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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索社银合作新场景，丰富业
务办理事项，不断满足群众综合化办事需求，交
通银行河南省分行郑州自贸区分行与郑东新区
社保中心加强沟通对接，在社保卡推广、“社银
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近日，郑东新区社保中心主任张艳一行到
该行开展社银业务调研，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参观“社银一体化”服务专区，详细了解

“社银一体化”服务开展情况，并与相关负责人
进行座谈，共同探讨下一步深入合作的结合点、
更好服务周边群众的方式和思路。

“社银一体化”服务是由银行联合人社部门
共同打造的“社保+银行”业务经办服务模式，借
助银行网点延伸经办服务，为群众就近提供便
捷、优质的社保一站式经办服务。交通银行建
设“社银一体化”服务网点能够充分发挥网点布
局广、辐射人群多等优势，推动社银高频业务深
度融合，助力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下一步，交通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与郑东
新区社保中心将密切合作，进一步推进社银一
体化便民服务网点建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
续优化服务方式，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助推郑东新区社银一体化工作高质量、高标准
完成，让惠民举措真正走进群众生活。 （CIS）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社银合作共服务
便民惠民零距离

本报记者 苏向杲
见习记者 杨笑寒

近日，保利发展发布的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公告显示，在
减持期内，泰康人寿减持了其通
过非公开发行所取得的保利发展
股份8176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68%。减持后，泰康人
寿 对 保 利 发 展 的 持 股 比 例 自
7.05%降至6.31%。

实际上，除泰康人寿之外，今
年以来大中型险企密集减持地产
股。据记者梳理，中国平安、新华
人寿、大家人寿、前海人寿等险企
年内均减持了地产股。从二级市
场来看，今年三季度末，险资机构
对房地产行业的重仓股数量（进入
上市房企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较二
季度末减少了1.08亿股，持仓市值
减少26.51亿元，险资“撤离”趋势
明显。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险企减持
地产股主要是为规避风险。目前，
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阶段，相关
资产价格正在筑底，预计资产价格

会随着市场回暖企稳回升。不过，
目前不动产领域依然有配置价值，
险资在减持地产股的同时，可以加
大对该领域的投资力度。

多家险企减持地产股

泰康人寿减持保利发展只是
险资“撤离”地产股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多家大中型险企密
集减持地产股。11月9日，中国平
安公告称，目前并未持有碧桂园股
份，引发市场关注。公开信息显
示，在今年6月30日时，中国平安仍
持有碧桂园5.37%的股份。

新华人寿三季度末对万科A
的持股比例由二季度末的1.37%
降至1.01%，减持4352.33万股。今
年以来，大家人寿还减持了金地集
团，前海人寿减持了华侨城A。

谈及险资减持地产股的原因，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今年房地
产市场仍处调整中，险资减持地产
股主要是为规避投资风险。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近两

年来，险资在持续减持、清仓房企
股权。险资机构除减持上市房企
之外，部分险企还压降了持有的

“涉房”子公司数量。
对此，有险资机构相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放
缓，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险资机
构开始重新评估房地产行业股权
投资的风险和收益，为防范风险，
近两年险企陆续减持地产股。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险资机构
投资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主要有三
方面：一是地产股波动性较大，二
是地产企业目前在经营层面仍面
临压力，三是地产项目资产面临缩
水的可能，这三大原因促使险企谨
慎对待房地产行业资产。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
末，险资重仓持有的上市房企的流
通股数量为59亿股，持股市值超
364亿元，以及大量其他股权资产
和债权资产。就整体投资风险，刘
水认为，不同类型房企资产风险的
差别较大，经营稳健的房企股票及
债券价格韧性相对较强。当前房

地产市场处于深度调整阶段，房地
产业相关资产价格也在筑底。随
着市场企稳回升，行业相关资产价
格有望企稳回升。

随着险资机构压降房企股权
持仓，部分头部险企的房地产持股
比例已经较低。今年8月份，中国
人寿副总裁刘晖在介绍中国人寿
持有的房地产相关敞口情况时表
示：“公司房地产全口径持有敞口
较小，二级市场房地产股票方面，
敞口在总资产占比小于0.4%，都
是资质较好、经营稳健的标的。”

险资加大不动产投资

实际上，险资机构在减持地产
股的同时，也在加大对商业地产、
产业园区等不动产投资，也就是
说，险资并未完全撤离房地产行业
投资。

中国平安三季报显示，截至
2023年9月30日，其保险资金投资
组合中不动产投资余额为2094.82
亿 元 ，在 总 投 资 资 产 中 占 比
4.5%。该类投资以物权投资为

主，在不动产投资中占比76.1%，
主要投向商业办公、物流地产、产
业园、长租公寓等收租型物业。

“目前一些险资其实还是在积
极持有不动产项目，包括一些写字
楼项目等。”严跃进表示，此类写字
楼项目本身价值被低估，持有后资
产升值的机会较大。

对险资而言，不动产领域依然
有配置价值。刘水认为，一是，险
资可以通过直接购买房地产相关
REITs，如保租房REITs、购物中心
REITs等，促进盘活不动产存量资
产，支持房企融资。二是，配置写
字楼、购物中心等实体项目资产，
长期持有能实现投资资产的保值
增值。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
商业不动产价格低迷，未来一二线
城市核心地段的商业不动产具有
较强升值空间，当前也是加大配置
的时机。

刘晖此前也表示，中国人寿配
置的商业不动产主要分布于一线城
市的核心区域，在业态上主要是办
公楼和物流产业园等新经济地产，
在整个组合配置中是非常稳健的。

多家险企年内减持地产股
专家认为不动产依然有配置价值

本报记者 冷翠华

11月15日，记者从业内了解
到，监管部门正开展保险公司股权
投资情况排查。11月底之前，保险
公司需要完成相关股权投资领域
的信息上报。

重点排查的公司包括三类：保
险公司投资的各级非保险子公司；
保险公司、各级非保险子公司投资
的非控制型未上市企业；保险公司
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控制的各
级未上市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对保险公司股
权投资进行全面排查，既是“排雷”
行动，也为今后的持续监测打下基
础。排查会促进股权投资市场进
一步规范，但不会影响保险公司股
权投资积极性，未来险资股权投资
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政策持续松绑
股权投资余额超2万亿元

作为规模庞大的长线资金，险
资进行股权投资是支持实体经济
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险资股权投
资的政策持续松绑，投资环境趋于
宽松。

为加大保险资金对实体经济
股权融资支持力度，提升社会直接
融资比重，2020年，原银保监会发
布《关于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
有关事项的通知》，核心内容是取
消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的行
业限制，通过“负面清单+正面引
导”机制，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

2021年12月份，原银保监会下
发《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领域部
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允许保险
资金投资由非保险类金融机构实
际控制的股权投资基金，取消保险
资金投资单只创业投资基金的募
集规模限制。

随着可投资领域持续放宽，近
年来，我国保险公司股权投资余额
持续增加，已成为保险资金重要的
资产配置类别，尤其是对人身险公
司而言，长期股权投资已成为其第
二大资产配置品种。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三季度末，人身险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余额约2.3万亿元，在
险资运用中占比为9.4%，仅次于
债券投资。财产险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余额为1273.58亿元。

强调穿透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

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既支持了
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为自身带来了
良好的投资收益。但也应正视，部
分投资仍不合规，可能存在风险隐
患，必须加强对投资情况的全面了
解，而穿透式监管是有力手段。

从今年监管部门公开发布的
行政处罚信息来看，险资股权投资
存在多项不合规情形。例如，某财
险保险公司未经审批设立2家非保
险子公司；某人身险公司投资企业
股权估值不审慎。

今年6月份，监管机构对某人
身险公司下发的一份行政处罚决
定显示，该人身险公司通过与其他
保险公司相互投资对方关联企业
的方式，变相为己方关联企业输送
利益，规避关联交易审查，金额巨
大，且部分项目已出现风险，严重
影响保险资金安全。

监管部门要求，保险公司投资
的各级非保险子公司，穿透至底层；
保险公司及各级非保险子公司投资
的非控制型未上市企业不向下穿
透；保险公司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控制的子公司，穿透至底层。

在人保资本股权投资原总裁、
凯利资本总裁张令佳看来，排查是
为了弄清楚保险公司本质上投资

了多少保险主业之外的行业，从而
对险资应用有更清楚的了解，优化
保险资金运用、防范金融风险。

张令佳表示，保险公司进行股
权投资主要出于两方面诉求，采取
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直
接股权投资多属于战略投资，与主
业高度相关，希望形成业务协同；
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方进行的股权
投资则有更多财务回报的考虑。
在现实操作中，某些股权投资形式
合规，实质偏离了监管期望。因
此，监管机构的排查强调实质重于
形式，强调穿透监管。

某保险资管公司相关负责人
覃滨（化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保险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有其天
然优势，但股权投资周期长、金额
大，“投好了收益可观，失败了可能
也会带来重大打击。”因此，保险公
司进行股权投资应本着审慎原则、
注意控制风险，且应加强投后管

理，而这正是目前保险股权投资的
弱项。

未来股权投资
有望持续增加

事实上，近年来监管部门针对
险资运用已展开多轮摸底。覃滨
表示，专门针对保险资金股权投资
进行全面排查是近年来首次，这既
是针对某些潜在问题的“排雷”行
动，也为建立日常监测机制打下
基础。

从排查内容来看，保险公司需
要上报此次排查的三类标的公司
的情况，包括基本信息、治理情况、
经营情况、董监高情况、投资金融
资产情况等。同时，保险公司还需
提交标的企业股权结构图。以第
一层标的公司为原点，以股东层为
起点，按层级显示股权关系和持股
比例的标的企业股权关系树状图。

监管部门表示，将建立长效机
制，进行持续监测，对保险公司直
接以及通过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各
级未上市非保险标的企业情况进
行持续监测。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尽管
监管部门进行全面排查，但不会影
响险资股权投资积极性。

张令佳认为，规范投资行为，
会促进保险资金流向政策鼓励的
投资领域，对支持实体经济、降低
投资风险皆有益。

覃滨认为，从险资的资产配置
来看，固收类投资尽管能带来稳定
回报，但收益率持续走低，覆盖保
单资金成本难度渐增。因此，保险
资金必然要增加包括股权投资在
内的权益投资占比，通过多种形式
的投资组合，降风险、增收益。规
范市场不会影响保险股权投资热
情，未来险资股权投资规模有望持
续增加。

监管排查险资股权投资 重点指向三类公司

本报记者 王 宁

11月15日，《证券日报》记者
从私募排排网获悉，高毅资产、高
瓴集团、景林资产和王亚伟旗下
的TOP ACEASSET MANAGEMENT
(以下简称“Top Ace”)三季度美股持
仓均有不同程度调整。

多位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
从头部私募当期持有美股情况来
看，科技股和消费股是重点持有
对象，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该类板
块投资机会更加突出，但从中期
布局来看，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因素。

数据显示，三季度，高瓴集团
持有美股市值和持股数量最高，合
计持有市值近45亿美元，押注60只

个股。具体来看，高瓴集团当期持
有市值超过1亿元美元的个股有10
只。其中，排名靠前的3只分别是
百济神州、拼多多和贝壳，均为中
概股，持有市值分别为9.3亿美元、
7.2亿美元、4.76亿美元，除了百济
神州环比持股不变外，拼多多和贝
壳持股数量均下降10%以上。

此外，高瓴集团当期持有市值
在5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之间的个
股还有25只。其中8只是中概股，
包括华住、百度、大全新能源和中
通快递等，但持股不变的仅有10
只。此外，高瓴集团还清仓了7只
个股，包括超威半导体、奥多比、谷
歌母公司和理想汽车等。从持有
个股所属板块来看，多数为医药股
和科技股。

景林资产三季度美股也有不
同程度调整。数据显示，当期景林
资产持有31只股票。其中，18只为
中概股，合计持仓市值达25.49亿美
元，较二季度末的20.69亿美元相比
增加近5亿美元。具体持仓变动
上，当期景林资产新进个股8只、增
持个股5只、减持个股12只，6只个
股保持不变，同时清仓5只个股。
从前10大个股持仓量来看，总市值
达22.15亿美元，占其美股持仓总市
值的86.87%，持股集中度相比二季
度有明显提升。持仓方向上，行业
集中度相对偏高。其中，11只个股
来自信息技术行业，9只个股来自
可选消费行业。持仓个股表现上，
前10大重仓股中多数在三季度有
所上涨，例如拼多多、新东方和富

途控股当期涨幅超40%。
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姚旭

升告诉记者，从头部私募持仓来
看，对科技板块依旧保持青睐态
势，且增持迹象非常明显，主要在
于：一是头部科技公司占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一旦在技术发展取得突
破，可以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二
是科技发展会衍生出许多新兴产
业，而头部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更
有优势，更容易把握投资机遇；三
是龙头科技股更容易在政策等方
面得到支持。

高毅资产三季度美股持仓市
值和持股数量并不高。数据显示，
当期高毅资产合计持有市值近3.9
亿美元，持有17只个股。其中，中
概股有16只。从持有市值排名来

看，拼多多、中通快递、爱奇艺、微
软和网易等居前。整体来看，高毅
资产当期新进5只个股、增持4只，5
只保持不变。

此外，王亚伟旗下的Top Ace
当期持有10只个股，合计持有市值
2534亿美元，包括百度、英伟达、百
胜中国、京东和拼多多等。同时，
Top Ace还清仓了4只个股，分别是
携程网、网易、富途控股和贝壳。

止于至善投资总经理何理对
记者表示，四季度，该公司在美股
持仓仍保持较高水平，合计持有资
产占总资产的50%左右，主要为人
工智能、中概股、其他科技类公
司。随着国际市场基本面向好，包
括美股、A股和港股等都会迎来较
好投资机会。

四大百亿元级私募调整三季度美股持仓
重点持有科技股和消费股

本报记者 昌校宇 见习记者 方凌晨

私募排排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
月,不同管理规模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旗下股
票策略产品平均收益率为负，尤其是受10月份单月
权益市场表现影响，跌幅进一步扩大。不过，大型私
募机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取得了正收益；同时，股票
策略产品备案数量相对其他策略产品更多。业内人
士认为，这反映了私募机构对A股未来行情保持积极
预期。

10月份权益市场跌幅较大，私募机构旗下股票
策略产品整体收益表现欠佳。具体来看，10月份，有
业绩记录的2799家私募机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1.60%，仅632家机构的产品实现正收益，
占比为22.58%。管理规模在5亿元以下、5亿元至10
亿元、10亿元至20亿元、20亿元至50亿元、50亿元
至100亿元、100亿元以上的机构旗下产品平均收
益率分别为-1.57%、-1.66%、-1.51%、-1.74%、-2%、
-1.97%。

前10个月，有业绩记录的2686家不同管理规模
的私募机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1.93%。不过，仍有1106家私募机构产品逆市斩获正
收益，占比为41.18%。其中，有142家机构产品收益
率超20%，另有208家私募机构产品收益率在10%到
20%之间。

具体到不同管理规模的私募机构旗下股票策
略产品收益情况来看，今年前10个月，管理规模在
5亿元至10亿元、50亿元至100亿元、100亿元以上
的机构产品表现较好，均实现了正收益，平均收益
率分别为0.91%、1.28%、0.30%；而管理规模在5亿
元以下、10亿元至20亿元、20亿元至50亿元的机构
产品未能实现正收益，平均收益率分别为-2.60%、
-1.78%、-0.19%。

大型机构表现相对较好。如管理规模在50亿元
至100亿元的67家机构中，共有35家实现了正收益，
占比超五成，股票策略产品平均收益率最高，为
1.28%。而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的67家私募机构
中，共有41家实现了正收益，占比超六成。

谈及部分私募机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业绩较好
的原因，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对《证券日
报》记者分析称：“一是抓住了上半年ChatGPT（人工
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兴起带来的AI（人工智能）产
业链投资机会；二是受益于全球化资产配置，把握住
了美股上涨带来的投资机会。”

钜阵资本首席投资官龙舫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量化指增策略及股票
市场中性策略，相对主观多头策略的业绩要好一
些。通常管理规模较大的私募机构旗下不仅有
股票多头策略产品，还有多元化的策略配置，还
有些大型机构也会配置海外资产，而今年海外市
场整体表现较好；另有部分大型机构的风控和投
研能力相对出色，抓住了年内波段性和结构性的
投资机会。”

尽管今年前10个月私募机构旗下股票策略产品
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从私募证券产品备案情况
来看，相较于其他策略，股票策略备案产品数量遥
遥领先。今年前10个月，合计备案私募证券产品
14168只。其中，股票策略产品备案8441只，占比近
六成。

刘有华表示：“股票策略备案产品数量占优，一
是因为股票投资策略较为丰富，不仅有主观股票多
头策略，还有股票多空、股票市场中性以及指数增强
等多种子策略；二是投资股票市场能充分享受到中
国经济发展红利。”

在龙舫看来，股票策略产品备案数量多主要有
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相对于债券和商品策略而言，
股票策略一直都是私募市场上的主要策略，国内大
部分私募基金经理擅长的是股票投资，所以在备案
产品中依然占据大头；另一方面，说明私募机构对A
股未来的行情保持积极预期，希望在股票估值位于
历史底部区域期间多发行产品，以便将来能够获取
更好的收益。

前10个月超四成私募机构
股票策略产品实现正收益
机构对A股未来行情保持积极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