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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 妍

据记者梳理，今年“五一”假期，有多家
银行及理财子公司推出了“五一”理财攻略，
助力投资者优化资产配置。部分银行推出
的理财产品在收益表现、策略创新等方面展
现出新特征。具体来看，银行理财市场短期
高收益产品发行密集，且多聚焦于中低风险
领域，实现收益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与此同
时，理财产品的投资策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
展格局。

上海冠苕信息咨询中心创始人周毅钦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推出高收益产
品及多元化产品，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
方面近期市场整体收益表现良好，为银行推
出较高业绩基准产品提供了收益基础。同
时，理财子公司也利用这一契机，通过提升
业绩比较基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扩大管理
规模；二是假期资金流动性增强，投资者有
闲暇时间对产品有更多关注度，较高的业绩
比较基准能够吸引投资者的目光，抢占市场
份额。

产品收益亮眼
策略结构双优化

多家银行及理财子公司推出了“五一”
理财锦囊。在市场参与度方面，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地方城农商行较为积极。据
悉，多家银行设置假期收益确认节点，一般
情况下要求 4月 30日 17:00前完成购买，5
月6日以4月30日净值确认份额，确保假期
收益覆盖。

从收益情况来看，部分银行理财子公司
针对“五一”假期推出的产品业绩比较基准
或历史业绩普遍较高。例如，招银理财在

“五一”小长假前夕重点宣传了该公司推出
的多款理财产品，风险等级在R1、R2，部分
理财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达 3.4%；平安
理财一款最短持有期为7天的理财产品，近
3个月年化收益率达 5.04%，成立以来年化
收益率为5.32%，另一款最低持有14天的理
财产品，近3个月年化收益达6.12%，成立以
来年化收益率为6.02%。

同时，虽然当前银行理财产品仍以现金
管理类、固收类为主，但在产品设计上呈现
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尤其在期限设置和底
层资产配置方面更为灵活。其中，期限设置
覆盖全周期，既有开放式灵活申赎产品，也
有最短 7天至 1年不等的持有期产品，兼顾
流动性与收益稳定性。风险等级方面，R2
级中低风险产品依然占据市场主流，契合大
众稳健理财需求。

从投资策略来看，各银行理财子公司进
行了差异化布局。例如，工银理财推出纯固
收产品及优先股策略优选系列；中银理财在
纯固收基础上，新增固收增强双债策略和信
用精选产品；信银理财则聚焦 ESG投资策
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苏商银行高级研究员杜娟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多元化发
展，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不同投资者
的资金使用期限、风险承受能力、预期收益
等存在差异，银行理财子公司推出多元化产
品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提高转化率。
同时，结合“五一”假期推出高业绩基准产
品，可以契合用户在假期期间获取理财收益
的需求，可借此获取更多客户与资金。此
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银行理财子
公司不断加强资产配置能力、推出多样化产
品，还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

投资者参与度提升
市场规模有望增长

随着存款利率持续下行，银行理财市场
的吸引力显著提升。数据显示，尽管今年一
季度市场规模略有波动，但投资者数量同比
增长 6.73%，市场参与度和认可度持续攀
升。同时，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2060亿元，稳健理财属性持续凸显。

截至3月末，银行理财市场存续产品已
达 4.06 万只，同比增长 0.67%；存续规模
29.14万亿元，同比增长9.41%，较2024年末
减少0.81万亿元。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存款利率持
续下行，银行理财的收益优势不断凸显，在
此背景下，理财市场规模有望实现持续扩
容。

周毅钦认为，面对业绩比较基准较高的
产品，投资者也应理性看待。这一指标由管
理人综合市场、产品特性等因素测算，可作
为投资参考，但并非收益承诺，实际收益会
受多种变量影响。因此，投资者需摒弃对预
期收益率的依赖，在选择产品时主动评估风
险，充分认识净值波动可能，树立“买者自
负”的理财观念。

杜娟建议，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合理评估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相匹配产品。避免因产品选择
超出风险承受范围而蒙受损失；二是仔细阅
读产品说明，对产品的底层资产、申购赎回、
费用等各项设置有清晰理解，避免因误解而
造成损失；三是加强理财相关知识的学习，
避免盲目投资，逐步建立自身的理财规划，
合理配置资金，注意平衡好安全性、收益性、
流动性三者的关系。

银行理财市场升温：

高收益产品受捧
策略多元化趋势凸显

本报记者 李 冰 熊 悦

截至 5 月 6 日，A 股上市银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披露完毕。

《证券日报》记者以13家有一季度对
公贷款数据披露的主要上市银行
（包括6家国有大行和7家全国性股
份制银行）为分析样本，经梳理统计
发现，截至一季度末，13家上市银行
的对公贷款均较上年末实现稳健增
长。邮储银行以接近 10%的对公贷
款增速位居国有大行首位；中信银
行、浦发银行的对公贷款增速均超
8%，领先其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国有大行
等主要银行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保
持较大的贷款投放力度，持续调整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有力支持经济
高质量发展。

助力实体企业发展

建设银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该行境内公司
类贷款和垫款较上年末增长 8.16%
至 15.61万亿元，在该行境内贷款和
垫款中占比近 60%。这一增速显著
高于该行境内贷款和垫款 4.73%的
总体增速。

具体到不同领域来看，建设银
行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
等领域的贷款增速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例如，截至一季度末，该行战略
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为 3.34 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长17.14%；绿色贷款
余额为 5.64万亿元，较年初同口径
余额增长 13.18%；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贷款余额为 8350.93亿元，较上年
末同口径余额增长11.14%。

邮储银行一季度抢抓窗口积极
前置安排信贷投放。截至一季度
末，该行客户贷款总额为 9.36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 4429.86亿元，增
长4.97%。其中，公司贷款为4.01万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619.93亿元，
增长9.92%。邮储银行表示，报告期
内该行加大对先进制造、普惠金融、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信贷
投放力度，推动公司贷款规模实现
稳步增长。比如，绿色金融方面，截
至一季度末，该行绿色贷款余额为
1.9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6.01%，
增速持续多年高于该行各项贷款平
均水平。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同样是实体
经济贷款投放的中坚力量。截至一
季度末，中信银行贷款及垫款总额
为 5.87 万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加
1458.99亿元，增长 2.55%。其中，公
司贷款（不含贴现）余额为 3.21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 3040.62亿元，增
长 10.46%，增幅远超该行贷款及垫
款总额的整体增速。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供应链金
融等领域的贷款增速同样亮眼。截
至一季度末，该行对公贷款（不含贴
现）余额为 3.3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 2460.08亿元，增长 8.03%。科技
金融方面，该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
达 6822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近 800
亿元，增长13.25%；供应链金融融资
余额为 512.1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53.58%。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帆
表示，银行发力对公信贷业务能助
力实体企业发展，推动金融“五篇大
文章”涉及的产业领域实现转型升
级、蓬勃发展。

重点领域贷款保持高增长

综合来看，上述 13家上市银行
一季度信贷投放的发力点围绕金融

“五篇大文章”展开，这些重点领域

的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其他对公业
务。部分银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民营企业贷款增速显著高于行内对
公贷款增速的平均水平。

中信银行表示，该行对公贷款
投放呈现多元化特征，行业布局更
趋均衡。同时，该行深度融入国家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加大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成渝区
域信贷支持力度，截至报告期末，该
行在这四大重点区域的一般对公贷
款余额合计突破2万亿元。

兴业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林
舒在业绩会上介绍，今年一季度，兴
业银行持续加大对公信贷结构调

整，包括加大对绿色金融、科技金融
等转型领域的信贷支持。该行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该
行绿色贷款和科技贷款分别较上年
末增长9.37%、9.90%，均高于该行各
项贷款增速。

浦发银行表示，该行围绕“强赛
道、优结构、控风险、提效益”的经营
主线，持续调优业务结构，提升风险
管控能力。

“从银行一季报对公贷款投放
情况看，银行正积极加大对民营企
业的信贷资源支持，特别是对科创
企业的支持。同时，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是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的重要举措，也是中长期银行信贷
发力的重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
究 员 娄 飞 鹏 向《证 券 日 报》记 者
表示。

李一帆认为，随着国内存量政
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银行业将
紧跟政策导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宗旨，不断夯实经营
和展业能力。尤其是国有大行切
实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
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制造业、
科技、绿色以及普惠小微等实体经
济重点领域保持较大的信贷投放
力 度 ，有 力 支 持 经 济 发 展 持 续
向好。

透视13家上市银行一季报：

加码对公业务 科技、绿色等领域贷款增速显著

本报记者 冷翠华
见习记者 杨笑寒

近日，保险公司一季度偿付能力
报告陆续披露，偿付能力情况也随之
出炉。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
5月6日，已有156家保险公司披露了
偿付能力情况。其中，5家险企偿付
能力不达标，均是由于风险综合评级
不达标。

受访专家表示，险企偿付能力达
标除了要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
还需要针对公司治理和各类风险的
具体指标和管理内容，落实监管要
求，提高管理效果，从而提升风险综
合评级水平。

风险综合评级不达标是主因

根据监管规定，险企偿付能力达
标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核心偿
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二是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三是
风险综合评级水平在B类及以上。其
中，风险综合评级由监管部门评定，
险企在每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披露
的最近两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通常

为上季度和上上季度的评级。
截至5月6日，已有156家保险公

司披露了最新一期偿付能力风险综
合评级结果。

具体来看，评级为A类的险企共
54家。其中，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广东能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等6家财险公司和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中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9家人身险
公司偿付能力综合评级为A类最高级
别的AAA级，另有24家为AA级，15家
为A级。

评级为B类的险企共97家，其中
56家为财险公司，41家为人身险公
司。分级别来看，23家险企评级为
BBB级，49家为BB级，25家为B级。

此外，华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汇人寿”）、安华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
农险”）、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安财险”）、亚太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5家险企的最新一期风
险综合评级为C类，不满足偿付能力
达标的标准。这5家公司在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上均已达标，因此，其偿付能力“亮红
灯”主要与风险综合评级相关。

梳理上述5家险企的偿付能力报
告，影响其风险综合评级的主要因
素，包括公司治理、可资本化风险、声
誉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

例如，安华农险和华汇人寿均在
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风险综合
评级结果为C类，主要是在公司治理
方面存在风险或整改尚未完成；华安
财险在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最
近两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C，主
要是因为在可资本化风险、声誉风
险、操作风险等领域存在一定风险。

对此，普华永道管理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
伙人周瑾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
风险综合评级较低的保险公司中，公
司治理方面，“三会一层”（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运作不规
范、董监高的履职存在瑕疵、关联交
易占比高或披露不全等问题较为普
遍。风险综合评级是监管机构基于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公司治理
和各类风险相关指标的表现得出的
综合评判结果，因此，保险公司除了
要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率在安全水平

之上外，还需要针对公司治理和各类
风险的具体指标和管理内容，落实监
管要求，提高管理效果，才能获得较
好的评级结果。

3家风险综合评级升至B类

今年一季度，还有部分险企的风
险综合评级由此前的不达标上升至B
类及以上，成功“摘帽”。

人身险公司方面，三峡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人
寿”）、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大方正人寿”）在最近
一次风险综合评级由此前的C类上升
至B类。财险公司方面，珠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今年一季度的最
新一期风险综合评级也上升至B类。

从改进举措来看，三峡人寿在偿
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面临的主要
风险为战略风险等，当前正在持续推
进第二轮增资和业务恢复等工作，多
措并举改善公司风险状况。三峡人
寿公告显示，今年3月17日，三峡人寿
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第二轮增资扩股方案
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三峡人寿注

册资本由约15.37亿元增加至30.33亿
元，股份总数由约15.37亿股增加至约
30.33亿股。

北大方正人寿表示，公司根据监
管规则对风险综合评级的各大类风
险和子类风险进行分类管理。关于
可资本化风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
达标，公司继续加强偿付能力充足率
的管理并提升资本质量。关于难以
资本化风险，公司分解指标的管理职
责，要求加强管控和自评估，持续改
进和提升指标状况，对于薄弱指标，
积极组织整改 ，并定期追踪改善
情况。

展望未来，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
究院院长田利辉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预计未来险企资本补充需求依
然较强，尤其是中小险企仍将面临较
大的资本补充需求，“一方面，中小险
企要通过股权融资、引入战略投资
者、增强利润留存、与其他金融机构
合作等方式多元化补充资本金，提高
偿付能力充足率。另一方面，需要加
强风险管理，控制风险成本，优化投
资组合，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运营
效率，提升风险综合评级，从而提升
偿付能力水平。”

156家险企披露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3家成功“摘帽”

本报记者 王 宁

截至目前，上市期货公司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

“新三板”）挂牌期货公司2024年财报
披露结束，53家公司去年的经营情况
全部揭晓。整体来看，企业经营稳中
有进、韧性较强。

18家公司净利润超亿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上述53
家期货公司去年合计实现净利润近
80亿元，相较 2023年的 75亿元略有
增长。

数据显示，上述53家期货公司涵
盖了多数头部机构、部分中小型公
司。从去年净利润表现来看，多数公
司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

具体来看，虽然有18家公司跻身
净利润“亿元俱乐部”，但仅有半数净
利润实现同比增长；此外，去年净利

润在1亿元以内的有29家公司，多数
实现同比扭亏或利润增长，例如，宏
源有限公司、大越期货股份有限公
司、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中电投
先融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等；另有 6家
公司去年亏损，例如，红塔期货有限
责任公司、华龙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混沌天成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中去年亏损最
多的超过了7000万元。

加速布局国际业务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上述53家期
货公司去年盈利水平参差不齐，但多
家公司都在积极调整自身业务布局，
且已初见成效。例如，南华期货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期货”）此
前披露，公司各业务板块协同性进一
步提升，境外金融服务业务优势得到
凸显 ，境内外客户权益规模持续
提高。

有业内人士表示，去年期货公司
面临着短期业绩冲击和长期发展的
压力，部分头部公司率先对国际业务
和场外衍生品业务进行重点布局且
收效明显。

据了解，去年南华期货进一步扩
大了清算业务规模并探索经纪业务
本地化，推动公司业务规模及客户权
益规模持续增长，收入结构获得明显
改善。此外，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也披露公告称，2024年，公司境外金
融服务业务再创新高。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战略运营管
理部、营销管理总部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去年，期货公司整体实现多元化
发展，期货市场也呈现出规模持续扩
大、品种体系不断健全、行业高质量
发展等特征。具体来看，期货公司场
外业务、期现业务、投资业务、国际业
务开始崭露头角，一些综合竞争力较
强的期货公司也凭借业务模式多元
化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
负责人吴菁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去年期货公司整体发展呈现几方
面特征：一是经纪业务竞争加剧，行
业分化显现，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二
是风险管理业务创新深化，服务实体
效能提升，尤其是风险管理子公司场
外衍生品业务实现突破性发展，通过
含权贸易、基差点价等创新模式，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的价格风险管
理解决方案，有效助力实体企业稳健
经营；三是资管业务逆势扩张，差异
化优势凸显；四是头部机构加速国际
业务布局，跨境业务成为新的发展引
擎，多家上市期货公司的境外业务已
成为推动其业绩增长的关键因素。

“国际业务受期货公司青睐，主
要源于政策支持和市场开放程度提
升等因素。”吴菁琛进一步表示，去年
境内期货品种对外开放范围持续扩
大，不仅吸引了更多境外交易者的参
与，“中国价格”全球定价影响力也得

到了显著提升。同时，部分头部机构
通过构建全球清算网络、拓展跨境综
合服务，既满足了中资企业全球化布
局的风险管理需求，又形成了差异化
竞争突破口。

2024年，随着中国期货市场对外
开放水平持续提高，境外投资者参与
境内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上升。例
如，原油、铁矿石、PTA等一批商品期
货和期权成功引入了境外交易者，40
多个期货和期权对QFII（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开放，相关品种国际影
响力持续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范
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述五矿期货相关人员表示，国
际业务正成为部分期货公司的重要
布局，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
放扩大，为期货公司拓展国际业务提
供制度保障和机遇。另一方面，布局
国际业务显著拓宽了期货公司的业
务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本土市场。

53家期货公司去年净利润合计近8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