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IAL INSTITUTION金融机构 BB112022年5月5日 星期四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石 柳 制 作 朱玉霞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当前的基金代销市场，券商、
银行、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三足鼎
立。今年一季度，受市场震荡加
剧、基金新发低迷、基金净值下跌
等因素影响，机构代销基金保有规
模也出现下降。不过，或因基金代
销统计口径调整，基金代销格局生
变，券商两项保有规模出现逆势增
长，均突破1.1万亿元；而银行、独
立基金销售机构保有规模“缩水”。

同时，在代销机构券商中，华
泰证券首次超越中信证券，成为新
晋券商“代销一哥”。

券商两项规模
增幅均超20%

一季度A股市场震荡加剧，上
证指数跌幅为10.65%。Wind数据
显示，按基金成立日，累计基金新
发行386只，份额为2738.29亿份，
同比分别下降8.75%、74.36%。

在上述背景下，基金代销规模
也有所下降。近日，中基协发布的
销售机构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百
强榜单显示，一季度，“股票+混合公
募基金保有规模”合计为5.9087万
亿元，环比下降8.55%；“非货币市场
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合计为7.8841
万亿元，环比下降5.31%。

同时，代销基金机构的竞争格
局也进一步凸显。《证券日报》记者
对基金代销百强榜单梳理，一季
度，券商占据了51家，较去年第四
季度增加了5家；银行占据了26家，
较去年第四季度减少5家；独立基
金销售机构占据21家，保险及代理
机构2家，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其中，券商增加了华宝证券、第

一创业、民生证券、西南证券、中金
公司、西部证券、粤开证券7家，去年
上榜的财通证券、国都证券本季未
上榜。银行减少了东莞银行、珠海
华润银行、长沙银行、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及渣打银行（中国）5家。

百强榜单“股票+混合公募基金
保有规模”中，一季度，券商保有规
模合计为1.1366万亿元，环比增长
21.02%，占比提升至19.24%，券商
的该项保有规模较去年第四季度增
加了1974亿元。银行保有规模合计
为3.2469万亿元，环比下降14.24%，
占比降至54.95%；独立基金销售机
构保有规模合计为1.4883万亿元，
环 比 下 降 12.62% ，占 比 降 至
25.19%；保险及代理机构规模为369
亿元，较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45亿元。

“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
模”中，一季度，券商保有规模为
1.2473万亿元，环比增长22.8%，占
比提升至15.82%。银行保有规模合
计 为 3.8448 万 亿 元 ，占 比 降 至
48.77%，较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
5504亿元。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保有
规模为2.7477万亿元，占比34.85%，
较去年第四季度减少了1292亿元。
保险及代理机构规模为443亿元，较
去年第四季度增加了59亿元。

对于券商代销保有规模逆势
增长的原因，华创证券非银组组长
徐康表示：“主要原因是基金代销
口径调整，ETF基金二级市场净买
入纳入保有规模之中。ETF大多
为场内交易，券商与基金公司ETF
合作较多，持有规模较大。”

华泰首超中信
成券商“代销一哥”

一季度，华泰证券“股票+混合

公募基金保有规模”“非货币市场
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分别为1230亿
元 、131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71%、41.2%。中信证券的两项
保有规模分别为1163亿元，1316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97% 、
13.64%。

这也是自去年百强榜单第一
次公布后，华泰证券“股票+混合公
募基金保有规模”首次超越中信证
券，并由去年四季度百强榜单的第
18名提升至第12名；而“非货币市
场公募基金保有规模”中，华泰证
券与中信证券的保有规模均为
1316亿元。至此，华泰证券成为新

一任券商“代销一哥”。
一季度，华泰证券实现资管

业务净收入9.79亿元，同比增长
39.74%，是其五大主营业务中唯
一实现正增长的业务。国泰君安
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刘欣琦
表示：“近年来，华泰证券IT投入
持续加大，金融科技业务赋能广
度、深度不断扩展，面向零售客户
的涨乐财富通月活数稳居行业首
位，面向机构客户的行知、融券通
等平台加速助推机构与融券业务
发展。预计公司将依托金融科技
优势进一步增强客户黏性、提升
业务效能。”

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保有
规模环比增速最快的机构均来
自券商，中银证券、东吴证券、东
莞证券的“股票+混合公募基金
保有规模”环比增幅均超100%。
其中，中银证券的两项保有规
模 环 比 增 幅 高 达 294.23% 、
278.18%。

西部证券非银行业首席分析
师罗钻辉表示：“市场波动、口径
调整短期影响行业表现及竞争格
局，ETF占优的券商实现排名、规
模双升；但长期来看，券商未来的
看点仍在于基金投顾及私募产品
销售。”

一季度基金代销格局生变
保有规模券商逆袭银行“缩水”

本报记者 吕 东

5月5日，随着张家港行率先开
始发放2021年度股利，上市银行高
达数千亿元的“现金红包”也将陆
续发放。

全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共
有39家银行推出了利润分配方案，
且全部为现金分红方式。根据上
市银行披露的利润分配方案，2021
年度现金分红额度将再创新高，达
5452.49亿元（含税，下同），同比增
长近12%。

分红金额增长11.62%

随着年报披露工作收官，上市
银行在亮出去年整体业绩优良成
绩单的同时，其分红方案也已全部
揭晓。

在全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
有39家银行宣布将进行2021年度

利润分配，而上述银行的利润分配
方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实施，希望
通过真金白银的方式回报股东。
此外，张家港行、苏州银行在现金
分红的同时，还包含了转增股本。

同花顺 iFinD统计数据显示，
2021年度上市银行现金分红金额
将再创历史新高，拟派发现金合计
高达5452.49亿元，较2020年度的
4884.19亿元增长11.64%。即使剔
除2021年后上市并首次推出A股分
红方案的几家银行，2021年度A股
上市银行现金分红金额较2020年
的增幅仍达到两位数。

工行作为“最赚钱”银行，2021
年度现金分红将首次突破千亿元，
达1045.34亿元。而在每股现金分
红力度方面，招行则排名居首，根
据其披露的利润分配方案，该行
2021年度每10股派现高达15.22元，
此外，兴业银行每股现金分红也超
过1元，为每10股派现10.35元。

作为上市银行中的“核心力
量”，国有六大行分红金额也是各类
上市银行中最高的。6家国有大行
2021年度合计派发现金达3821.93
亿元，同比增长11.81%，在上市银行
分红金额的占比超过七成。

除了工行2021年度现金分红
金额领先于其他上市银行外，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现金
分红分别达910.04亿元、723.76亿
元、650.60亿元，分列上市银行分红
榜的第二至第四位，此外，交行及
邮储银行的现金分红也均在200亿
元以上。

记者注意到，国有六大行近年
来的利润分配方案均以现金分红
的方式进行，且现金分红比例全部
维持在30%及以上，分红金额与业
绩增长幅度基本保持同步，起到了
良好的表率作用。

“绝大多数上市银行不但多年
来按时推出利润分配方案，且在红

利发放上均采用了现金分红方式，
这让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能
够分享其业绩增长带来的收益回
报，有助于为中小投资者树立价值
投资理念。”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4家银行股息率超过4%

上市银行2021年度分红金额
不但再创新高，由于股息率普遍高
企，也使得上市银行的长期投资价
值更为凸显。

39家采取现金分红的银行中，
有24家银行股息率超过4%（截至去
年末收盘价计算），其中，交行、中
行、农行的股息率更是在7%以上。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各月度，
理财产品加权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
为3.97%、最低为2.29%。由此可以
看出，大部分上市银行的股息率均

已高于同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根据银行披露的利润分配进度，

张家港行将于5月5日开始其2021年
度股利发放，该行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10股转2股，派1.6元，成为上市银
行中首家实施股利发放的银行。

根据流程，在上市银行董事会
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尚
需取得各自银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择期实施。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上市银行
分红进度发现，已推出利润分配方案
的39家上市银行中，除本周的张家港
行，苏州银行、瑞丰银行将于下周实
施分红。此外，江阴银行、常熟银行
的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其余银行利润分配进度稍
缓，仍处于董事会审议通过阶段。根
据此前数年上市银行红利发放时间，
每年6月份和7月份是利润分配的高
峰，上市银行红利将基本于7月末发
放完毕。

上市银行2021年度“现金红包”开始发放
拟派现5452亿元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王 宁

截至5月4日，《证券日报》记者
根据Wind最新统计发现，有55家期
货公司去年合计净利润近111亿
元，其中25家公司跻身“亿元俱乐
部”，6家盈利不足千万元，4家出现
亏损，混沌天成以年度亏损超亿元
垫底。

业内人士表示，去年期货市场
成交量和成交额再创历史新高，经
纪业务成为多数期货公司营收的
主要发力点，同时，取得风险管理
业务资质的公司借助场外衍生品、
基差贸易等，整体营收实现了较大
增长，反观部分亏损期货公司，则
主要在对外投资上存在投资失误。

券商系公司业绩独占鳌头

Wind统计显示，在55家期货公
司去年净利润中，超过1亿元的有
25家期货公司，其中，仅有永安期

货净利润突破10亿元，达到13.06亿
元，排名靠后的依次为中信期货、
银河期货、国泰君安和东证期货
等，净利润分别为9.9亿元、7.6亿
元、7.4亿元、5.9亿元；排名前十的
期货公司，净利润均在4亿元以上。

从期货公司分类来看，券商系
期货公司无论是从数量占比还是净
利润占比，都占据绝对优势，成为最
大赢家。数据显示，在这55家期货
公司中，仅有不足10家公司尚未有
券商股东背景，其余45家期货公司
均为券商的参控、控股或兄弟公司，
例如排名前十的期货公司中，除了
瑞达期货为现货系期货公司外，其
余均为券商的子公司或参股公司。

在其余跻身“亿元俱乐部”的
15家期货公司中，除了中粮期货和
国贸期货外，其他期货公司也均为
券商背景，且从净利润排名来看，
成为期货公司的“中坚力量”。

北京某期货公司高管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去年期货市场成

交量再创历史新高，这为期货公司
经纪业务的增长提供了基础，同
时，全市场上市品种数量达到94
个。由此可见，期货市场正经历着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近些年，期货
风险管理业务成为多数期货公司
营收的增长点，尤其是场外衍生品
和基差贸易等，这些业务的发展空
间巨大，也将是未来几年持续发力
的方向。

中期协数据显示，以单边计
算，全国期货市场去年成交量为
75.14亿手，成交额581.2万亿元，
连续三年大幅增长。在全球场内
衍生品市场中，郑商所、上期所、
大商所和中金所在全球交易所期
货和期权成交量排名中分别位居
第7名、第8名、第9名和第27名，稳
中有升。

多家期货公司投资折戟

中期协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末，国内150家期货公司总资产超
过了1.38万亿元，净资产为1614.4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0.8% 和
19.56%，资本实力有所增强；同时，
期货公司各主要业务有明显增长，
例如经纪业务全年收入达到了
314.98亿元，同比增长64.06%，风险
管理业务累计收入为2628.59亿元。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期货公
司各项主营业务稳中有增，但对外
投资则成为部分期货公司的最大
风险点，例如在这55家期货公司
中，排名首尾的永安期货和混沌天
成期货均如此。

根据两家期货公司公告显示，
永安期货去年归属于股东的净利
润为13.07亿元，同比增长14.01%，
但今年一季报显示，净利润仅为
0.3亿元；而混沌天成去年归属于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了1.65亿元，同
比下降了140.75%。分析来看，对
外投资成为了稳健经营的最大风
险点。

混沌天成表示，公司去年度投
资收益占营业收入比例环比减少
59.57%，主要是因为母公司股票投
资实现盈利较去年同期股票盈利
减少所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比 上 期 减 少
341.88%。

永安期货公告显示，去年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
收到联营企业分红，整体分红仅为
2579万元，但公司合并报表口径长
期股权投资高达9.72亿元，包括永
安国富期末账面价值的9.36亿元
（去年净利润高达逾10亿元），玉皇
山南期末账面价值的2439万元，以
及 OSTCYONGAN 期 末 账 面 价 值
1164.94万元。

华泰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沈
娟表示，永安期货一季度净利润大
幅下降主要系投资业务拖累。考
虑到目前期货市场景气度有所下
行，适当下调经纪业务成交额、投
资类收入等假设。

55家期货公司去年合计净利近111亿元 对外投资成风险点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余俊毅

4月29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称，在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布华融信托股

权转让信息及有关材料，转让目标为

公司持有的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华融信托）76.79%股权，挂牌价格为

61.52亿元，挂牌公告期为自信息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这意味着，中国华融旗下的银行、

信托、证券三大非主业金融牌照即将
归零。

近年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如何聚焦主
业，积极参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助力打赢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是监管和市场共同关注的
话题。在政策的引导下，全国性AMC机构开始逐渐
回归不良资产处置主业。

近日，中国华融宣布清仓旗下信托资产，进一步
对其非主业“瘦身”，这意味着，中国华融旗下的银
行、信托、证券三大非主业金融牌照即将归零。

拟61.52亿元转让华融信托股权

中国华融于 4月 29日发布公告称，根据有关监
管要求，中国华融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布华融
信托股权转让信息及有关材料，转让目标为公司持
有的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信托）76.79%
股权，挂牌价格为 61.52亿元，评估结果已经财政部
备案。挂牌公告期为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
日。

据了解，华融信托是中国华融的一级子公司，是
在重组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设
立的，注册资本 30.36亿元，中国华融持有 76.79%的
股权，是绝对控股股东。

目前国内的信托公司仅有 68 家，而此次华融
转让华融信托全部股权也意味着其将放弃“一票难
求”的信托牌照。但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国华融
第一次放弃旗下“重磅级”金融牌照了。今年以
来，中国华融还先后转让了旗下银行、证券公司的
股权。

今年4月19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其拟将所持
有的华融湘江银行 40.53%股权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转让股份数量共计31.41亿股，这是其所持有的华融
湘江银行全部股份。公告当日，此笔华融湘江银行
股权已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

更早时候，1月 27日，中国华融披露了华融证券
的股权转让进展，称中国国新控股子公司国新资本
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签订合同，拟以 109.33亿元作
价受让华融证券72%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国华融不
再持有华融证券股权。

分析背后的原因，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
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华融作为不良资产管理
企业，其核心功能是管理不良资产，为整个金融系统
兜底，所以华融回归主业，一方面是要减少杠杆，不
能以多元金融增加华融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为解
困，过去问题金融资产导致华融资产质量下滑。回
归主业将是大势所趋，华融或将逐步剥离所有金融
子公司和牌照。

记者注意到，中国华融 2021年度业绩报告中显
示，面对2020年大幅亏损，中国华融全面聚焦主责主
业，深入推进业务转型。公司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930.67亿元，同比增长 23.4%；净利润 19.86亿元，较
2020年扭亏为盈。此外，2021年，中国华融坚守主
业，不良资产经营主业作为公司收入和利润主要来
源，50%的规模实现了近 60%的收入，主业保持稳健
发展态势。

AMC要回归业务本源

目前国内的全国性AMC机构共有五家，分别是
华融、长城、东方、信达、银河资产管理公司。此前，
五大AMC除了从事不良资产业务外，同时开展多元
化的业务，包括银行、信托、保险、证券、融资租赁、公
募基金、期货等多种业务，基本实现了金融业全牌照
发展。

但在监管部门要求下，近年来各大AMC机构开
始逐步剥离非主业。比如，此前中国信达就将其持
有的幸福人寿股权进行了转让。还有中国长城也将
其所持有的长生人寿股权进行了转让。而今年中国
华融也成为了五大AMC中首家转让银行、证券、信托
三大重要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近年来监管层不断强调了AMC要聚焦不良资产主
业。从 2010年开始，四大AMC业务逐步多元化，甚
至“本末倒置”致使不良资产处置几乎成为副业。但
随着多元化风险显现，四大AMC纷纷加快回归主业
的步伐，转让旗下与不良资产主业不相关的保险公
司、投资公司、贷款公司等。AMC需要体现机构责
任，回归业务本源，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支持实体经
济，防范金融风险。

光大证券的研报认为，不良资产的盈利策略有
着明显的“投资特征”。AMC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更易
以更高的折扣率，即更低的价格收购不良资产；随后
在经济复苏时通过转让、管理和处置的方式使得不
良资产价值提升；两者价差将作为AMC不良资产处
置的收益。而在目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
下，AMC将拥有更高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空间以支撑公司持续发展。

拟转让76.79%华融信托股权
中国华融加速回归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