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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回升态势明显

四季度银行理财“稳” 字当头

●本报记者 张佳琳

受2022年末债券市场波动以及今

年6月末存款冲量等因素影响， 今年上

半年银行理财市场规模出现下滑，银行

理财失去了资管行业管理规模的 “头

把交椅” 。 当前，银行理财的规模变化

备受关注。

上市银行三季报的披露，让部分银

行理财的季度数据及产品策略浮出水

面。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多家银

行理财规模回升趋势显著，“稳” 字当

头是不少银行及理财公司产品策略的

主要方向。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理财存

续规模在四季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理财产品规模持续恢复

“截至11月3日， 银行理财存量规

模延续10月的整体回升趋势，较上周增

长1619亿元至27.44万亿元， 为今年以

来最高水平，表明当前理财规模持续恢

复。 其中，理财公司的理财规模环比增

长1312亿元至23.33万亿元。” 广发证券

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刘郁分析称。

从银行披露的三季报数据来看，多

家银行理财规模较上半年均有不同幅

度的增加。 例如，招银理财的理财产品

余额由6月末的2.53万亿元增加到2.58

万亿元； 平安理财的理财产品余额由6

月末的8835.54亿元增加到9679.54亿

元； 南银理财的理财产品规模由6月末

的近3500亿元增至超3700亿元； 杭银

理财的理财产品余额由3354.79亿元增

加到3579.73亿元。

据中信证券估算，截至2023年三季

末， 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约25.9万亿元，

季度环比提升约2.1%；其中，理财公司

理财产品规模约21.4万亿元，市场份额

占比达82.5%。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

黄德杰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去年理财

产品“破净潮” 导致个人投资者风险偏

好降低， 今年一季度尚未完全恢复，理

财产品存续规模继续收缩。二季度以来

存续规模已有所回暖。

资金面阶段性改善

尽管与半年报相比，部分银行理财

产品规模实现增长，但若将数据与2022

年同期相比，则仍有一定差距。 以招银

理财为例，2022年三季末， 招银理财管

理的理财产品余额为2.96万亿元。 在三

季报中，谈及资产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同比下降8.14%的原因时， 招商银行

指出，主要是招银理财产品管理规模同

比下降。

这并非个例，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

发现，多家银行三季报显示，受到资本

市场波动的持续性影响，理财产品规模

及管理费率较去年同期下降，导致手续

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出现下降。以兴业

银行为例，该行在三季报中解释手续费

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30.36%，这主要

是由于老理财产品规模压降及资本市

场波动影响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同比

下降。

多位业内人士预计，四季度的理财

产品规模有望保持稳步增长。 提及原

因，兴银理财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海外市场方面，美联储暂停加

息，美债收益率大幅回落，有利于全球

流动性。 国内方面，随着宏观政策陆续

落地， 前期债市面临的利空暂时出尽，

地方特殊再融资债和特别国债发行冲

击压力最大的阶段已经过去，央行有望

增加货币投放，资金面阶段性改善有望

带动中短端利率下行。 ”

产品倾向“低波稳健”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三季

度末，全市场共存续理财产品36122款，

环比增加1191款。 从投资性质来看，固

收类产品最多，共有32757款，环比增加

1326款；混合类产品次之，共有2135款，

环比减少149款；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

生品类产品相对较少，合计仅有512款。

尽管银行理财规模回升态势明显，

但银行理财的产品策略似乎仍受 “破

净” 余波影响，“稳” 是不少机构的首

选。以平安理财为例，该公司表示，2023

年三季度以来， 随着理财市场逐步回

暖，平安理财通过深耕渠道、加强与同

业代销合作、 坚持稳健的投资策略、进

一步丰富产品品类、持续强化风险管理

体系等举措，推进产品规模稳健增长。

某城商行理财公司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今年以来居民风险偏好较

低，较容易接受的就是低风险货币基金

或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因此，底层挂

钩多只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的

“活钱理财” 类产品成为不少银行及理

财公司竞逐的赛道。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黄德杰表示，

投资者首先要清楚自己的风险承受能

力，根据自身年龄、风险偏好、收入水

平、资金流动性安排等方面做好理财规

划， 选择适合自己风险偏好的理财产

品。 若追求收益稳定，就应该坚持价值

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理性面对短期市

场波动。同时，要做好适度分散投资，构

建适宜的投资组合，避免“把鸡蛋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 。

部分民营银行三季报出炉

科技投入助推资产规模增长

●本报记者 吴杨

网商银行、亿联银行、民商银行、

振兴银行四家民营银行均于日前披

露了2023年三季度经营数据。 数据

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四家民营银行

资产合计超6000亿元，其中，网商银

行资产总额突破4800亿元。 业内人

士表示， 民营银行获得快速发展，背

后是科技、股东引流等多因素助力的

结果。

网商银行资产突破4800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

共有19家民营银行，规模与业绩情况

分化明显。网商银行、亿联银行、民商

银行、振兴银行均于日前发布了2023

年三季报，截至三季度末，资产总额

合计达6180.24亿元。

其中， 网商银行资产总额突破

480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

月 30日， 网商银行资产总额为

4847.32亿元，较去年末增加436.43亿

元，增长9.9%，负债总额为4605.72亿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41.61亿元。

网商银行于2015年6月25日正

式开业，是由蚂蚁集团发起，原银保

监会批准成立的中国首批民营银行

之一。

此外，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亿

联银行资产总额为614.20亿元，民商

银行、 振兴银行资产总额分别为

425.28亿元、293.44亿元， 较去年末

均有所增加。

最新资本充足率均高于11%

经营业绩方面，目前公布三季报

的四家民营银行营业收入、净利润均

为“正” 。

其中，前三季度，网商银行实现

营业收入133.74亿元， 同比增长

20.30%；净利润为27.37亿元。 此外，

亿联银行、民商银行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分别为10.12亿元、8.23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8.86%、20.97%，前三季度

净利润分别为0.72亿元、4.25亿元。

振兴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87亿元，同比下降了11.44%；净利润

为1.08亿元，同比增长达71.14%。该行

在三季报中表示， 营业收入下滑与减

费让利的整体行业趋势契合。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

三季度末，四家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

均高于11%。 其中，振兴银行资本充

足率最高，为12.05%。 该行也在三季

报中表示，三季度末优质流动性资产

充足率超出监管标准130.78个百分

点，流动性管理稳健。 其次是民商银

行、网商银行和亿联银行，资本充足

率分别为11.90%、11.40%、11.22%。

科技投入提供支撑

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民营银行实

现快速发展得益于诸多因素。

万联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郭懿表

示，大量的科技投入为部分民营银行

业务的发展、规模的扩张以及资产质

量的把控提供了较强的支撑。以网商

银行为例， 该行采取科技驱动方式，

不设线下网点，借助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技术，实施无接触贷款。

“互联网银行可依靠股东引

流。 ”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

志明表示，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苏

宁银行和金城银行为代表，其控股或

参股股东为腾讯、蚂蚁、苏宁、360集

团等互联网巨头。互联网背景股东可

提供大数据服务和获客能力，例如网

商银行借助支付宝数据获得客户清

晰画像，可节约数据分析等成本。

民营银行发展也面临挑战。廖志

明认为， 目前三大挑战清晰可见，分

别是下沉长尾客户对风险控制提出

高要求、展业仍需政策支持以及客户

基础薄弱，收入结构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