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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协报告：

加加快快金金融融控控股股公公司司监监管管立立法法

S05

资产扩张速度放缓

报告指出，2017年金融监
管的常态化，理顺了银行业金
融机构资产业务的扩展逻辑，
资产业务呈现出三个特点。一
是资产增速进一步放缓。截至
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
构本外币资产规模达到252万
亿元，同比增长8 . 7%，增速较
2016年末下降7 . 1个百分点，自
2001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
资产增速进一步放缓。

同时，资产结构进一步优
化。随着原银监会“三三四十”
等专项治理活动的推进，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占总资产
的比重稳步回升，同业业务、表
外业务持续收缩，银行业回归
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
步增强。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
金融机构发放各项贷款129万
亿元，同比增长12 . 4%，高于同
期资产增速3 . 7个百分点。同业
业务和表外业务则呈收缩态
势，2017年，同业资产和负债自
2010年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
比年初净减少3 . 4万亿元。

此外，资产质量趋于稳定。
随着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改善，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
力稳步提升，资产质量趋于稳
定。截至2017年底，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余额为1 . 71万亿元，不
良贷款率1 . 74%，连续五个季
度稳定在1 . 74%的水平，但仍
需重点关注部分区域和行业不
良风险暴露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及监
管部门严监管的推进，未来表
内资产业务仍将是银行业金融
机构发展的重点和方向。2018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围绕公
司业务、个人业务进一步做精
做细做实，同业业务、非标业务
则需积极谋取转型，更好地为
实体经济服务。

中间业务方面，受行业监
管政策趋严、债券和资本市场
波动、同比高基数等因素影响，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呈现稳
中略降的态势。

预计2018年商业银行传统
中间业务收入将企稳改善，主
要不利因素在2018年进一步放
大的可能性较小，银行卡类和

支付结算类增长前景继续看
好。新型中间业务发展将以规
范稳健为主旨，各项业务分化
态势也会进一步延续，理财业
务逐渐回归资产管理本质、投
行业务需求增加、企稳可期、托
管业务增长渠道有待进一步开
辟。

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在报告的第十一章，罗列
了商业银行2018年将面临的
六个方面的风险问题。分别
为，经济金融领域结构性矛盾
依然存在；下游行业盈利能力
下滑蕴含潜在风险；房地产行
业信用风险需要加以关注；部
分区域资产质量运行态势仍
不明朗；企业过度融资问题有
所显现；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
可能产生的交叉感染加大风
控压力。

报告指出，2017年以来，监
管部门对房地产的调控不断加
码，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
期，行业政策持续收紧，房地产
市场销售步入下行通道，部分
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开始减慢，

同时，房企在国内的融资也受
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增量资
金的来源受到较大影响。

预计未来热点城市限购、
限贷、限价等政策短期内不会
放松，短期内市场景气程度改
观的余地不大，2018年房地产
企业资金链压力加大，潜在风
险有所上升。

金融控股公司是
大势所趋

《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
(2018)》显示，本世纪初，金融
控股公司在我国初具雏形，经
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金
融机构试点综合经营的主要
方式之一。十多年来其控股状
态、业务范围、发展程度等均
已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主体
多元、形态多样、结构复杂等
特征。金融控股公司在国内发
展历史不长，却已成为类型丰
富的市场主体，这既是金融控
股模式的内在优势使然，也是
在外部环境下获取竞争力的
战略必然。

金融控股公司借助牌照优

势为客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
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
元化需求、形成协同效应，对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有
重要意义。但由于分业监管体
制、公司治理不完善、市场乱象
等因素，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仍
面临一些困境和潜在风险。少
数金融控股公司存在套利行
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带来较
大的风险隐患。同时金融控股
平台的快速扩容带来一系列新
情况、新问题，成为交叉性金融
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

报告指出，金融控股公司
借助监管漏洞，进行虚假注资
和循环注资，导致金融机构资
本不实，无法切实抵御风险。如
安邦保险，虚假注资规模达到
了619亿元，其真实资本金仅为
10 . 96亿元。

而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
的监管体系是推动金融控股公
司良性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基
础。未来，应加快金融控股公司
监管立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建设，构建多元化的金融监管
指标体系。

(来源：证券日报)

上上半半年年券券商商百百强强营营业业部部最最高高成成交交额额8844亿亿元元

四成新贵营业部
跻身百强

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
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券商
百强营业部中，有39家营业部
为实力新进。其中，华泰证券、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旗下营业
部所占席位排名前三，分别为
10家、8家、7家。同时，在39家
新进营业部中，中国银河、长
江证券、华鑫证券均占3席。

今年上半年，有5家券商
营业部在龙虎榜上成交额超
过50亿元。其中，中信证券上
海分公司凭借83 . 86亿元的成
交额稳居榜首，排名向前跳跃
136个位次，领跑众券商营业
部。华泰证券厦门厦禾路营业
部以65 . 66亿元的成交额紧随
其后；天风证券深圳平安金融
中心营业部位列第三，成交额
为59 . 54亿元，排名上升63个
位次。

与此同时，在“新贵”频
出的时代，众多老牌强队也
正在“陨落”。去年营业部榜
单前十位中，今年上半年就
有 3家券商营业部不仅跌出
前十，更是跌出百强榜单。其
中，去年的榜首中信证券上
海淮海中路营业部今年上半
年仅排名319位；去年排名第

四位的浙商证券绍兴解放北
路营业部，今年上半年排名
728位；去年排名第七位的中
信证券上海古北路营业部，
今年排名806位。

值得一提的是，榜单前十
位中，除中信证券、华泰证券旗
下营业部仍占据一席之地，其
余则被天风证券、国金证券、东
方财富证券等券商弯道超车。
此外，百强榜中，有25家营业部
均来自上海地区。

重点关注
汽车、计算机软

件、化学制品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上半
年，中信证券上海分公司首次
荣登龙虎榜成交额的榜首，成
交额高达83 . 86亿元，与第二位
成交额相差18 . 2亿元，成为营
业部新贵中的代表。

今年上半年，中信证券上

海分公司共出现在94家公司的
上榜名单中，32次登榜罗牛山，
9次登榜乐视网，8次登榜华森
制药，仅上榜2次以下(包含2
次)的“一日游”上市公司达46
家，占到总数近五成。

同时，该营业部成交金额
最高的是罗牛山，达14 . 33亿
元，半年内罗牛山龙虎榜总成
交金额为129 . 4亿元，中信证
券 上 海 分 公 司 就 贡 献 了
11 . 07%的成交额。截至目前，

该营业部净买入罗牛山3 . 22
亿元。此外，该营业部净买入
额超过1亿元的个股还有乐视
网、恒逸石化、张家港行，分别
为3 . 22亿元、2 . 04亿元、1 . 06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12
日的机构调研罗牛山的名单
中，共有11家券商对其进行调
研，并未发现中信证券的身影。

此外，今年上半年的个股
交易龙虎榜中，罗牛山傲居榜
首，上榜39次，成交金额高达
129 . 4亿元；其次则是宏川智
慧 ，上 榜 6 1 次 ，成 交 金 额
64 . 98亿元；乐视网位居第三，
上榜26次，成交金额62 . 41亿
元。从净买入额来看，宁德时
代、万华化学、药明康德位列
前 三 ，分 别 为 1 7 . 7 1 亿 元 、
10 . 16亿元、8 . 45亿元。从净
卖出额来看，张家港行、罗牛
山、海峡股份净卖出额最大，
分 别 被 卖 出 2 1 . 5 5 亿 元 、
21 . 19亿元、13 . 49亿元。

同时，从今年上半年龙虎
榜营业部偏好个股及题材方面
来看，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统计显示，汽车、计算机软件、
化学制品成为前十大券商营业
部重点偏爱的题材。华森制药、
泰永长征、中欣氟材则是最受
百强营业部热捧的个股。

(来源：证券日报)

7月11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在京发布《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2018年银行业将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打好防控金融风险
攻坚战，全面推进银行业改革开放，努力推进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表示，近年来，银行正在从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转型。秉承工匠精精神，中国银行业协会已经
连续8年对外发布行业发展报告，报告记录了银行人共同抵御困境的足迹。

2018年上半年，券商龙虎榜营业部榜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起之秀层出不穷，众多老牌强队被迫“隐退”。
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5836家券商营业部共55730次登上龙虎榜，成交金额6690 . 38亿元。与2017年相比，排行榜前十位中，仅有3家

营业部守住阵地，其余7家营业部均为实力新进。其中，中信证券上海分公司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以83 . 86亿元的成交额拔得头筹。
今年上半年，券商百强营业部中(取成交额排名前100位的营业部)有39家营业部为新进。此外，券商去年大量新设分公司效果显著，今年上半年有8家券

商分公司进入龙虎榜百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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