差有望改

善1个基点。

多措并举稳定净息差

目前银行净息差普遍承压， 如何稳

定净息差成为各银行的重要课题。对此，

多家上市银行向机构投资者透露了后续

工作计划，涉及下调存款利率、控制结构

性存款规模增速、 对高成本存款限额管

理等。

贵阳银行表示， 下调存款利率有利

于缓解息差下行压力。 为保持基础盈利

能力相对稳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压降

负债成本，修复净息差，该行后续计划对

部分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挂

牌利率进行不同幅度的下调。

展望未来净息差走势， 齐鲁银行分

析，息差仍有收窄压力，下半年收窄幅度

预计小于上半年。 宁波银行用“压力与机

遇并存” 来形容：压力方面，预计新投放

贷款定价将继续承压，同时存款定期化趋

势短期暂无扭转， 成本保持相对刚性；机

遇方面， 市场信心和国内需求在逐步回

暖，国家政策在积极引导净利息收益率水

平回升。 该行将积极采取措施，力争将净

利息收益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9月以来， 共有13家上市银行迎来机构

投资者调研，合计获调研次数达26次，券商、

基金、保险资管公司等类型机构投资者均有

参与。

从调研内容来看，在存量房贷款利率调

整背景下，上市银行净息差变化趋势得到了

机构的重点关注。 对此，获调研的银行普遍

表示受影响不大，且有助于减缓存量房贷提

前还款趋势。 对于净息差后续趋势，这些银

行判断，下半年收窄趋势将放缓。

机构调研瞄准区域性中小银行

聚焦净息差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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